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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measure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of China by using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coefficient , analyses the main factors to determine the current

competitiveness , and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to keep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dustr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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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进行阐述:一是竞争力的外在表现 , 试图说明我国纺织服

装业在国际上竞争力的强弱程度和数量表现;二是分析

内在原因 ,通过定量分析和企业调查 ,找出我国纺织服装

产业竞争力现状的产生原因 , 包括外在的和内在的因素 ,

也包括促进和阻碍因素;三是要能针对产业发展不足提

出建议 ,从而使产业的竞争可以保持持续性。

　　一、中国纺织服装业竞争力的数量表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国的纺织服装业在国民经济

中的比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但是 , 纺织服装业在国民

经济中都继续发挥着支柱产业的作用。 2002 年纺织服装

业产值达 9061.88亿元 , 实现利税 562.72 亿元 , 就业人员

718.48万人 , 工业增加值 2255.91 亿元。纺织服装业占全

国工业总产值的 8.18%, 占全国工业增加值 6.84%,占全

国利税总额的 4.68%, 占全国出口交货值的 15.87%, 从

业人员占到全国工业的 13.01%。

纺织服装业保持着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 其产品出口

的增长速度显著地高出世界各国增长速度 , 在世界出口

贸易份额中不断提高 , 已从 1980 年占世界总额的 4.62%

提高到 2000年的 14.65%。

为了从数量上描述我国纺织服装业的竞争力水平 ,

我们计算了该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是两个比重是商 , 分子是一个国

家某产业产品出口与国家全部产品出口比重 , 分母是某

产业世界总出口占世界所有产品总出口的比重。

RCA =
Export ij ∑

i

Export ij

∑
j

Export ij ∑
i
∑
j

Export ij
,

公式中 i代表某产业商品 , j 代表国家 , i=1… I , j=

1…J 。

这一指数常被经济学家用来度量一个国家产业的国

际竞争力强度。如果一个国家某产业的 RCA大于 1 , 表示

这一产业在国际上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用显性优势指数观察中国的纺织服装业 , 可以看出 ,

多年来中国纺织服装业在国际上一直保持相当强的比较

优势。从1992年以来的数据可以看 , 这一指数一直是在

远大于 1 的范围内 , 最高是 1993 年 , 达到 10.66 , 最低是

2001年 , 也保持在 4.82的水平。由此可见 ,中国纺织服装

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不容置疑;另一方面 , 我们也

注意到 ,中国纺织服装业的竞争优势强度在逐年下降 , 这

一情况表明了中国纺织服装业在世界激烈的市场竞争环

境中 ,存在实际竞争力不断降低的隐忧。

表 1 中国纺织服装业竞争优势指数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指数 10.0510.66 6.09 5.51 5.51 5.21 4.86 4.94 4.93 4.82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提供数据测算。

我们认为 ,中国纺织品在至今仍保持较强竞争力的

原因是其基础的雄厚和相对低得多的生产成本。而竞争

力趋弱的原因则是中国纺织服装业在技术和产品质量方

面的停滞不前或进展缓慢 , 这一因素使中国纺织服装产

品出口总量增长不快 , 而同期中国其他行业产品如电子

产品的出口则显著增加 , 造成中国纺织服装业产品出口

总值在其总出口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同时 , 世界纺织服装

品出口量的快速增长也导致中国纺织服装品份额的下

降。

　　二 、中国纺织服装业国际竞争力的影

响因素分析

　　1.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国际竞争力强的主要原因是劳

动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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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 , 就业压力很大 , 因而劳动

力价格十分低廉 , 这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传

统产业主要的竞争优势所在。虽然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低

下 ,这种优势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 但应该看

到 ,中国城乡现在已经普遍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 新增劳

动力基本上都已经具有初中文化程度 , 并且从人口调查

数据看 , 高中和大学入学率近年来提升得也很快。随着

劳动者文化素质的迅速提高 , 加上中国各企业现在普遍

重视职工的在职技术培训 , 这一系列措施有望使中国劳

动生产率低下的局面得到根本改观 , 必将使中国传统制

造业的竞争能力得到普遍提高。

从近年中国纺织服装业劳动工资情况分析 , 虽然劳

动力成本逐年提高 ,但总体还处于很低的状态 ,以 2002 年

为例 ,纺织业劳动成本为 8925 元 , 仅相当于 1079 美元左

右 ,其中最高的外资企业从业人员的年平均也仅在 1409

美元左右 ,最低的集体企业从业人员的平均仅在900美元

左右。与纺织业相比 ,服装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略高些 ,

2002年的平均工资水平为 10489 元 , 相当于 1268 美元 , 其

中最高的大中型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 1416 美元左右 , 最

低的集体企业年工资水平在 952 美元左右。

表 2 中国纺织业劳动力成本 (单位:元 人)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合计 6192.72 6892.55 7797.28 8181.66 8925.08

