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世与我国纺织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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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我国的纺织业是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我国纺织工业的竞争力现状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但又

缺乏竞争优势和核心优势。本文应用因子分析对我国纺织业竞争力进行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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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纺织工业现状
我国的纺织业是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 一直以来 , 是

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支柱产业之一 , 又是我国 50 年

代以来传统出口拳头商品之一 ,为国民经济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1999 年在国民经济流量表中 , 纺织工业的总产出占

13.3%, 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总产出 , 关联到国民经济各行

业 1.93 个单位的直接投入和间接投入 , 其中农业投出系

数是 0.24 个单位 , 第二产业的投出系数是 1.43 个单位 ,

第三产业的投出系数是 0.26 个单位。另外 , 据官方统计 ,

1978—2000 年 , 我国纺织品的出口额占出口商品总额的

1/ 4 , 从 1994 年开始 , 我国内地已经开始超过香港地区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从 1994 ～ 1998 年 5 年间

的贸易顺差平均每年在 2000 亿元以上 , 是我国贸易顺差

最大的出口商品 ,而在 2000 年底 , 我国国有及规模非国有

纺织业职工人数达到 327万人 , 企业单位数有 10968 个 ,总

资产 5917.01 亿元 , 销售收入 4810.45 亿元 , 工业增加值

1272.91 亿元 , 实现利润总额 136.88 亿元 , 工业总产值

5149.3亿元 ,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净出口为 328.15 亿美

元。2001 年我国纺织工业生产和销售保持了稳定增长 , 纺

织品服装出口继续保持增长 , 创历史最高水平。 诚然 , 成

绩是喜人的 ,但是 , 纺织业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暴露了许

多不容忽视的缺陷:2001 年全行业实现利润 267.7 亿元 ,

同比下降 5.4%, 减少 22 亿元。 其中国有企业实现利润

9.5 亿元 , 下降 83.4%, 全行业销售率 96.43%, 同比下降

0.46 个百分点 ,全行业产成品资金 960 亿元 ,同比增长 10.

4%,新产品产值率为 3.7%, 比全国工业水平低 6.3 个百

分点。这些都表明:我国纺织工业的经济效益和综合竞争

力都在明显下降。如何迅速有效提高其竞争力 ,使之更好

地迎接入世后挑战 ,已成为当务之急。为了对我国的纺织

工业的发展现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 本文运用 SPSS 统计

软件对 1995 ～ 2000年我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纺织工

业有关经济指标做了因子(主成分)分析。

二 、建立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

纺织工业竞争力指标体系

X1:职工人数(万人)

X2:企业单位数(个)

X3:工业生产总值(亿元)

X4:产品销售收入(亿元)

X5:产品销售成本(亿元)

X6:产品销售利润(亿元)

X7:利润总额(亿元)

X8: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X9:流动资产周转次数(次/年)

X10:全员劳动生产率(%)

X11:总资产贡献率(%)

X12:产品销售率(%)

X13: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净出口(亿美元)

根据 1996 年～ 2001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 , 并为

了消除个变量之间的数量上和刚量上的差异影响 ,先对原

始数据作了标准化处理 , 然后再用 SPSS 作因子分析。 分

析结果如下:

各主成分的特征值分别为:5.495 、4.273、2.947 , 方差

贡献率分别为:0.4227 、0.3287 、0.2267 ,总的累计方差贡献

率为 0.9781 , 说明提取的三个主成分的信息量基本上代表

了原来 13 个变量的信息 ,信息覆盖率达到了 97.810%, 因

此我们可以提取这三个因子来分析纺织业的综合竞争力

(见表 1)。

首先 , 由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可以看出:第一因子

对企业单位数 、职工人数 、全员劳动生产率 、总资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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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净出口 、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有

