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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均

收入水平的提高，企业的劳动成

本不断上升。对于劳动密集型产

品之一的纺织品，面临具有较低

劳动成本、优越贸易协定等国家

如印度、土耳其、越南纺织品贸易

的市场竞争，在国际中低端纺织

品市场的比较优势逐渐削弱。同

时，在中高端纺织品市场，我国纺

织品贸易也面临着具有更高产品

档次、更高生产率的发达国家如

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竞争优

势。如何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生产

方式变革重新建立我国纺织业的

比较优势，使纺织业由大变强成

为纺织业发展的重大挑战和任

务。《纺织行业“十四五”发展纲

要》明确把推进纺织业智能制造

作为一项重点工程，并结合科技

创新、品牌建设等建设纺织强国。

本文通过纺织品国际市场占

有率、出口产品价格分析我国纺

织品贸易现状，并通过劳动成本、

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对我国纺织业

竞争力进行国际比较。指出我国

纺织品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并

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纺织业劳

动生产率、提高产品档次、扩大中

高端市场份额、降低产业链运营

成本等角度提出如何通过实施智

能制造推动我国纺织品贸易比较

优势由劳动成本优势向生产率优

势转换、由价格优势向品质优势

转换的策略。

一、中国纺织品贸易现状

（一）纺织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近 5 年（2016-2020），中国出

口纺织品总体规模呈现平稳上升

的趋势，出口纺织品总体世界市

场份额平稳略有上升。

2019 年，中国出口纺织品

1196.83亿美元，占世界纺织品市

场份额的 38.46%。而纺织品第

二、第三出口大国印度、德国的世

界市场份额仅为 5.52%和 4.33%。

中国纺织品总体的国际市场占有

率非常高，当前没有其它国家可

以比肩。

再从细分品类看中国纺织品

贸易的市场占有率情况。联合国

《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 4）的

第 65 类为纺织品，在 3位数编码

统计口径下，纺织品分为 9 小类。

2019年，高于中国总体纺织品贸

易世界市场份额的纺织品包括棉

机织物（SITC4 652）（49.07%），人

造 纤 维 机 织 物 （SITC4 653）

（51.58%），针织物或钩编织物

（SITC4 655）（51.25%），绢网、花

边、刺绣等织物 （SITC4 656）

（40.22%），纺 织 原 料 制 成 品

（SITC4 658）（44.69%）。低于中国

出口总体纺织品世界市场份额的

包 括 纺 织 纱 （SITC4 651）

（25.44%）、其它纺织物（SITC4

654）（27.06%）、特种纱与特种纺织

物 及 有 关 产 品 （SITC4 657）

（26.55%）和室内铺地用品（SITC4

659）（17.71%）。（见表 1）

由此看出我国纺织品贸易的

两个特点，一是在纺织产业链中

下游产品如棉机织物、人造纤维

机织物等方面更具有市场优势而

在上游产品如纺织纱等市场优势

较小；二是在常规、市场规模大的

纺织品类如棉机织物、人造纤维

机织物、针织物等更具有市场优

势，而在特种、市场规模小的纺织

品类如其它纺织物、特种纱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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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纺织物等市场优势较小。

