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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服装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彭  羽

  内容提要  本文应用多因素法、进出口数据法和利润率法,从要素竞争力、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

力三个层面对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纺织原料、劳动力成本和产业链

等竞争优势要素,决定了中国纺织服装业具备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同时,技术和品牌等竞争劣势要素,使

得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可持续竞争力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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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目前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分析方法主要有

四种,包括多因素法、进出口数据评价法、生产率法和利

润率法 (陈立敏、谭力文, 2004)
[ 1 ]
。多因素法实质上是

从产业发展环境的角度出发,分析和总结影响产业国际

竞争力现状和变化的诸多因素;进出口数据法则较大程

度上反映了一国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是产业竞争力的直

接体现;生产率法从效率和质量的角度决定了产业的国

际竞争力,是决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利润率

法则更多强调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否可持续,毕竟长

期的低利润或亏损不足以支持一国产业一直保持强大

的国际竞争力。

综合目前已有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方法,本文根

据纺织服装业的行业特点,将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国际竞

争力分为三个层次,即要素竞争力、市场竞争力和可持

续竞争力。如图 1所示,三个层次间用箭头标识,意味

着要素竞争力决定了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市

场竞争力是可持续竞争力的基础,但有市场竞争力不代

表竞争力一定是可持续的,因此二者间用虚线箭头标

识;可持续竞争力反过来又对要素竞争力产生影响,三

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环环相扣的关系。

考虑到纺织服装业的产业特征,本文选择了原料、

劳动力成本、产业链、技术和品牌等五个指标对要素竞

争力进行评价,此处适用于多因素法。市场竞争力是产

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进出口数据评价法能较好地

反映产业的市场竞争力,鉴于客观、可操作性和国际可

比性原则,本文选用 /净出口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 NXR2

CA) 0、/可比净出口指数 ( NTB ) 0和 /特定市场渗透率

(MPR ) 0三个指标进行评价。可持续竞争力则反映了
产业能否长期保持国际竞争力,利润率法是衡量可持续

竞争力的一个较好的方法,因为利润是决定企业生存和

稳定发展的根本因素,相对稳定和较高的利润率是保持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先决条件¹。考虑到数据收集的可

行性,本文采用 /营业盈余占总产值比重 ( percentage of

operating surp lus in outpu,t POSO ) 0和 /销售利润率 ( prof2
it ratio of sales, PRS) 0指标进行国内外比较。

二、要素竞争力分析 ) ) ) 基于多因素法

要素竞争力反映了影响国际竞争力各个要素的竞

争状况,是市场竞争力的基础和必要条件。由于纺织服

装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和原料依赖性强的行业,原

料、劳动力成本和产业链成为影响该产业国际竞争力的

#64#

¹ 由于利润率法本身隐含了生产率指标的含义,即较高的生产率是

产业获得较多利润的一个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因此, 为避免重复, 本文不再

采用生产率法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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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文的实证分析框架图

重要因素,而技术和品牌则从产品质量、档次和盈利空

间的角度决定了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1.原料

纺织工业的稳步快速发展离不开纺织原料的同步

供应,纺织原料的供给状况对于一国纺织业的国际竞争

力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原材料,

在三大纺织原料中,棉花和化纤产量居世界首位,羊毛

产量仅次于澳大利亚,居世界第二位。 2000~ 2006年

中国棉花、羊毛、化纤年均产量占全球比重分别为

25. 0%、15. 4%和 34. 0% (见表 1)。而且从趋势上看,

主要纺织原料产量占全球比重保持上升的趋势, 2006

年中国棉花、羊毛和化纤产量占全球比重分别达到 27.

5%、18. 4%和 46. 1%
[ 2 ]
。

表 1  2000~ 2006年中国主要纺织原料

      年均产量及占全球比重

主要原料
中国年

均产量

全球年

均产量

中国 /全

球之比
世界排名

棉花

羊毛

化纤

565

237

9126

2260

1539

26841

25. 0%

15. 4%

34. 0%

1

2

1

数据来源: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 2006 /2007、2007 /2008。

  2.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成本是纺织品服装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

