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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配额时代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基于产业内贸易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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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水平及组成是衡量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准% 为了准

确评价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国际竞争力$对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服装业产业内贸易进行了实证

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的同时$整体产业内贸易发展比较缓

慢且水平较低$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纺织业各子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和产业竞争力高低不一$

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其中纺织原料产品竞争力较弱$产业内贸易程度相对较高&服装类

产品比较优势稳定且显著$但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纺织机械产品处于比较弱势$产业内贸易

水平也较低$但呈上升趋势% 最后就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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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纺织服装工业作为国民

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比较优势的贸易发展战略下!

进出口贸易发展特别迅速!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为中国出口创汇和增加就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随着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对外贸易规模的扩

大!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 !""K 年全

球纺织品贸易配额取消后!中国纺织服装传统的

产业间贸易模式呈现出诸多不适应和局限性!国

际竞争力面临严峻挑战" 如何继续保持和提升国

际竞争力是目前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发展面临现实

性问题"

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水平及组成是反映一国产

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准!提升一国产业贸易竞

争力最有效途径是发展产业内贸易-#.

!特别是水

平型产业内贸易-!.

2见表 #3" 而现有关于纺织服

装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大多从产业内贸易

或产业国际竞争力角度展开独自研究!割裂了两

者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变动关系!除了程红莉

2!""L3的研究!

-F.很少从产业内贸易视角对我国

纺织服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理论和实证分

析" 因此!本文试图从产业内贸易视角重新审视

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将有助于我

们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国际竞

争力及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对中国提升纺织

服装产业内贸易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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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贸易模式的比较

贸易模式 产品类型 生产链位置 稳定性

产业间贸易2或单向贸易3 不同种类产品 相对稳定

产业内贸易

水平型2XTT73

垂直型2ATT73

高质量

低质量

同质产品%最终产品 高端 稳定

异质产品%中间产品 高端 相对稳定

异质产品%中间产品 低端 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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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及评价指标

"一$数据来源

本文将利用海关合作理事会制定的/商品名

称和编码协调制度0 273'X/-Y+.6c'9 (+YY+96>8

&';(-6]>6+. /.9 2+96.4?8;>'Y!简称 X?3编制的

/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0和 U7E的贸易统计数据

2!""K*!"#"3!测算我国纺织品和服装%纺织原

料以及纺织机械整个产业体系的海关统计四位数

分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状况和国际竞争力水平!

并对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

"二$评价指标

综合现有研究和相关理论!本文选用了 g2O

指数%72指数和RVW指数!并结合产业内贸易类

型!引入门限指数!以期达到客观评价中国纺织服

装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g2O指数和,5指数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2g'='/0'9 2+Y]/-/>6='

O9=/.>/4'!g2O3是巴拉萨2:/0/;;/!#$%K3提出

的!他认为一国某产业或某产品的竞争力可以由

该产业或产品出口额在该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

额!与同时期世界贸易总额中该产业或产品所占

的份额之比$显示出来," g2O反映了一国某一

产业的出口与世界平均出口水平比较来看的相对

优势!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

响!较好地反映了该产业的相对优势!是衡量产业

国际竞争力强弱的重要指标之一" 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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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某年一国 *产

业2品3的出口额!当年该国出口总额%同期世界

该*产业出口额%同期世界出口总额" 一般认为!

g2O指数大于 !)K 表示该产业具有极强的国际

竞争力&介于 #)!K 和 !)!K 之间表示具有较强的

国际竞争力&介于 ")L 和 #)!K 之间表示具有中等

竞争力&小于 ")L 表示国际竞争力较弱"

为了全面地反映一国对外贸易竞争优势!还

可以结合贸易竞争力指数进行分析" 贸易竞争力

指数2723是用该产业外贸产品进出口差额占进

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来表示的!其基本公式为#

,5C2D

*

E;

*

392D

*

F;

*

3 2!3

CC其中#D

*

和;

*

分别表示某国*产业的出口额

和进口额" 该指数主要用来反映一国某一产业或

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状况!其值介于 P#

和 # 之间" 当,5 #̂!表明该产业只有出口没有

进口!是完全比较优势&而 ")K h,5h#!表明该产

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指数越接近 #!出口竞争

力越强&当 " h,5h")K!说明该产业只有较低的

比较优势!,5越接近于 "!表明该产业的比较优

势越不明显&当,5^P#!说明该产业只有进口没

有出口!处于完全比较劣势!,5越接近于 P#!该

产业所具有的比较劣势越高"

