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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纺织服装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纺织原材料资源 、人力资源 、技术设备水平 、出口贸易能力 、出

口市场 、双边贸易 、行业政策等方面对中国和印度纺织服装行业的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分析 ,指出面对印度纺织服

装业的竞争 , 中国纺织行业今后应当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 ,在行业发展方向 、产品结构调整 、技术设备改造 、营销

手段创新等方面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 促进我国纺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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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 ,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纺织业在中印两国的国民经济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 ,在亚洲乃至世界纺织品服装市场中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这种作用也是其他国家一时难以

取代的。因此 ,认真分析中国和印度两国纺织业的发展状况 ,比较两国纺织行业的行业竞争力 ,分析两国纺

织产业的优势和不足所在 ,对于进一步发挥我国纺织业的竞争优势 ,确立我国纺织业在亚洲及世界纺织业

中的地位 ,合理配置各种资源形成竞争核力 ,促进我国纺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 、中国和印度纺织行业现状及竞争力分析

与其他国家相比 ,中国和印度两国纺织工业在原料供给 、加工能力 、产业体系 、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具有

明显的比较优势 ,而且在产品结构 、市场结构 、人力资源结构上又具有明显的类同性 ,从而形成巨大的竞争

性。特别近年来印度凭借其设备 、技术和管理实力 ,使其纺织业得到迅猛发展 ,在世界市场上已对我国构成

越来越大的压力 。

(一)纺织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纺织工业是我国传统的支柱产业 ,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001年我国纺织工业总产

值达到8 196.2亿元 ,纺织品服装出口达到了532.8亿美元 ,占到了全国商品出口的 20%
[ 1]
。虽然随着我国

产业结构升级的不断加快 ,纺织工业占全国工业的比重有所下降 ,但仍然是我国重要的加工产业 ,在国民经

济快速发展和外部形势不断变化的条件下 ,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内 ,

纺织工业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将继续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

与此类似 ,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 纺织部门在印度整个工业中的地位也十分突出

(表 1)[ 1] 。不论是从其所提供的就业人数 ,还是从其出口创汇来看 ,它在印度国民经济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 ,是印度目前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之一。2001年印度纺织工业总产值占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14%,纺

织品服装出口占到了全国总出口的 26.9%。

　　　　　　　　　　　　　　表 1　中国和印度纺织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

指　　　　标 中　国 印　度

纺织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 8.6 14 左右

纺织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比重 20.0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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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纺织原材料资源

中国和印度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纺织原材料资源。中国的棉花产量一直居于世界的首位 ,占世界棉

花产量的 1/4左右。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茧丝生产国 ,蚕茧和厂丝的产量占了世界的 70%以上 。另外我

国还有羊毛 、兔毛 、大麻等天然纤维资源。我国的化纤原料资源虽然国内有缺口 ,但种类齐全 ,国内生产量

逐步上升 ,化纤对进口的依赖度不断下降 。而印度是世界上第三大原棉生产国 、第二大茧丝生产国和第五

大合成纤维的产出国 ,这使得印度的纺织业发展具有了良好的原料优势(表 2)
[ 1]
。

表 2　2002 年中国 、2000—2001财年印度纺织原材料产量

产　　品 棉产量/万吨 化纤产量/万吨 纱产量/万吨 布产量/亿米 丝织品产量/万米

中　　国 480＊ 991.2 801.8 226.51 534 155

印　　度 264.8 180.8 408.0 402.6 47 130

　　＊中国 2002年棉产量为国家统计局估计值;印度数字来自于印度纺织局

　　(三)人力资源

中印两国的纺织工业都具有人力资源优势。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 ,具有丰富

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与亚洲 、南美洲和欧洲的发展中国家相比 ,中印两国劳动力素质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根据中国纺织工业协会 2002年提供的 54个国家纺织工业劳动力工资成本的比较 , 2000年秋中国和印

度分别位居第 48位和第 50位 ,人均工资成本均处于较低的水平 。但应当注意到中印两国劳动力工资变化

呈现出不同的趋势。2000年秋中国纺织业劳务工资为 0.69美元/h ,比 1998年春增长了 11.3%;而印度纺

织业劳务工资为 0.58美元/h ,比 1998年相比下降了 3.3%(图 1)
[ 2]
。中印之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异不断增

大 ,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升高已经成为中国与印度在纺织行业竞争的一大障碍。

图 1　中印两国纺织业劳务工资水平的比较

(四)设备技术水平

作为纺织大国 ,中印两国的纺织设备数量特别是棉纺织设备数量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国家。1999年中国