世界纺织品贸易中与中国的

竞争国，在亚洲，印度、土耳其、韩

国、日本、越南、巴基斯坦是中国

的主要竞争者；在欧洲，德国、意

大利是中国主要的竞争者；在美

洲，美国是中国主要的竞争者。

（二）纺织品出口价格

世界海关组织的《商品名称

及编码协调制度》（HS 2017）第 50

章至第 63 章为纺织原料与纺织

品，选取 4位数编码统计口径下

具有代表性的 8种纺织品在 2019

年的平均价格作为分析指标，并

以世界纺织品贸易中的主要竞争

者中国、印度、越南、土耳其、德

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和美国等

9国作为样本国家进行比较。（见

表 2）

棉机织物（HS 5208），中国出

口平均价格为 8.59美元 /千克，

除了高于土耳其的出口价格

5.62美元 /千克，均低于其它样

本国家的价格。

中国出口的合成纤维长丝纱

线（HS 5402）均价为 1.8美元 /

千克，略高于印度，低于其它样本

国家。

合成纤维长丝机织物（HS

5407）和人造纤维长丝机织物，中

国的价格分别为 5.21 美元 / 千

克和 10 美元 /千克，低于其它样

本国家的价格。

毛巾织物（HS 5802），中国的

出口价格 5美元 /千克，与印度、

越南和土耳其基本持平，低于其

它样本国家的价格。

专门技术用途纺织品（HS

5911），中国的出口价格 9美元 /

千克，与印度持平，高于土耳其的

7 美元 /千克，低于其它样本国

家。

针 织 物 或 钩 编 织 物（HS

6002），中国的出口价格 10.42 美

元 /千克，高于印度的 5.7美元

/千克和意大利的 8.91美元 /千

克，低于其它样本国家的价格。

床上、餐桌等用纺织品（HS

6302），中国的出口价格 7.84 美

元 /千克，略高于印度的 6.59 美

元 /千克，与土耳其的 7.94 美元

/ 千克持平，低于其它样本国家

的价格。

总体来看，中国各类纺织品

的出口价格优势明显，是维持较

高市场占有率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价格优势上，印度、土耳其是我

国纺织品贸易的两个主要竞争

者。印度的劳动成本优势、土耳其

的生产率优势是形成其价格优势

的主要原因。

我国出口纺织品的价格较

低，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纺织品在

表 1 2019年中国纺织品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 单位：%

商品名称 商品编码（SITC 4） 国际市场占有率

纺织品 65 38.46

纺织纱 651 25.44

棉机织物 652 49.07

人造纤维机织物 653 51.58

其它纺织物 654 27.06

针织物或钩编织物（未另列明） 655 51.25

绢网、花边、刺绣等织物 656 40.22

特种纱、特种纺织物及有关产品 657 26.55

纺织原料制成品 658 44.69

室内铺地用品 659 17.71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数据库的数据计算

表 2 2019年世界主要纺织品贸易国纺织品平均出口价格 单位：美元 /千克

商品名称 棉机织物
合成纤维长丝

纱线

合成纤维长丝

机织物

人造纤维长丝

机织物

商品编码（HS 2017） 5208 5402 5407 5408

中国 8.59 1.8 5.21 10

印度 15.8 1.57 7.29 26

越南 15.52 3 9.08 31

土耳其 5.62 2.6 7.04 16.57

德国 13.62 4.52 9.54 25.2

意大利 29.24 5.26 19.5 30.61

日本 23.21 7 23 33.47

韩国 11.11 3 10.5 16.5

美国 ／ 6 10.4 13.5

国际商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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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市场的同类产品的竞争中占