!)RV指数

RV指数是格鲁贝尔和劳埃德 2R-,Z'0i

V0+89!#$IK3为衡量产业内贸易水平提出的!计算

公式为#

GH

*

C# E

D

*

E;

*

D

*

F;

*

2F3

CC其中#D

*

和;

*

分别表示某国*产业的出口额

和进口额!GH

*

表示某国国*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

数!取值范围为#"

#

GH

*

#

#" GH

*

越接近于 #!说

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H

*

越接近于 "!产业

内贸易的程度越低" 该指数反映了商品的多样性

需求和规模经济发展的需要!是衡量一个国家参

与国际化生产过程中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

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也是衡量产品比较优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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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重要指标之一"

F)门限指数

为区分水平型产业内贸易2XT073和垂直型

产业内贸易 2 ATTT3! OZ9J'0Jg/3Y/. 2 #$$# 3%

R-''./\/8%X6.'/.9 Q60.'-2#$$K3等学者提出了

RXQ法!对产业内贸易进行了细化2见表 !3!又

称$门限指数, 2>3-';3+09JZ/;'9 6.96(';3!具体计

算公式见表 !"

表 !C产业内贸易模式的判定标准

贸易模式 判断公式 取值范围2

"

"̂:!K3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2XTT73

# P

"#

/I

D

9/I

;

#

# j

"

J

D

9J

;

$

2":IK!#:!K3

垂直型产业内

贸易2ATT73

低质量垂直型

2VkATT73

" h/I

<

9/I

;

h# P

"

J

D

9J

;

$

2"!":IK3

高质量垂直型

2XkATT73

/I

<

9/I

;

a# j

"

J

D

9J

;

$

2#:!K!

l

3

CC表 # 中!/I

<

%/I

;

分别表示贸易品的单位出

口价值和单位进口价值!通常分别采用贸易产品

的单位出口价格J

D

2N)E):!离岸价格3和单位进

口价格J

;

22)T)N到岸价格3"

"

被称为离散因

子!是用于区分水平型和垂直型的临界比率!一般

为 ":#K 或者 ":!K" 本文把
"

设定为 ")!K!即一

种更小的变动范围" 进出口价格之比在 ")IK 至

#)!K 的产业内贸易被称为相似品贸易或者水平

型产业内贸易2XTT73!进出口价格之比大于#)!K

表示为高质量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但进出口价

格之比在 " 至 ")IK 间就称为低质量的垂直型产

业内贸易"

三%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国际竞争力与

产业内贸易的实证分析

"一$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对外贸易总体竞争

力分析

从图 # 中可以看出!自 !" 世纪 $" 年代!中国

纺织服装业得到了迅猛发展!进出口也一直保持

持续增长的态势" #$$M 年中国纺织服装出口额

为 FM!)! 亿美元2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服装

生产国和出口国3!!"#" 年出口达到 ! "%K)M 亿美

元!增长了 % 倍!创下中国纺织服装出口新高" 虽

然期间受到 !""L 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纺织服

装出口有所回落!但相比其它国家出口额仍然增

长-M.

" 目前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出

口和消费国-K.

"

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标是一国出口总额占世界

图 #C#$$K-!"#" 年中国纺织服装产业进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历年/中国海关年鉴0和/中国统计数

据0整理而得"

图 !C#$$K-!"#" 年中国纺织服装国际市场占有率情况

资料来源#U7E数据!作者整理获得"

出口总额的比例!反映了一国国际竞争力或竞争

地位的变化" 图 ! 反映了 #$$K*!"#" 年中国纺

织服装国际市场占有率变化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在世界纺织服装市场占有率一

直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特别是在全球取消纺织

品配额的第一年!!""K 年比 !""M 年提高 F 个百

分点!达到 !K`!增幅大于往年" !"#" 年中国纺

织服装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 F!)I`!继续巩固了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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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纺织服装出口国的地位" 各种数据表

明中国是 !""K 年全球纺织服装配额取消的受益

者!中国纺织服装工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不仅得

以保持!而且在提升!并 处 于 明 显 的 优 势

地位"

-%.

"二$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中国纺织服装产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明显!