分,劳动力成本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市场价格,

并最终影响到产业的竞争力。全球权威纺织服装专业

研究机构 W erner International 2007年公布的世界纺织

工业劳动力成本比较报告显示, 2006年中国沿海地区

纺织企业工人每小时工资为 0. 85美元,比印度高 0. 16

美元, 分别是美国、意大利、日本的 5. 0%、4. 2% 和

3. 7%。中国内地劳动力成本为 0. 55美元 /小时,略高

出越南、巴基斯坦 0. 09、0. 13美元。另外,通过 2002~

2006年数据的比较发现, 中国纺织业劳动力成本在全

球的相对位置并未发生改变,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劳

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仍然十分明显, 但由于近年来印

度、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大大低

于中国,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纺织服装业将面临

这些国家更为激烈的竞争。

3.产业链

产业链是一种企业合作的体现,供应链各节点通过

可靠的合作伙伴,逐步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可以避免

恶性竞争,提高沟通效率,淘汰落后产能,降低经营风

险,提高产业链整体效益水平。作为全球最大的纺织服

装生产国,中国的纺织产业链齐全,涵盖了纤维、纺、织、

染整、辅助材料、服装加工等多个环节,行业规模和生产

能力突出,供应能力、服务水准、反应速度、配套规模和

基础设施等综合竞争力在世界上位于前列。显然,产业

链对于纺织服装业的意义不言而喻,如果说中国劳动力

的成本优势相对印度等周边国家已经丧失,那么中国纺

织服装业的相对竞争优势就体现在产业链上。而印度、

越南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普遍缺少完整的产业链,存在

物流链条过长,产业链配合不协调等问题,这严重影响

了这些国家纺织服装业的国际竞争力。

4.技术

纺织产业技术水平的高低是纺织品服装价格的一

个重要决定因素,高技术水平意味着产品的高附加值。

目前,我国纺织行业的整体技术装备水平与世界先进水

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高端纺织机械中的 50%以上需

要从国外进口。从 2007年统计数据看,中国是全球最

大的纺织机械进口国和净进口国,出口和进口金额分别

为 15. 28亿美元和 48. 63亿美元,净进口达 33. 35亿美

元, 出口额与进口额之比为 0. 31, 大大低于德国

( 5. 01)、意大利 ( 3. 54 )、日本 ( 4. 71 )等纺织技术发达国

家
[ 3 ]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大国,同时

又是全球最大的纺织机械净进口国,这本身说明中国纺

织产业技术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

5.品牌

如今,企业间的竞争已由最初的产品价格竞争升级

为品牌竞争,品牌不仅是一个企业经济实力和市场信誉

的重要标志,同时也关系到整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目

前,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品牌建设还相当薄弱。据统计,

2007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达到 1712. 1亿美元,占

全球纺织品服装贸易额的 29. 3%,但自主品牌在其中

所占比重不足 10%,其余 90%均为无牌、贴牌和定牌出

口,基本上没有世界级的纺织服装品牌。缺乏有国际影

响力品牌的直接后果是,企业利润微薄,利润中的绝大

多数被持有品牌的国外厂商拿走,同时产品的出口单价

也大大低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种价差的背后就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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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品牌的增值,也是企业的巨大利润空间。

三、市场竞争力分析 ) ) ) 基于

进出口数据法

市场竞争力是指,在国际间贸易相对自由的情况

下,一国特定产业的产出品所拥有的开拓市场和占据市

场的能力。由于简单、直观和国际可比等优点,进出口

数据法在评价产业国际竞争力时被广为应用。进出口

数据法的评价指标较多,考虑到各指标的适用性和纺织

服装业的行业特性, 本文选取 NXRCA指数、NTB指数

和特定市场渗透率等三个指标进行评价。

1. / NXRCA指数 0的国际比较
由于纺织品服装出口经常受进口国限制,关税及配

额等非关税措施的进出口限制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

太一样,这便使得被广泛应用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 re2
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 RCA )在不同国家、

不同时期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可比性。为此,本文选用了

巴拉萨 ( Balassa, 1989) [ 4 ]改进后的净出口显性比较优

势指数 ( net export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 tage index,

NXRCA) ,其计算公式为:

NXRCA it = [ (X i t /E jX i t ) - (M i t /E jX i t ) ] @ 100

上式中, i表示产业或产品, E j 表示 j国产业或产

业内产品的合计数, NXRCA i t表示 i产业在 t时期的贸易

竞争优势。该指数大于 0表示存在竞争优势,小于 0表

示存在竞争劣势,等于 0表示贸易达到自我平衡。指标

数值越高,相对竞争力越强;反之,相对竞争力越弱。

经整理计算, 2003~ 2007年中国的 NXRCA指数均

值为 12. 90,仅次于土耳其 ( 21. 30)和印度 ( 15. 45 ),大

大高于意大利 ( 3. 85)、韩国 ( 2. 29)和美国 ( - 4. 13)。

从趋势上看,中国的 NXRCA指数上升较快,与印度的

差距越来越小, 2007年更是超过印度,排在第二位 (见

表 2)。

2. / NTB指数 0的国际比较

可比净出口指数 ( norm alized trade balance index,

NTB)又被称为贸易竞争力指数,是对国际竞争力分析

时比较常用的测度指标之一,它表示一国某产品或产业

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即:

NTB ij = (X ij -M ij ) /(M i j +M ij )

其中 X ij代表 i国第 j种产业或产品的出口值, M i j代

表 i国第 j种产业或产品的进口值。NTB指数主要从产

品进出口的数量来分析某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

具有简单、直观、明了等特点,能够快速反应产品在某一

表 2 中国与世界主要纺织品服装出口国

      的 NXRCA指数比较

年份 中国 印度 意大利 韩国 土耳其 美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14. 23

13. 06

12. 52

12. 58

12. 10

18. 79

17. 06

15. 51

13. 92

11. 95

4. 69

4. 23

3. 88

3. 44

3. 03

4. 26

2. 87

2. 09

1. 30

0. 94

26. 65

22. 95

21. 26

18. 81

16. 81

- 4. 60

- 4. 24

- 4. 00

- 3. 86

- 3. 96

2003~ 2007

平均
12. 90 15. 45 3. 85 2. 29 21. 30 - 4. 13

数据来源: 根据WTO S tat ist icsD atabase计算。

时点或连续某一阶段产品竞争力的变化。同时,该指标

剔除了通货膨胀等宏观因素方面波动的影响,即无论进

出口的绝对量是多少,该指标均在 - 1和 1之间。其值

越接近于 - 1表示竞争力越薄弱,越接近于 1表示竞争

力越强
[ 5] [6 ]
。

从表 3来看, 2003~ 2007年中国的 NTB指数均值

为 0. 74,高于土耳其 ( 0. 56) ,仅次于印度 ( 0. 81), 大大

高于韩国 ( 0. 32)、意大利 ( 0. 26)和美国 ( - 0. 71 )。从

趋势上看,中国的 NTB指数上升较快,与印度的差距越

来越小, 2007年更是超过印度,排在第一位。

表 3  中国与世界主要纺织品服装出口国

      的 NTB指数比较

年份 中国 印度 意大利 韩国 土耳其 美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0. 67

0. 70

0. 74

0. 78

0. 80

0. 83

0. 83

0. 78

0. 80

0. 79

0. 30

0. 28

0. 26

0. 23

0. 22

0. 43

0. 40

0. 34

0. 23

0. 18

0. 60

0. 57

0. 57

0. 54

0. 51

- 0. 69

- 0. 70

- 0. 71

- 0. 72

- 0. 73

2003~ 2007

平均
0. 74 0. 81 0. 26 0. 32 0. 56 - 0. 71

数据来源:同上。

  3.特定市场渗透率的国际比较

目前,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是全球纺织品服装出口

的主要目标市场,三大经济体纺织品服装进口总额占全

球进口总额的比重约 70%,同时这也是纺织品服装出

口竞争最为激烈的区域。因此,选择对这三大特定市场

的渗透率进行国际比较,比使用国际市场占有率 ( in ter2
nationalmarket share , IM S )指标要好。市场渗透率

(m arket penetration rate, M PR )即指出口国对目标市场

的出口额占其总进口额的比重。

从 2005~ 2007年对欧盟、美国、日本三大纺织品服

装进口市场的渗透率来看, 中国的渗透率分别为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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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80%、29. 79%和 75. 83%,对各目标市场渗透率排名

均居首位,且大大高于其他国家 (见表 4)。

表 4  2005~ 2007年全球三大进口市场渗透

      率前五位国家比较

欧盟 (% ) 美国 (% ) 日本 (% )

1.中国

2.土耳其

3.印度

4.孟加拉

5.罗马尼亚

18. 80

7. 72

4. 29

3. 12

2. 45

1.中国

2.墨西哥

3.印度

4.印度尼西亚

5.越南

29. 79

6. 92

5. 36

3. 86

3. 53

1.中国

2.意大利

3.越南

4.韩国

5.印度尼西亚

75. 83

4. 67

2. 69

2. 27

1. 70

数据来源:同上。

四、可持续竞争力分析 ) ) ) 基于利润率法

显然,进出口数据法在评价市场竞争力时显得游刃

有余,然而这种评价方法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产业的

国际竞争力,这主要是因为它过度强调产品进出口的数

量和规模,而忽略了进出口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在采

用进出口数据法评价中国纺织服装业国际竞争力时,总

能得出其竞争力非常强大的结论,如蓝庆新、王述英

( 2003)
[7 ]
;李菲、秦升 ( 2007 )

[ 8 ]
;范净文 ( 2008)