据优势，但同时也表明纺织品的

低附加值、企业的低利润以及国

内纺织企业的过度竞争。我国纺

织业产业集中度不高，中小企业

居多，且出口产品的差异化程度

较低，价格竞争是主要的竞争手

段，纺织业的平均利润率仅为

3%，出口退税成了许多纺织企业

得以生存的重要政策支持。

二、纺织业竞争力比较

（一）劳动成本

我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已经发

生了显著的变化。国际劳工组织

（ILO）的数据表明，2010 年，我国

的制造业平均月工资为 445 美

元，是越南的 3倍、印度和巴基斯

坦的 4倍、墨西哥的 1.2倍，土耳

其的 1/2，日本和韩国的 1/7，德

国和美国的 1/10。2014 年，我国

制造业平均月工资涨到 696.8美

元，而到了 2019 年，我国的制造

业平均月工资为 976美元，在 10

年的时间里增长了 1 倍多。2019

年，我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是越

南的 3 倍、巴基斯坦的 6倍、印度

的 5倍、墨西哥的 3倍，并且已经

超过了土耳其，工资增速明显快

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劳动成本

方面，我国相对于这些发展中国

家已经失去了优势。2019年，相对

于日本、韩国、德国、美国等国，我

国制造业的劳动成本优势仍然明

显，但工资差距明显缩小，我国制

造业平均月工资是日本和韩国的

1/3，德国和美国的 1/5。（见表 3）

对于我国的纺织业，劳动成

本的持续、快速上升意味着低价

格、低附加值产品生产企业的利

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企业的经

营动力在减弱，迫使生产企业在

转型升级和放弃生产之间做出选

择。

（二）劳动生产率

自 2000 年来，中国纺织业的

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根据世界

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数据，

2000年，中国纺织业的劳动生产

率约为 2000 美元 / 人·年，2010

年为 4899 美元 / 人·年，到了

2014年，上升到 7761美元 / 人·

年。2014年，我国纺织业的劳动生

产率约为印度的 4 倍、土耳其的

1/3。我国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与

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较大。

2014年，日本的劳动生产率约为

24600美元 /人·年，韩国的劳动

生产率约为 50000 美元 /人·年，

美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劳动生产

率均约为 60000美元 / 人·年，我

表 2（续）2019年世界主要纺织品贸易国纺织品平均出口价格 单位：美元 /千克

商品名称 毛巾织物
专门技术用途纺

织品

针织物或钩编织

物

床上、餐桌等用

纺织品

商品编码

（HS 2017）
5802 5911 6002 6302

中国 5 9 10.42 7.84

印度 6 9 5.70 6.59

越南 5.8 26 14.07 9.44

土耳其 5 7 14.46 7.94

德国 9.48 26 53.10 10.70

意大利 11.45 15.79 8.91 20.67

日本 15.5 46.72 56.25 ／

韩国 13.5 14.66 14.66 ／

美国 ／ ／ 13.12 ／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数据计算

注：缺失的价格表示该国该类纺织品没有价格数据或该国不是该类纺织品的主要出口国。

表 3 世界主要纺织品贸易国制造业平均月工资 单位：美元

制造业平均月工资

国家 2010年 2014年 2019年

中国 445 696.8 976

印度 180 167 200

土耳其 898 900 800

越南 125 205.5 287

德国 4181 4656.4 5324

意大利 2936 3355.8 2398

日本 3330 2750 2727

韩国 2400 3338 3405

美国 3901 4133 4752

数据来源：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库

国际商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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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日