但竞争优势受到冲击

表 F 中 !""!*!"#" 年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g2O均大于 !)K!表明中国

纺织服装产业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中国

纺织服装贸易竞争力 72指数逐年上升!从 !""!

年的 ")%! 持续增长到 !"#" 年的 ")L!!!说明中国

纺织服装出口竞争力还在不断提高" 其中服装产

品的72指数一直稳定在 ")$K 左右!处于绝对比

较优势&纺织品72指数从 !""! 年的 ")#L 逐年上

升到 !"#" 年的 ")%!!一方面表明纺织品竞争优

势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这两大产品的 72指数

差距悬殊!说明服装业比纺织业更多地依赖劳动

力低成本优势" !""K 年配额取消后!中国纺织服

装产品出口贸易出现新高!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g2O达到了 F)LK!比 !""M 年提高 ")K!这主要是

由于长期受到压抑的出口量在短期释放所造成的

结果!这是从$有形的手,转向$无形的手,所必然

引发的调整-I.

" 而调整期是一个有限的过程!

!""L*!"0" 年中国纺织服装 g2O显示性优势指

数略有下降!表明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竞争优势受

到其它出口国的一定冲击!并标志着调整期已经

基本结束"

表 FC !""!-!"#" 年中国纺织服装产业显示性比较优势"g2O$指数与贸易竞争力"72$指数

产品 !""! !""F !""M !""K !""% !""I !""L !""$ !"#"

纺织服装
g2O F)K# F)M! F)F# F)LK F)I F)!I F)#% F)!K !)LK

72 ")%! ")%L ")I" ")IK ")IL ")L# ")L# ")L! ")L!

纺织品 72 ")#L ")FF ")M" ")ML ")K! ")KI ")%" ")%" ")%!

服装 72 ")$M ")$K ")$K ")$% ")$% ")$I ")$% ")$I ")$%

CCC资料来源#经作者整理计算取得"

CC!)产品层面上!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竞争优势

不一!有强有弱

表 M 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纺织服装各产品

竞争优势不一!发展不平衡!具体表现为#第一!纺

织品和服装都处于竞争优势!但服装产品的 72

指数一直保持在 ")$K 左右优势!处于绝对竞争优

势!明显优于纺织品!佐证了服装贸易依赖劳动力

比较优势的事实" 第二!纺织品各子产品基本处

于竞争优势!且竞争力力稳步提高!其中制成品的

竞争力最强!特别是 !""K 年纺织各子产品的 72

指数迅速上升!表明配额的取消使压抑的纺织品

贸易得以释放!竞争力增强" 第三!纺织原料和纺

织机械72竞争指数小于零!虽然 !""K 以后 72

指数有所上升!但仍然为负值!说明其处于竞争弱

势!但竞争力有所回升"

表 MC中国纺织服装主要产品国际竞争指数"72$"!""!-!"#"$

产品类别 !""! !""F !""M !""K !""% !""I !""L !""$ !"#"

纺织品

纱线品

面料

制成品

")#L

")"!

")!%

")%F

")!#

")"#M

")!L

")%I

")!I

")"M#

")FM

")I#

")MK

")##

")M#

")I#

")K"

")#I

")ML

")IF

")KM

")!L

")K!

")IM

")%"!

")FK

")KL

")II

")%

")!F

")KI

")I$

")%F

")!$

")%F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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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产品类别 !""! !""F !""M !""K !""% !""I !""L !""$ !"#"

服装

针织服装

梭织服装

毛皮革服装

其它服装

衣着附件

帽类

")$M

")$M

")$K

")$I

")$I

")$I

")$$

")$%

")$M

")$K

")$%

")$%

")$I

")$L

")$K!

")$K

")$K

")$K

")$M

")$I

")$L

")$%

")$%

")$%

")$$

")$"

")$!

")$L

")$I

")$I

")$%

")$M

")$!

")$M

")$I

")$I

")$L

")$%

")$%

")$#

")$F

")$L

")$%

")$I

")$%

")$F

")$!

")$M

")$L

")$%

")$L

")$%

")$M

")$F

")$K

")$L

")$%

")$L

")$I

")$F

")$K

")$%

")$L

纺织原料

天然纤维

化学纤维

P")M%

P")MF

P")LF

P")%!

P")KI

P")L!

P")IF

P")IM

P")IL

P")M$

P")I!