与印度棉纺环锭数在分别为 3 382.6万锭和 3 691.0万锭 ,棉 OE纺数分别为 59.4万头和 44.2万头。而中

印两国 1999年底棉织机分别为 69.6万台和 12.8万台 ,中国棉织机数远远超过了印度(表 3)[ 2] 。

表 3　1999 年中国和印度主要纺织设备比较

世　　界 中　　国 中国/世界(%) 印　　度 印度/世界(%)

棉纺环锭数/万锭 15 568.1 3 382.6 21.7 3 691.0 23.7

棉 OE纺数/万头 　742.0 　59.4 8.0 　44.2 6.0

棉织机数/万台 　214.4 　69.6 32.5 　12.8 6.0

　　在技术水平和技术结构上 ,中国和印度的纺织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突出的表现为

纺织工业的高新技术设备比重太低 。印度纺机水平与我国相似 ,整体而言中印两国纺织机械制造均缺乏大

规模生产精密机械的能力 。

2001年我国纺织机械出口额共计 2.78 亿美元 ,而进口达到了 25.14亿美元 。纺织机械进口额是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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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的9.04倍。在印度生产的诸多纺织机械当中 ,只有纺纱机械较为接近国际制造水平。印度纺织机械市

场规模约有 7亿美元 ,而其中 65%依赖进口。由此可以看出 ,中印两国的纺织技术水平整体上低于发达国

家 ,因此产品多以中低档为主 ,在高档产品方面缺乏竞争能力。

(五)出口贸易能力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纺织品服装的生产大国 ,同时也是纺织品服装的出口大国。我们采取贸易竞争力指

数对中印两国的纺织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

纺织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出口贸易额-进口贸易额)/贸易总额

如果贸易竞争力指数为正 ,表示该国纺织品的生产效率高于国际水平 ,对于世界市场来说该国是产品

的净供应国 ,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贸易指数为负 ,则表明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如果指数为零 ,则表

明该国的产品生产效率与国际水平相当 ,其进口纯属于与国际之间进行商品交换。中印两国纺织品贸易竞

争力指数在 2001年分别达到了 0.59和 0.91 ,与其他国家相比竞争优势比较明显(表 4)。

表 4　2001 年部分国家纺织品服装贸易竞争力指数

中　国 印　度 香　港 意大利 美　国 德　国 比利时 墨西哥 法　国

0.59 0.91 0.15 0.35 -0.61 -0.23 0.10 0.08 -0.20

　　资料来源:根据 WTO Annual Report 2002 整理

中印两国相比较 ,虽然印度纺织产品与中国相比具有更强的贸易竞争力(见图 2)[ 2] ,但从出口数量上来

讲 ,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远高于印度 。2001年中国纺织品 、成衣出口分别达到了 161.4亿美元和 360.9亿

美元;同期印度纺织品 、成衣出口分别为 50.9亿美元和 51.5亿美元。两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共占到了全世界

出口的 17.3%。

图 2　1997—2001 年中印两国纺织品贸易竞争力指数

从出口增长趋势来看 ,中印两国的纺织品服装出口都基本呈现出递增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国

入世之后 ,印度纺织品服装出口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图 3)。在图 3中(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印度纺

织局), 计算印度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时 ,我们以平均汇率 1美元=46.3卢比折算 。

图 3　中国 、印度纺织品服装出口趋势比较

(六)市场分析

从出口市场来看 ,中国和印度纺织品服装市场存在一定的重叠性(表 5)。北美 、欧盟以及日韩地区的纺

织品服装进口额占世界总进口额的 70%,是中印两国的主要产品销售地区。相比之下 ,由于中国纺织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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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出口数额大 ,因此在世界市场占有很高的份额 。2002 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达到了 617.69 亿美元。

除去香港以外 ,日本 、美国和欧盟是中国纺织品服装的三大市场 ,其进口额占到了中国总出口的 60%以上。

从表 5可以看出 ,在成衣出口方面 ,中国与印度相比占有绝对的优势 。纺织品方面 ,除在欧盟市场中印两国

所占份额相当以外 ,在北美及亚洲地区中国纺织品仍然占有较高的份额。

表 5　2000 年美国 、欧盟以及日本纺织品 、成衣进口市场供应来源

地　　区 美　　国 欧盟(15 国) 日　　本

名　次
纺织品 成　衣 纺织品 成衣 纺织品 成　衣

来　源 份　额 来　源 份　额 来　源 份　额 来　源 份　额 来　源 份　额 来　源 份　额

全球 100　 全球 100　 全球 100　 全球 100　 全球 100　 全球 100　

1 欧盟 17.4 墨西哥 13.6 欧盟 63.1 欧盟 38.9 中国 41.2 中国 74.7

2 加拿大 15.0 中国 13.2 土耳其 3.9 中国 9.4 欧盟 13.9 欧盟 7.5

3 中国 12.0 香港 7.1 中国 3.8 土耳其 6.4 韩国 8.1 韩国 4.9

4 墨西哥 10.2 欧盟 4.0 印度 3.7 香港 5.5 美国 7.0 越南 3.0

5 印度 7.4 韩国 3.8 美国 3.0 突尼斯 3.1 印尼 6.5 美国 2.4

1—5 合计 59.5 合计 41.7 合计 77.4 合计 63.4 合计 76.9 合计 92.3

　　资料来源:WTO Annual Report 2002

(七)中国和印度双边纺织品服装贸易状况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 ,中国和印度纺织品服装产业结构类似 ,产品趋同 。因此 ,两国间