本、韩国、美国等国的 1/3、1/6和

1/8。（见表 4）

可以看出，从 2010年到 2014

年的 5年时间里，中国纺织业劳

动生产率增长了近 1倍。而印度、

土耳其的劳动生产率不升反降，

相对于这两个国家，劳动生产率

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劳动成本上升给我国纺织业造成

的不利影响。从 2010 年到 2014

年的 5年时间里，发达国家中除

了日本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有所

下降外，德国、意大利、韩国和美

国的劳动生产率都有所上升。与

以上几个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纺

织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劣势依

然十分明显。

三、中国纺织品贸易面临

的问题

（一）劳动成本的上升使以规

模和价格为竞争优势的纺织品出

口难以持续

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主要

面向大众市场，产品差异化程度

较低、价格竞争激烈，生产规模

大、低价格一向是主要的竞争优

势，但劳动成本的持续上升，使得

企业的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

劳动成本的上升对中小纺织

企业的影响要高于对大型纺织企

业的影响。大型纺织企业的资本

劳动比较高，生产的自动化程度

较高，而中小纺织企业的资本劳

动比较低，用工人数相对较多。据

统计，劳动成本占中小纺织企业

的全部生产成本的 20%。

劳动成本的上升对于品牌企

业与加工型企业的影响也差异较

大。测算表明，劳动工资每上升

10%，品牌企业的利润下降低于

5%；而对于加工型企业，劳动工资

每上升 10%，利润下降超过 10%。

品牌企业有一定的产品定价权，

其价格高于同类产品的平均价

格；而加工型企业没有产品定价

权，必须与市场中同类产品的价

格保持一致、生产利润较低。

从 2010年到 2019年的 10年

里，我国制造业平均劳动工资由

445 美元 / 月上升到 976 美元 /

月，增长了 1倍多，对于中小纺织

企业、加工型纺织企业的冲击尤

其严重。直接的影响是企业利润

的不断下降和订单的流失。据一

些纺织企业反映，国外客户已经

将部分大批量、中低端产品订单

转移到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

等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

（二）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

的差距仍然较大，产品附加值、资

本劳动比有待提高

我国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提

升较快，由 2000年的 2000美元 /

人·年到 2010 年的 5000 美元 /

人·年，再到 2014 年的 7700 美元

/人·年。但与土耳其、德国、意大

利、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相比，劳

动生产率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劳动生产率是单位时间内人均创

造的财富价值，是评价产业经济

效率的综合指标。对于制造业而

言，可以用单位产品增加值和单

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相乘再

除以劳动人数表示。产品增加值、

资本劳动比是劳动生产率的两个

决定因素。

产品增加值即产品附加值，

它等于产品价格减去产品的生产

成本。产品能否在市场的同类产

品中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取决于

产品的技术含量、品牌等因素。由

上面的纺织品价格数据可以看

出，我国纺织品的出口价格偏低，

在给定生产成本的条件下，产品

附加值必然较低，通过智能制造

提升产品档次和产品附加值是提

高纺织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

径。

资本劳动比，即产业的资本

存量与从业劳动人数的比，它反

映了产业的资本密集度，资本劳

动比越高，意味着生产的自动化

程度越高，相对用工人数越少。根

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

数据，2014年，中国纺织服装业的

资本劳动比是 24千美元 / 人，印

度的资本劳动比是 9 千美元 /

人，土耳其的是 71千美元 /人，

意大利的是 70千美元 /人，德国

的是 67千美元/人，而日本、韩国

表 4 世界主要纺织品贸易国纺织业劳动生产率 单位：美元 /人·年

国家 印度 中国 土耳其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美国

英文简称 IND CHN TUR DEU ITA JPN KOR USA

2010年 2503.66 4899.75 24933.09 57651.38 52880.67 33079.73 34357.21 55650.31

2014年 1733.53 7761.53 20422.83 63709.14 59087.32 24600.17 50178.16 64449.57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数据计算

注：1.缺少越南纺织业的数据；

2.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数据更新到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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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的分别是 102 千美元 /