P")I%

P")%#

P")%"

P")%!

P")LK

P")LI

P")L!

P")IM

P")I%

")IK

P")I%

P")IM

P")IL

P")L!

P")IL

P")LM

纺织机械

针织机械

纺纱机械

织机

化纤机械

P")LM

P")#$

P")!%

P")!L

P")F"

P")L#

P")#L

P")!K

P")FF

P")!$

P")IM

P")#$

P")!$

P")!$

P")F#

P")%"

P")!#

P")!L

P")F!

P")FM

P")KM

P")!"

P")F!

P")F#

P")FI

P")KF

P")!!

P")FM

P")!$

P")F!

P")M!

P")!M

P")FI

P")FM

P")FF

P")F%

P")!F

P")FL

P")FK

P")FM

P")M!

P")F%

P")F%

P")KM

P")%F

CC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年鉴0统计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CC"三$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

#)产业内贸易发展缓慢!且总体产业内贸易

水平不高

表 K 显示中国纺织服装产品总体 RV指数均

处于 ")K 以下!说明整体上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内

贸易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产业间贸易" 从横向

比较看!纺织品的RV指数明显高于服装的RV指

数!显示中国纺织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但呈下降

趋势" 而服装产品的 RV数一直保持稳定!接近

于 "!属于典型的产业间贸易" 这种以产业间贸

易主导的纺织服装产业贸易格局决定了其整体格

局!说明中国纺织服装产业最终在国际贸易中获

益主要是基于资源要素的比较优势"

-L.

表 KC!"""-!"#" 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进出口额和RV指数

产品类别 !""! !""F !""M !""K !""% !""I !""L !""$ !"#"

纺

织

品

出口额 !"K)L !LK)I FKI)I MF$)I K!!)K %"K)M %KM)K %"" II")I

进口额 #MF)%! #M#)L #K!)I #KM)$ #%F)K #%I)I #%!)% #M$)I #IL)#

RV指数 ")L! ")%% ")% ")K! ")ML ")MF ")M ")M ")FI

服

装

出口额 M##)$ K#$)! %#%)# IFK)I $ML)F # #K")I # #$L # ##!)M # !$M)I

进口额 #F)!% #M)"F #K)F# #%)"$ #%)$I #$)%I !!)L #$)MM !K)#K

RV指数 ")"% ")"K ")"K ")"M ")"M ")"FK ")"M ")"F ")"M

纺织服装RV ")FL ")FF ")F" ")!K ")!% ")!! ")#$ ")#L ")#L

CC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0的统计数据整理!进出口额单位为亿美元"

CC!)纺织服装各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不一

如表 %!从纺织品子类产品看!纱线%毛%棉

布%化纤%针织品具有较高的RV指数!即RV大于

")K!表明此类产品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产业

间贸易为辅" 其中!纱线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最

高!其次是面料!制成品" 且这些产品的产业内贸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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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水平总体上呈快速下降趋势" 服装类产品则呈

现出产业间贸易占优势的局面" 总体上!中国纺

织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但呈下降趋势" 纺织原

料的RV指数较高!但呈现出在不断下降的趋势&

而纺织机械产品整体 RV指数表现为逐年升高的

趋势!说明其产业内贸易水平在逐步提高" 其中

针织机械%纺纱机械%织机和化纤机械的 RV指数

普遍大于 ")K!说明这几种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较高!但呈现不断下降趋势"

表 %C!""K-!"#" 年中国纺织服装业相关产品的RV指数对比分析表

产品类别 !""! !""F !""M !""K !""% !""I !""L !""$ !"#"

纺织品

纱线

面料

制成品

")L!

")$L

")IM

")FI

")%%

")$$

")I!

")FF

")%"

")$%

")%%

")!$

")K!

")L$

")K$

")!$

")K

")LF

")K!

")!L

")MF

")I!

")ML

")!%

")M

")%K

")M!

")!F

")M

")%I

")MF

")!#

")FI

")I#

")FI

")#$

服装

针织服装

梭织服装

毛皮革服装

衣着附件

帽类

其它服装

")"%

")"%

")"K

")"F

")"F

")"F

")"#

")"M

")"K

")"K

")"!

")"F

")"M

")"!

")"ML

")"K

")"K

")"F

")"!

")"F

")"!

")"M

")"M

")"M

")"#

")#"

")"L

")"!