[ 9 ]
等。

由此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不能对产业能否保

持长久的国际竞争力作出判断。因此,要客观、全面地

评价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对产业的可持续竞争力

进行考察。

从国家角度看,可持续竞争力是指,在高新技术蓬

勃发展、国际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可以长

期保持下去并可以提升的、以经济平衡发展为表现形式

的综合经济实力与由此导致的国际竞争能力 (邱询旻,

2001)
[ 10 ]
。从产业角度看,可持续竞争力强调一国产业

的盈利水平、技术进步及生产效率等是否能保持持续增

长,在国际竞争中是否能长期保持相对优势。利润率法

是衡量一国产业是否具备可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方法,因

为企业拥有更多的利润,才有资本投入到扩大生产规

模、技术进步和品牌建设上来。

1. /营业盈余占总产值比重 0的比较

营业盈余是准确地反映生产单位盈利水平的一个

理想指标。目前通用的国际统计口径是采用 /营业盈

余占总产值比重 ( percentage of operating surp lus in out2
pu ,t POSO ) 0指标作为反映企业或产业盈利水平变化的

主要指标¹。

表 5反映了主要国家纺织服装业的盈利水平,由于

营业盈余包含了折旧和生产税净额,因此其占总产值比

重的绝对数额在各国间没有可比性。但是,从变化趋势

上看,可以反映各国纺织服装业的盈利能力的变化。

2005年中国纺织服装业营业盈余占总产值比重为

18. 16%,与 2000年相比,仅增加了 0. 39个百分点,低

于日本 ( 0. 65)、美国 ( 2. 52)和韩国 ( 0. 63),仅高于印度

( - 0. 84)和意大利 ( - 3. 34)。

表 5  各国纺织服装业营业盈余占总

      产值比重变化的比较

国家 2000年 (% ) 2005年 (% ) 2005 /2000变动 (% )

意大利

日本

美国

印度

韩国

中国

17. 42

32. 66

25. 80

12. 53

29. 78

17. 77

14. 08

33. 31

28. 32

11. 69

30. 41

18. 16

- 3. 34

0. 65

2. 52

- 0. 84

0. 63

0. 39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重点行业数

据库、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 2005 /2006、2000 /2001整理计算而

得;其他国家数据来源于 2008联合国国际工业统计年鉴,根据国

际标准产业分类 IS IC171、172、1730、1810四大类纺织服装产品加

权计算而得,其中韩国的最新数据统计到 2005年, 其他国家最新

数据统计到 2004年。

  2.销售利润率的比较

销售利润率 ( PRS)是指,企业或产业一定时期内的

销售利润总额与销售收入总额的比率,它表明单位销售

收入获得的利润,是反映企业或产业盈利水平的一个重

要指标。

2006年中国纺织服装业和全国工业的销售利润率

分别为 3. 54%和 6. 09% ,纺织服装业的销售利润率大

大低于全国工业的平均水平。从趋势上看,二者之间的

差距逐年拉大, 2001~ 2006年全国工业平均销售利润

率年均增长 0. 17个百分点,而同期纺织服装业的年均

增长率仅为 0. 09个百分点,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见表 6)。由此可见,中国纺织服装业在保持产能和出

口高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利润的快速增长。

五、结  论

1.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要素竞争力

在影响中国纺织服装业国际竞争力的众要素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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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联合国统计口径的营业盈余计算公式为:营业盈余 =工业总产值

-工业中间投入 -劳动者报酬, 这里的营业盈余包含了折旧和生产税净

额。中国官方一般不对产业的营业盈余进行直接统计,以下本文按照上面

公式计算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营业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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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纺织服装业与全国工业销售利润率的比较

全国 /行业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年均增长

纺织服装业

全国所有工业

3. 03%

5. 05%

3. 40%

5. 28%

3. 49%

5. 82%

3. 26%

6. 03%

3. 48%

5. 82%

3. 54%

6. 09%

+ 0. 09%

+ 0. 17%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工业经济年鉴 ( 2002~ 2007 )、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 ( 2002~ 2007)相关数据计算。