的纺织品服装贸易占各自纺织品服装对外贸易额的比重较小 ,而且多以原材料的进出口为主。2002年 1

月—2002年 9月 ,中国和印度间纺织品服装贸易总额仅为 45 541.3 万美元 ,其中中国向印度出口 31 704.2

万美元;印度向中国出口 13 837.1万美元(表 6)。

分类别来看 ,中国从印度进口主要是棉花 ,2002年 1—9月中国从印度进口棉花 12 146.1万美元 ,占到

中国从印度进口纺织品服装总额的 88.8%。而印度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蚕丝和浸 、包或层压织物;工

业用纺织制品以及化学纤维长丝 ,这三类产品占到中国向印度出口纺织品服装总额的 75.3%。

　　　　　　　　　　表 6　2002 年 1—9 月中国和印度双边纺织品服装贸易状况 万美元

中国出口印度 印度出口中国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317 042 138 371

蚕丝 152 825 1 425

羊毛等动物毛;马毛纱线及机织物 3 905 4 621

棉花 19 771 121 461

其他植物纤维;纸纱线及其织物 4 334 196

化学纤维长丝 38 976 688

化学纤维短丝 5 838 2 651

絮胎 、毡呢及无纺织物;线绳制品 5 712 135

地毯及纺织材料的其他铺地制品 963 546

特种机织物;刺绣品等 10 580 214

浸 、包或层压织物;工业用纺织制品 47 086 332

针织物及钩编织物 18 89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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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中国出口印度 印度出口中国

针织物及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1 720 4 994

非针织物及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1 410 303

其他纺织制品;成套物品;旧纺织品 5 018 606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八)行业政策现状

纺织行业是中国和印度两国的支柱产业 ,也是两国在世界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之一。因此 ,两国都

积极鼓励纺织行业的改革发展 ,在财政政策 、行业政策等方面给予纺织行业适当的倾斜 ,促进纺织经济的良

性发展。

中国加入WTO后 ,纺织业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在经历了前几年的压缩落后生产力之后 ,目前中国

纺织行业政策是鼓励加快技术进步 ,实现产业升级 ,即紧密围绕染整 、织造 、纺纱 、纤维 、设计与开发等技术

领域选择一批标志性的技术改造项目 、重点扶持一批大中小型优势企业 ,提高生产集中度 ,并通过企业自身

改制和加强管理 ,提高综合竞争能力 。政府层面 ,在不违反 WTO 基本规则的前提下 ,政府加大了对纺织优

势企业的支持力度 ,如技改贴息 、债转股 、压改结合等 ,对在国际竞争中表现出色和注重信息网络技术应用

的企业给予重点支持 。

为了能够促进整个纺织工业的发展 ,面对全球激烈的竞争 ,印度政府也在不断改进行业政策。在原材

料方面 ,新政策要求棉花纤维与非棉花纤维一起使用 ,鼓励使用人造纤维和人造纱 。在行业倾斜方面 ,除了

积极发展棉纺织业以外 ,新的政策希望发展黄麻产品生产 ,并通过改进工业技术 ,从而提高生产力 ,实现产

品的多元化 。同时印度政府积极加速纺织业的现代化进程 ,政府将逐步清理经营状况较差 、技术基础落后

的公司 ,从而更有效地分配有限的资源
[ 3]
。

综上 ,从中国和印度纺织行业现状分析中可以看出 ,中国和印度的纺织工业有类似的资源 ,同一种类的

部门都互相联合 ,但是双方又具有各自的发展方向 ,竞争优势也不尽相同 。中国纺织行业具有的比印度更

广阔的国内市场 、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和产业体系化特征和加入 WTO 后进一步改善的外部环境等比较优

势 ,也存在纺织设备水平在某些方面低于印度和我国纺织工业劳动力成本有增长的趋势等劣势。

二 、中国纺织行业今后的最优化发展方向

世界市场对纺织品服装的需求正在向多样化 、高档化 、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中国和印度两国的纺织品服

装生产虽然在世界上占有很高的份额 ,但已经逐渐显露出生产技术设备落后 、产品模式单一 、生产成本上升

等一系列问题。要保持中国纺织服装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充分发挥中国对印度纺织工业的比较