")"F

")"F

")"M

")"M

")"K

")"%

")"F

")"F

")"!

")"M

")"M

")"$

")"I

")"!

")"M

")"F

")"M

")"I

")"L

")"%

")"!

")"M

")"!

")"M

")"%

")"I

")"K

")"!

")"M

")"!

")"F

")"I

")"K

")"M

")"!

纺织原料

天然纤维

化学纤维

")KM

")KI

")#I

")K"

")MF

")#L

")M!

")!%

")!!

")K#

")!L

")!M

")KI

")F!

")!L

")KK

")!F

")!L

")KL

")!M

")!K

")KI

")!%

")!!

")%"

")!!

")#%

纺织机械

针织机械

纺纱机械

织机

化纤机械

")#%

")L#

")IM

")L!

")I"

")#$

")L!

")IK

")%I

")%#

")!%

")L#

")I#

")I#

")%$

")FL

")IL

")I!

")%L

")%%

")M%

")IL

")%K

")I#

")%L

")MI

")IL

")%%

")I#

")%L

")K%

")IL

")%F

")%M

")%I

")%M

")II

")%!

")%K

")%%

")KL

")%M

")%M

")MK

")FI

C注#其中天然纤维包括蚕丝%羊毛%棉花和其它植物纤维等&纺织机械产品主要包括针织机械%织机%印染后整理机械%

纺纱机械%辅助装置及零配件%化纤机械等!由于部分统计数据的缺失!故没有进行全面计算处理"

C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整理

CCF)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内贸易结构主要表现为

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产业内贸易 RV指数虽然能反映一国在国际

分工中的地位!但要进一步确定分工地位的高低

仍需进一步确定产业内贸易的类型" 产业内贸易

的类型更能反映出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为

了摸清中国纺织服装产品产业内贸易的类型!表

I 排除了纺织服装产业中属于产业间贸易的相关

产品!按照 RXQ方法对纺织品中属于产业内贸

易的产品进行了分析" 结果发现#中国纺织行业

的产业内贸易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导!占了

L"`左右!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约占两成的份额"

其中!纱线中的棉纱线%纯棉纱%化学纤维纱线%棉

混纺纱线%羊毛和动物毛纱线%羊毛%蚕丝是属于

高质量的垂直型产业类贸易!其它纱线%棉织物%

化纤织物%棉混纺布%羊毛动物毛织物%无纺织物%

混纺呢绒%化纤机械%针织机械等主要属于低质量

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丝线%粗纺呢绒%精纺呢绒%

丝机织物%棉花%纺纱机械等属于水平型产业内贸

易" 总体上看!现阶段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参与的

产业内国际分工主要是垂直分工!处于全球价值

链的低端即$非战略性环节,"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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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C!""!-!"#" 年中国纺织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及模式分布

产品类别 !""M !""K !""% !""I !""L !""$ !"#"

纱线 #)F$ #)!L #)#% #)"% #)"I #)"I #)"K

棉纱线 #)MM #)F$ #)K #)K #)K# #)ML #)ML

丝线 #)## #)"I #)"# ")$I ")LL ")L! ")I$

化学纤维纱线 #)!! #)FM #)K# #)M$ #)MI #)K" #)KM

纯棉纱 #)F! #)!M #)FK #)FI #)!% #)M! #)!F

棉混纺纱 !)L% !)" !)I% !)IL !)$# #)LM !)KK

羊毛%动物毛纱线 !)!L !)FF !)FM !)MK !)II !)%$ !)$%

其它纱线 ")I! ")%L ")%% ")I# ")IF ")%L ")II

棉织物 ")MI ")K! ")KM ")%% ")%K ")%% ")%$!

纯棉布 ")L# ")L ")I$ ")IM ")I" ")M$ ")K%

棉混纺布 ")M% ")KM ")ML ")KF ")KM ")K! ")K$

丝机织物 ")LF ")$L ")LI ")$! ")$M ")IL ")LL

化纤织物 ")I! ")%$ ")%K ")%I ")%$ ")KI ")%"

羊毛%动物毛织物 ")%I ")%$ ")%I ")%$ ")%K ")%K ")%!

地毯 ")LM ")LF ")IL ")L# ")%$ ")I$ ")%L

无纺织物 ")%L ")%M ")%F ")%! ")% ")KF ")KM

混纺呢绒 ")IM ")I! ")KK ")%" ")%F ")KL ")%!