料、劳动力和产业链是其中的优势要素,尤其是产业链,

相对于印度等纺织服装生产大国,中国已无劳动力成本

优势可言,但由于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使中国仍能保持竞

争优势。技术和品牌则是中国纺织服装业发展的劣势

要素,这也就直接影响了其可持续竞争力,即技术水平

的相对低下和薄弱的品牌建设,导致企业盈利水平不强

(见图 2)。

图 2 中国纺织服装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结果

  2.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市场竞争力

与预想中一致,通过 NXRCA指数、NTB指数和特

定市场渗透率的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纺织服装业具备很

强的市场竞争力,而且从趋势上看,与主要纺织服装生

产和出口国家相比,近年来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市场竞争

力在相对提升。但由于进出口数据法本身的缺陷,使得

这种竞争力只能反映在进出口数量和规模上。

3.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可持续竞争力

利润率法很好地弥补了进出口数据法的不足。近

年来,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营业盈余占总产出比重增长较

慢,增速低于日本、美国和韩国,仅高于印度和意大利。

同时,中国纺织服装业的销售利润率也增长缓慢,大大

低于全国工业销售利润率的平均增长水平。这表明,中

国纺织服装业的可持续竞争力不强,纺织服装业产能和

出口的持续快速扩张并没有带来利润的同步增长。

4.中国纺织服装业发展存在恶性循环

中国纺织服装业依靠原料、劳动力成本和产业链等

竞争优势要素,建立起自身强大的市场竞争力,这种过

度依靠出口数量增长的发展方式最终导致该产业盈利

水平低下,利润的微薄反过来又恶化了技术和品牌等竞

争劣势要素,即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技术进步和

品牌建设,由此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因此,要走出恶性

循环,最终要从改变竞争劣势要素入手,即提高产品的

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加强品牌建设,避免恶性价格竞争,

坚持自主创新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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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u Ka i Cai Yiny in Zhou Q in ( 57)

This paper finds that dom estic enterpr isesm an ifest prom inent innovation inten tion when fac ing trade barriers, and it is prom i2

nent fo re ign dem and o riented. M arke t share a ffects innovation intensity o f dom estic enterpr ises, and the industry structure among

bila tera l countr ies w ill engender d ifferen t prom pting deg ree, furtherm orew e find thatm onopo lization and contro l o f techno logy w ill

restrain dom estic innovation intention. F ina lly, techno logy innova tion effect under trade barriers m an ifests prom inent d ive rsity a2

m ong d ifferen t countr ies.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In 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Textile& C loth ing Industry

Peng Yu( 64)

By using them e thod o fm ulti2fac tor, im port2export data and profit m arg in, we emp irically ana lyze interna tiona l com pe titive2

ness o f Chinese tex tile& clothing industry from three dim ensions, includ ing facto r com pe titiveness, m arket com pe titiveness and

sustainable com pe titiveness. A s a result, the advantageous competitiveness factors, such as textile raw m a terials, labo r costs and

industry chain determ ine the strong ma rket com pe titiveness in Ch inese tex tile& c lo thing industry. A t the sam e tim e, the disad2

vantageous com pe titiveness fac to rs, such as techno logy and brand weaken the susta inab le com pe titiveness in Ch inese tex tile&

c lo th ing industry.

The Outw ard FD I, Hum an Capital and Techno logy Progress in Ch ina

X ie Shenxiang Wang X iaosong Zhang Yu( 69)

Based upon the data after 1980s, w e just calcu late the TFP of China by the w ay o f Data Enve lope Analysis ( DEA ), and

then set up a dynam ic reg ression m ode l to d iscuss the e ffect brought by the OFDI and hum an capita l on the TFP. Compar ing w ith

hum an cap ita,l w e consider tha t the effect b rought by OFDI to TFP is po sitive and sm a ller. A t the sam e tim e, the e ffect is d im in2

ish ingw ith the human capita l accumu la tion. So, a long w ith the increasing hum an cap ita,l the strategy o fOFDI in Ch ina shou ld be

adjusted tom ake m ore techno logy progress.

V er tical Techno logy Transfer, Generation of Backword L inka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 t ofHost Country

Wang Wenzh i( 75)

Two im po rtant channe ls through w hich the entry of m ultinationa l firm s can a ffect a ho st coun try are techno logy transfer and

the generation o f backwa rd linkages. Wh ile these tw o channels have been studied in iso la tion, se ldom m ode l a llow them to operate

sim ultaneously. In this paper, w e try to set up a Courno t com petitive m ode l betw een upwa rd and downwa rd industr ies o f host

country in order to ana lyze the relationsh ip betw een ve rtica l techno logy transfe r and backwa rd linkage, and also the condition tha t

de term ine the sty le of VTT, as we ll as the influences on the industr ia l developm ent o f host country.

FD I and G ravityM odel

Gao Guowei( 82)

L ike the grav ity m ode l o f internationa l trade, there a lso ex ists a g rav itym ode l in FD I. The vo lume o f FD I betw een two coun2

tries is pos itive ly related w ith the econom ic size of the tw o countries and nega tive ly re lated w ith the distance betw een the two coun2

tries because o f the needs of transporta tion of interm ediates from hom e coun try, w hich is costly as the longer d istance. So, the d is2

tance is a lim itation in FD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