国有 5403.74 6540.19 7592.35 7922.91 8516.19

集体 5862.26 6550.28 6831.08 6726.97 7446.65

外资 9368.26 9664.46 10650.87 10981.56 11656.09

大中型 6250.78 7145.17 8129.49 8521.15 9260.5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资料整理。

表 3 中国服装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单位:元 人)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合计 9014.30 8885.04 9559.61 10027.48 10488.81

国有 5611.76 7378.87 8327.74 7889.16 8998.95

集体 8148.65 7370.43 7676.79 7620.63 7874.41

外资 10739.01 10437.21 11194.58 11272.68 11364.93

大中型 8044.36 9297.89 10293.97 11581.67 11709.8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资料整理。

2.如果不提高劳动生产率 , 将影响全行业的国际竞

争力。

单位劳动力产出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竞争能

力的重要指标。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 沉重的就业压力

使得廉价劳动力基本上处于一种无限供给状态 , 这也是

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因。但从纺织服装制造业的现状看 ,

单位劳动力增加值产出水平与先进国家差距悬殊 , 因而

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劳动力的廉价优势。表 4 的数据显

示 ,中国纺织业 2002 年的单位劳动力增加值产出水平仅

相当于美 、日 、法等发达国家几年前水平的几十分之一 ,

与马来西亚 、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不小的差距。

虽然现行的汇率可能导致中国数据的低估 , 但即使考虑

购买力平价的因素 ,中国的差距也是很明显的。

从发展趋势考察 , 则情况也不是十分悲观。 近年来 ,

中国纺织业的单位劳动力增加值产出水平呈现稳步提高

的趋势 , 2002 年与 1998 年相比 ,提高了近一倍 , 并在 2002

年超过了服装制造业。而中国服装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

增加值产出水平则呈现平稳状态 , 虽在缓慢提高 , 但幅度

并不明显。

3.严重缺乏的职工素质培训也将对竞争力产业不良

影响。

纺织服装业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 , 因此对劳动力素

质要求较高 ,劳动力素质包括两个方面 , 一个是劳动力的

文化水平 , 另一个方面是劳动的熟练程度。 中国的劳动

力素质普遍偏低 ,在纺织服装业 , 这一现象更是突出。

调查数据显示 , 纺织服装业中大多数企业中有大学

本科或更高学历的员工占全职员工的比重仅为 2%～

5%,最高的达到 10%。 最严惩缺乏的人才集中在总(副

总)经理级别 、部门主管 、工程师 、技术员这几类人员方

面 ,企业在招聘选拔时明显感到上述几类人员供应不足 ,

企业选择余地较少。 在劳动力新老交替这个问题方面 ,

企业认为问题最突出的是生产工人 , 知识老化 , 无法适应

新型技术水平操作的现象普遍。

不重视对员工的培训和知识更新 , 在中国的企业中

大量存在 , 而这一现象在纺织企业中表现的尤其突出。

统计数据表明 , 2001 年 ,中国工业企业员工平均教育费用

为 2.9万元 , 而纺织业企业的平均教育费用仅 1.8 万元 ,

仅相当于工业企业平均值的 62%。全国工业人均教育费

为91.57 元 ,而纺织业人均教育费仅45.29 元 , 相当于全国

工业的 59.5%。到 2002 年 , 纺织业企业教育费用状况更

趋恶化 ,企业平均教育费用占全部工业平均水平的 56%,

较前一年下降了6 个百分点;而职工平均教育费用为全国

平均水平的 47%, 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可见 , 中国纺织

业中职工素质培训的严重缺乏状况。

表 4 单位劳动力增加值产出水平比较

年　份 2002 1995 1998 1998 1997 1997 1998 1997

国　别
中　　国

纺织业 服装业
美国 日本 法国 韩国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

单位劳动力增加值(美元) 3954 3458 98252 124800 64055 40795 15257 4498 13053

中外比较 1 0.87 24.85 31.56 16.2 10.32 3.86 1.14 3.3

资料来源:中国国际统计年鉴。

31张宏性:中国纺织服装业国际竞争力研究



　　服装制造业的情况比纺织企业更差 ,以职工平均教育

费用为例 , 2001 年 ,为 37.43 元 , 2002 年为 44.33 元 ,仅分别

相当于本年全国工业平均水平的 40.88%和 43.17%。

4.科技水平 、产品质量和市场营销都将是影响产业

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对影响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分析 ,我们进行了