优势 ,就必须依据国际国内纺织品服装的发展动向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 ,在行业发展方向 、产品结构调整 、

技术设备改造 、营销手段创新等方面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努力削减世界需求变化和东南亚国家纺织工业

飞速发展对我国造成的冲击 ,促进纺织产业更好地发展 。

(一)加强纺织服装行业的整体规划 ,确定纺织行业发展方向

我国的纺织服装业在劳动力资源 、熟练技能程度以及上中下游结合配套生产能力等方面与包括印度在

内的其他国家相比具有较强的整体优势 ,但是不同行业的比较优势不尽相同。根据我国纺织行业的实际情

况 ,建议今后进一步发挥我国棉纺和化纤产业的比较优势 ,在发展棉纺工业的同时搞好非棉产业的发展 ,尤

其是加快化纤产业的开发 ,提高化纤产业在我国纺织行业中的比重 。同时注重毛纺 、丝绸 、印染 、服装等其

他行业的技术改造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在产品结构上 ,除了进一步发展传统的服装产品之外 ,要努力

发展装饰用和产业用纺织品 ,形成高档次 、系列化的产品 ,以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

(二)进行纺织行业区域结构调整 ,积极发展纺织产业群带 ,注重西部纺织工业的发展

企业(地区)间进行分工与协作 ,开展横向经济联合 ,形成大中小相结合的经济网络 ,是我国纺织行业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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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企业规模结构合理化的现实途径 。建议我国纺织工业在今后的发展中除应进一步完善宁波 、温州 、绍兴 、

杭州 、中山 、东芜等纺织服装产业群集外 ,还应加强地区内产业的合作 ,进一步发挥东南沿海纺织产业形成

的集团优势 ,促进我国纺织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

另一方面 ,为了改变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纺织资源地区分布不均的现状 ,可考虑将我国纺织工业向西

部转移 ,实现东 、西部纺织工业跨地区的协作与发展。应当利用西部开发的有利时机 ,加大西部地区纺织工

业基本建设投资 ,以原材料优势为依托 ,建立以新疆为主的棉纺织基地 ,以内蒙古 、青海为主的毛纺织生产

基地 ,提高西部纺织工业的出口竞争优势 ,从而促进整个纺织行业的发展。

(三)加快技术改造步伐 ,推动科技进步 ,促使我国纺织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化 ,提高纺织产品的竞争优势

我国纺织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保持比较优势 ,就必须改变目前技术及生产设备落后状况 ,走持续发展

之路。建议今后大力进行纺织技术改造 、技术攻关 ,引进新技术 、新工艺 、新设备 ,开发安全无害的绿色技

术 ,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的纺织工业。不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努力创造自己的品牌 ,避免纺织产

品在低价位上徘徊。优先发展纺织产业先进产品的骨干支撑部分———纺机设计与制造行业 ,把纺机行业作

为我国纺织产业技术改造 、科技进步的重点来抓 ,加强投资力度 ,以支撑纺织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实施产品多元化战略 ,加大产品营销力度 ,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

由于我国纺织品服装的消费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 ,纺织产业发展的关键还是在于进一步扩大内

需 ,开拓广阔的国内市场 。除衣着消费外 ,我国纺织产品中产业用 、装饰用纺织品的消费比例偏低 。建议利

用“十五”扩大纺织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 ,加大对产业用纺织品的投资力度 ,扩大产业用纺织品的生产和消

费。

国际市场方面 ,从与印度纺织工业的比较中可以看出 ,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主要集中于北美和亚洲市

场 ,而在欧盟市场 ,中印两国所占的份额大致相等 ,这与两国的纺织业发展水平不相吻合。在今后的发展

中 ,建议在保持原有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加大对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开扩力度。及时搜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

达国家的各种质量品质和技术要求 ,并以此开发新产品 ,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要在现有来料 、来

样加工的基础上 ,在纺织 、印染 、服装等行业中选择具有代表性 、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品牌 ,大力支持 ,加快实

施名牌战略 ,发挥其带动作用 ,推动纺织行业向高档化发展。在我国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内蒙古 、新疆等

具有发展潜力的中西部地区 ,鼓励具有实力的纺织企业建立研发中心 ,开发技术含量高的新产品 ,打破某些

国家所设置的技术壁垒 ,从而使我国纺织工业在竞争中取得主动权。

中国和印度纺织产品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建议今后在对印纺织品服装贸易中除蚕丝 、化学纤维的出口

外 ,能够加大对印纺织品市场的营销力度 ,发挥我国服装制造业的优势 ,扩大对印度的出口 ,改变以往以纺

织原材料贸易为主的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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