人、121千美元 /人和 132千美元

/人。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纺织业

的资本劳动比较低，通过智能制

造提高资本劳动比也是提高纺织

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四、智能制造推动中国纺

织品贸易比较优势动态转换

的策略

（一）开发智能化装备、建设

智能工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

动生产率

《纺织行业“十四五”发展纲

要》把推进纺织智能制造作为一

项重点工程，包括自动化、数字

化、智能化纺织装备开发、智能工

厂建设等内容。智能制造将自动

化、信息化等现代科技与工业化

生产相融合，是工业化生产在现

代科技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和深

化，能够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降低生产成本。智能制造是覆盖

采购、产品设计、制造、物流、销售

等生产全过程的生产方式改造。

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化改造需要

的投资规模较大，更适合于大中

型纺织企业实施，产业集中度提

高将是纺织产业发展的一个特

征。

就生产的制造环节而言，通

过智能化装备的应用进行现代科

技条件下的“机器换人”，提高生

产的资本劳动比，是对冲劳动成

本上升的有力手段。国内一些纺

织企业已经通过智能装备投入和

工艺流程改造，实现了降低生产

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标，并

有力提升了制造品质。例如，山东

华兴纺织集团建成智能纺纱生产

线，实现了半成品、成品的在线检

测和控制、筒纱智能包装输送入

库，减少用工 60%，生产率提升

20%，制造周期缩短 30%，不良品

率降低 25%，运营成本降低 20%。

再如，山东康平纳集团采用筒子

纱数字化自动染色成套技术与装

备后，染色一次合格率达到 95%，

高于国际先进水平 5 个百分点，

提升了纺织品的制造品质。

从生产全过程看，通过建设

覆盖采购、设计研发、生产制造、

市场营销等环节的智能化工厂，

实现智能化生产制造与市场需求

的融合，推动装备、软件、电子商

务等不同领域与产业链上各环节

企业的协同创新，将大大降低产

业运营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另外，要根据纺织业子行业

的特点确定智能化改造的重点。

化纤长丝行业重点建设涤纶、锦

纶等产品的自动化生产线，实现

生产过程模拟，提升智能原料配

送、生产数据分析等技术；针织行

业以电脑横机、经编设备的数字

化为发展重点，实现设备的智能

控制以及物料、仓储等生产环节

的自动化；印染行业以生产工艺

流程的自动化控制为发展重点，

实现生产工艺在线采集、智能化

配色等；家纺行业重点发展自动

化缝制、智能悬挂系统、柔性整烫

系统、智能仓储和物流配送系统

等，实现包括设计、加工、检验、仓

储、运输等生产环节在内的智能

生产体系。

（二）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

值，扩大中高端纺织品市场份额

虽然从总体看我国纺织品贸

易市场占有率非常高，但产品价

格偏低，主要面向中低端市场，或

者所谓大众市场，产品的附加值

偏低、企业的利润率不高。纺织品

中高端国际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主

要由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占

据。

纺织企业应以智能制造为平

台，加强产品的技术研发和创新，

树立自有品牌，提高产品档次和

产品附加值，形成品质优势，扩大

在中高端纺织品市场份额。行业

内已经出现了一批走在产业升级

前列的企业。例如，鲁泰纺织公司

是一家高档色织面料生产企业，

公司将产品定位于高档次、高品

质，致力于新技术、新材料、新工

艺的研发，开发出纯棉免烫、纳米

吸水、自清洁、抗菌消臭、吸水速

干等功能性色织面料，并建设自

有品牌，产品面向中高端市场，其

产品价格是同类产品的数倍。再

如，山东如意集团坚持“高端化、

科技化、品牌化、国际化”的战略，

在面料科技和智能制造方面均位

于世界领先地位，专利数量和专

利引用数均居国内纺织业前列。

通过并购整合国际著名品牌资

源，将法国、英国、日本、美国等国

的 30多个时尚品牌纳入企业，产

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明显高于同

类产品。

产品结构方面，要提高产品

的差异化程度，尤其要研发产业

用高性能纤维、功能性纤维等具

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提高在

这些纺织品类市场的占有率。发

达国家如德国、美国、日本的特种

纱线与特种纺织品（SITC4 657）

出口额占本国纺织品出口总额的

比重明显高于我国和其它发展中

国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品类纺

织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

国际商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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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能获取较高的利润。目前，我

国的特种纱与特种纺织物（SITC4

657）的出口比重约为 10%，而日

本、德国、美国特种纱与特种纺织

物（SITC4 657）的出口比重约为

30%-40%。江苏盛虹集团在纤维技

术创新方面走在同行企业前列，

纤维产品差别化率达到 90%，采

用自动化生产线，开发出超细、吸

湿排汗、中空保暖、全消光、再生

等差别化功能性纤维，是我国纺

织企业通过产品结构调整实现产

业升级的代表企业。

只有将智能制造与技术创

新、品牌建设相互结合，才能掌握

产品定价权、增加企业利润，摆脱

依赖价格竞争的贸易路径，实现

我国纺织业和纺织品贸易由大到

强的转变。

（三）智能化运营、电子商务

降低产业链运营成本

从微观角度看，智能化运营

通过互联网进行数据采集，为客

户提供个性化服务。例如，通过开

发面向客户服务的 APP，可以了解

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从而为客户

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开展个性

化的营销，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减

少客户流失的概率。

从整个纺织产业链看，智能

化运营通过整合供应链资源，能

够有效地降低整个产业链的运营

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例如，我国纺织业整体市场集中

度较低，以中小企业为主，上下游

之间信息对接不够顺畅，普遍存

在融资困难和库存积压问题。找

纱网以供应链金融为切入点，建

立 B to B电子商务平台，向纱线

生产企业和需求企业提供撮合交

易，并提供信用担保，有效解决了

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更好地整

合了供应链资源，降低产业链运

营成本。

不断提高电子商务在纺织业

的应用层次和普及度，从初级层

次的电子商情的提供、到中级层

次的网上撮合和签约，再到高级

层次的电子结算。目前，我国的纺

织企业应用电子商务的层次还较

低，交易成本较高。通过提升电子

商务在行业的应用层次和普及

度，将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

产业经济效率。

五、结语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得

益于人口红利，我国的纺织品贸

易凭借劳动成本的优势迅速崛

起，到目前为止，纺织品出口总额

占世界纺织品市场的 40%，远远

超过其它国家的市场份额。但是，

也应该看到，市场份额的优势不

意味着我国是纺织品生产强国，

也不意味着会永远保持当前的市

场地位。劳动成本的上升正在削

弱我国纺织品贸易的比较优势，

通过智能制造等现代科技手段建

立新的比较优势，是我国纺织业

发展的必经之路。以工业互联网

工程为平台，基于 5G、人工智能

等信息技术，推进装备、软件和信

息技术的协同创新，推进纺织企

业的数字化改造。以纺织成套设

备研发为重点，建设、完善智能制

造标准体系，在化学纤维、棉纺、

印染、针织、家用纺织品等纺织子

行业中建设智能工厂、智能生产

线，形成一批示范性智能制造生

产企业。

纺织业通过智能化生产方式

的改造，将使我国纺织品贸易的比

较优势由劳动成本优势向生产率

优势转换、由价格优势向品质优

势转换，成为世界纺织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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