粗纺呢绒 ")IM ")I$ ")$ ")$! ")$# ")LL ")$!

精纺呢绒 ")%L ")I! ")I% ")IL ")I$ ")L# ")L

棉花 ")I! ")IM ")IF #)"I #)F #)% ")IM

羊毛 M)K" M)I" M)%" M)M" M)I" M)L" M)%"

蚕丝 !)!" !)#" !)M" !)F" !)K" !)K" !)L"

化纤纤维 ")KM ")%" ")KI ")KL ")%# ")%F ")%K

针织机械 ")#!K ")# ")## ")#! ")#M ")#M! ")#K

纺纱机械 ")L$ ")LK ")L% ")LM ")LF ")LF ")LK

化纤机械 ")"% ")"% ")"% ")"% ")#" ")!# ")!%

注#由于部分数据的缺失!表中并没有统计所有的纺织机械品"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整理于/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0"

CC"四$基本结论

根据以上对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产业竞争力

及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纺织服

装产品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类别
贸易竞争力指数高

272a"3

贸易竞争力指数低

272h"3

产业内贸易指数高2RVa")K3 CT纺织品& CTT纺织原料

产业内贸易指数低2RVh")K3 CTTT服装类 CTA纺织机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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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第 T类#纺织品" 纺织品整体产业内贸易程

度相对较高!且竞争力表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

说明中国纺织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不仅源于单纯

的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也源

于产品差异性和规模经济!总的来说是基于综合

的多因素的比较优势!是一种健康的发展模式"

但 !""K 年全球取消纺织品配额后!中国纺织产业

内贸易程度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出口条件的

改善促进了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但这种政策效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稀释!如果不在品种%款

式%质量等方面不断创新!可能会在长期的竞争中

逐渐呈现劣势"

-#".

第TT类#纺织原料" 纺织原料产品竞争力

弱!缺乏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程度相对较高!属

于源于弥补资源缺口的产业内贸易!如优质棉花%

蚕丝%羊毛%化纤%皮革的进口"

第TTT类#服装产业" 服装产业具有明显的比

较优势!且一直保持稳定!但产业内贸易发展缓

慢!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

第TA类#纺织机械" 纺织机械方面处于比较

弱势!且产业内贸易水平也比较低!但呈现出不断

上升的趋势" 说明中国国纺织机械行业与世界先

进技术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出口能力较弱" 但

随着近年来纺织机械工业的快速发展!纺织机械

产业内贸易程度有上升的趋势!国际竞争力有所

提高"

四%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做出如下结论与建议#

2#3目前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总体国际竞争

力较强!但竞争力的提升主要还是依赖劳动力%资

源等的比较优势以及取消配额后的政策效应!产

业内贸易不是当前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国际竞争力

的提升的主要因素!但具有一定推动作用" 若要

保持中国纺织服装产业整体竞争力的稳定和进一

步提升!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是关键!其具体途径

有#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吸

引高质量的外资%降低国际贸易壁垒和减少贸易

摩擦"

2!3服装业要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不应

再单纯追求产业间贸易规模的扩大!而应主动转

向发展产业内贸易!特别是水平异质产品产业内

贸易" 通过提高服装产品的质量%档次!加大服装

产品营销和设计的投入!优化服装产品出口结构!

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最终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2F3虽然目前纺织品业国际竞争力相对较

强!且产业内贸易水平相对较高!但以垂直型产业

内贸易为主" 必须转变传统的价格竞争模式!变

数量型增长为质量提高!增加产品技术含量和附

加值!增加高档纺织品%纱线%面料等的出口比重!

提高价格!实现向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发展的转型"

2M3纺织原料和纺织机械产业内贸易程度比

较低!以低质量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但呈现

明显的上升趋势!说明中国纺织服装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有所提高!但在优质原料和高端的技术设

备上仍然依赖国际市场!因而限制了纺织服装高

附加产品的生产能力" 因此应继续加大中国纺织

机械和纺织原料产品的研发力度!提高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提高产品质量!进而提升产业国际竞

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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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基于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分析'*()中国工业经

济$!""L!I")

'#"( 程红莉)产业内贸易水平及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

响)以中国纺织业为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L$!##")K$J%F)

"责任编校!朱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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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7iO6.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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