绝对值较大的负荷系数 , 命名为“生产规模及经济发展水

平”因子;第二因子对产品销售利润 、产品销售收入 、产品

销售成本 、产品销售率有绝对值较大的负荷系数 , 命名为

“销售情况”因子;第三因子对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工业生

产总值 、利润总额有绝对值较大的负荷系数 , 命名为“经济

效益”因子。

其次 ,从公因子在各变量的负荷值来看 ,第一因子中

职工人数和企业单位数的有较大的负值 ,反映对我国纺织

企业竞争力的负面影响 , 即经营效益比较差 , 规模比较小 ,

人员素质也不强 , 这几个因素严重制约着其竞争力的提

高。第二因子中产品销售利润有较大的正值 ,这反映出竞

争力的提高直接与销售状况有关 , 扩大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的销售量 , 可以给企业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 , 增强其竞争

力。第三因子的工业生产总值负荷值较大 ,说明纺织业对

工业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 同时 , 也说明了提高纺织业竞

争力 , 发展壮大纺织业的必要性。

再次 , 1995年～ 2000 年综合竞争力的因子得分, 见表 2。

表 1

　　变　　　量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企业单位数(个) -0.961 -0.239 0.111

职工人数(万人) -0.957 -0.272 -1.696E-03

全员劳动生产率(元/人＊年) 0.849 0.428 0.307

总资产贡献率(%) 0.846 0.324 0.407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净出口(亿美元) 0.830 0.325 0.299

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0.777 0.200 0.585

产品销售利润(亿元) 0.307 0.942 0.126

产品销售收入(亿元) 0.375 0.925 -4.119E-02

产品销售成本(亿元) 0.376 0.923 -7.716E-02

产品销售率(%) 0.621 0.763 -0.146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次/年) 0.105 -0.261 0.917

工业生产总值(亿元) 1.272E-02 0.440 0.889

利润总额(亿元) 0.396 -0.518 0.753

表 2

年份 F1 得分(W1) F2得分(W2) F3得分(W3) 综合得分(W)

1995 -.66197 -1.84954 .54851 -0.76

1996 -1.29892 .81925 -.12757 -0.31

1997 -.69320 .71853 -.18276 -0.10

1998 .71222 -.20366 -1.37769 -0.08

1999 .99749 -.07200 -.45546 0.29

2000 .94437 .58743 1.59498 0.95

　　根据各因子得分和方差贡献率可加权合成得综合得

分:W=0.4227＊F1+0.3287＊F2+0.2267＊F3

1.1995 ～ 2000 年的综合得分从小到大分别为:

-0.76、-0.31、-0.10、-0.08、0.29、0.95 , 从近 6 年来

看 ,纺织业的综合竞争力是每年增强的 , 其中 2000 年得分

最高 ,说明 2000 年的综合竞争力最强 , 其次是 1999年。

2.1995～ 1998 年的综合得分为负 ,说明那几年纺织工

业的综合竞争力处在 1995 ～ 2000 年的平均水平之下 , 到

1999、2000 年才逐步提高。这也可以从其利润总额反映出

来 , 1999年的利润总额为 38.58 亿元 , 首次实现了扭亏为

盈 ,到 2000 年利润总额达到了 136.88亿元。

3.从各个因子得分情况来看 , 第一因子在前三年都

为负 , 到 1998 年才开始为正 , 这是因为在 1997 年底我国

开始对国有企业改革和人员裁减 , 所以企业数和职工人

数大大减少;F2 在 1996、1997 年得分为正 , 但到了 1998、

1999年为负 , 这是因为在 1996、1997 年世界经济发展比较

好 ,市场比较活跃 , 加上我国人力资源和纺织原料资源比

较丰富 , 纺织品生产成本比较低 , 出口价格较国外的低 ,

所以比较畅销 ,而到了 1998 年后 , 世界经济陷入低迷 , 出

口量大幅度下降 ,再加上内需不足而导致纺织品滞销 , 到

了2000年 , 在国家大力启动内需的作用下 , 销售情况又有

所好转;F3 是反映经济效益 , 它在 2000 年以前几乎都处

于亏损状态 , 到 2000 年才有所好转 , 实现 136.88 亿元的

利润总额 ,同比增长 2.5 倍 , 工业生产总值达 5149.3 亿

元 ,同比增长 13.68%。

三 、建议与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我国纺织工业的竞争力现状

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但又缺乏竞争优势和核心优势。

比较优势体现在人力资源和原料资源上 , 众所周知 ,我国

是一个有着 13亿人口的大国 ,劳动力工资成本比较低 , 但

人员素质却在不断提高 ,又是生产棉花和茧丝的大国 , 据

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的棉花产量和茧丝产量分别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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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5%和 70%以上 。竞争优势反映在平均规模较小 、技

术和设备落后 、产品开发能力弱 、缺乏完善的市场营销网

络以及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不健全等。核心优势反映在

专利技术和品牌效应等。

鉴于此 ,要想提高我国纺织业的竞争力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利用入世契机加强比较优势 , 发展竞争优势。

加入WTO 后 , 首先 , 按照 ATC 协议(《纺织品与服装协

议》), 我国纺织品可以及时获得多边优惠待遇 , 如:增加

出口配额 ,成员国间取消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 , 实现贸

易自由化 , 保证我国出口正常。其次 ,有利于扩大企业进

口自主权 ,可以更好地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 , 提高我

国纺织品的竞争力。再次 , 随着投资领域的逐步开放 , 将

会有更多的外资进入纺织业 , 这有利于加快技术革新 , 对

我国纺织业的技术和设备改造 、产业升级将起到推动作

用 ,而流通领域的外资企业可以帮助我国纺织企业直接

进入国外的采购系统 ,从而促进出口。

(二)注重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 常

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随着入世 , 国外许多资金雄

厚 、技术先进的大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一方面我们要参与

竞争 , 另一方面 , 要及时学习别人的优点 , 并结合实际情

况来不断改进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有机会还可以考虑与

国外大企业合作来促进自身的发展 , “借船出海 , 强强联

合” 。

(三)注重专利 ,打响品牌 , 开拓市场。 据有关资料显

示:我国上万个大中型企业一年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还赶

不上美国的一家公司 , 2000 年全国电子百强企业中 ,只有

44 个企业有专利申请记录 , 《专利法》实施 16 年来 , 企业

的专利申请只占国内申请的 30%, 大批企业还是一片空

白 ,这一状况与发达国家专利以企业为主体 ,占全部申请

量70%～ 80%的状况相差甚远。全国企业是这样 , 纺织

企业更不用说了。其实 , 企业申请专利可以保护市场 , 国

际上 , 许多占据市场份额较多的大企业就是通过知识产

权的专利保护战略来实现的。 而回顾我国纺织业 , 真正

在国际市场上的专利品牌很少 , 很多都是靠低成本 、低价

格来促进出口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低成本低价格

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因为亚洲 、非洲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人力资源也很丰富 ,比我国还要便宜 ,所以在过渡期完成

后 ,在成员国之间享受国民待遇 , 实行自由贸易的情况

下 ,没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和品牌很可能就被市场淘汰。

(四)以人为本 , 提高素质。 市场的竞争其实就是人

的竞争。一个企业如果能留住人才 , 用好人才 , 它就成功

了一半 , 人员素质的高低 , 不仅决定着产品技术水平 , 而

且还关系到决策战略问题。一方面 , 可以通过竞争上岗

机制来招纳贤才 , 另一方面 , 要加紧对内部职工进行培

训 ,对文化素质比较低的且又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职工

可让其下岗或提前退休 ,在提高人员素质的同时 , 还要注

意留住人才 ,不仅从提高待遇方面吸引人才 ,更重要的是

要给职员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

(五)建立完善的市场营销网络。 通过市场细分 、目

标市场定位 , 选择适当的市场战略 , 并协调地使用经济

的 、心理的 、政治的和公共关系的等营销组合来扩大市

场。

(六)政府方面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程 , 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 , 转变政府职能。小规模的纺织企业之间可以

互相合并 ,或“嫁”给实力雄厚的大企业 , 对经济效益不好

的 ,连续三年以上亏损的 , 国家应不再扶持 , 让它们自然

破产 , 或让效益比较好的大企业收购 、兼并或重组。 总

之 ,我国纺织业的竞争力还处于一个比较弱的阶段 ,我们

要切实加紧时间 , 想法设法争取在过渡期内把我国纺织

业的竞争力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 以更强更好的姿

态迎接WTO 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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