全国 20 家企业的调查。 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 可以得出

如下结论:从有利于企业提高竞争力的要素看 , 企业的首

选主要集中在技术 、产品质量 、R&D 设计 、市场及品牌 、劳

动力和与顾客的关系等六个因素上 ,其中 , 前三个因素 , 企

业的选择率为七成。企业愿意选择的第二重要因素以产

品质量和市场及品牌为主 , 这二个因素占到 70%,其它因

素还有技术 、R&D 设计 、劳动力 、与供应商的关系及与顾

客的关系等。

　　三 、中国保持和提高纺织服装业竞争

力的策略建议

　　我们注意到 ,中国纺织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势主要是由

我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供给所决定

的 ,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在 ,今后 , 这一优势仍将保持。

但是 , 这样的竞争力优势 , 是以极低的利润率为代价的。

从而以此为基础确立的竞争力优势并不牢靠。保持或提

高我国纺织服装业的竞争力优势还需从提高劳动生产率 ,

改进管理质量和有效配置资源等方面入手 , 具体来说 , 主

要有以下几点:

1.改进行业管理模式。

中国的纺织行业管理模式走过了一条不断探索的发

展道路 ,最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全权管理中国

的纺织服装行业 ,带有绝对的政府管理权力 ,所管理的企

业主要是国有企业 ,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方式。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中国纺织服装业企业的各

种所有制形式不断出现 , 这时 , 国家以成立中国纺织总会

实施管理企业的职能 , 但还带有浓厚的政府管理色彩。

1998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实行重大改革 , 决定把几

个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改为国家局 , 实行三年过渡 ,就是在这

一时期 ,中国国家纺织工业局成立。但其仍没有改变政府

管企业的模式, 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

求。 2001年 2月 21 日, 在三年过渡期满之际 , 中国国家纺

织工业局的牌子摘下, 同时成立了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标

志着中国政府管行业 ,计划配置资源发展工业时代的结束。

目前 ,对中国的纺织行业如何进行管理和调控 , 国家

实际上在不断的探索之中。近三年来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

从实现管理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换 、探索工作方式方面进

行了多种尝试和努力。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 , 这

一工作应当不断地进行下去 ,对行业实施更加灵活和多样

的引导性管理服务模式。

2.企业管理科学化。

中国纺织业的企业管理 , 其模式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

发展时期。第一个大的时期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78

年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管理

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第二个大的时期是从 1978 看到

1992 年中共的十四届二中全会 ,由生产型管理向生产经营

型管理过渡以及尝试推进企业管理现代化是该时期的主

要特点。第三个时期是 1992 以后 , 在中共党的十四届三

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

后 , 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围绕提高竞争力的核心目标 , 积极

开展管理创新活动。各企业进行了多种管理创新的探索

和应用 , 主要表现为二个方面的特点 , 一是适应经济体制

改革和转变的要求 , 树立市场开拓的经营理念 、制定市场

导向的战略管理 、经营机制的转换 、组织结构的调整 ,和以

质量效益为中心的专业管理等方面。二是大力加强信息

技术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方面 , 大多企业实现了信息化管

理。今后 , 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应大力加强现代化企业管理

方式的实施 , 积极探索出新的发展方式 ,如:优化企业组织

形式和产业组织形式;企业通过并购 、资产重组等方式形

成更有竞争力的纺织服装集团 , 发挥规模优势;通过引领

或依附产业集群的方式 , 利用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优势 ,

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3.抓好纺织原料发展 , 逐步放开原料市场 , 促使纤维

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

在中国纺织品成本中原材料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在加

入WTO的背景下 ,放开原料市场 ,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

市场 、两种资源 ,势在必行。坚持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发

展并举的方针。根据纺织生产需要 , 保持稳定的棉花种植

面积 , 棉花流通领域要建立规范化的市场 , 推进市场形成

价格的机制 , 棉花价格 、标准 、销售形式与国际接轨 , 以适

应经济全球化的竞争要求。赋予大中型企业 、出口骨干企

业棉花进口经营权。在稳定棉花生产的同时 , 鼓励对羊

毛 、蚕茧 、苎麻 、亚麻 、山羊绒和牦牛绒等我国特有的优质

原料的种植 、养殖 、开发和利用。化纤原料及化纤缺口较

大 , 特别是化纤原料的发展滞后 , 在行业管理上要加强引

导 , 加快发展。

4.努力推进战略重组和产业升级。

积极推行产业的战略性重组 , 优化企业结构 , 全面提

高生产效率。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 发挥国有经济在关键性领域的

重要作用 , 要加快纺织工业的战略性重组的步伐。一是要

积极采用多种所有制 、混合所有制等资产组织形式 , 改造

原有的国有企业 , 优化企业结构。二是要进一步经营观念

和经营方式 , 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要改进营销方式 , 以

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三是要进一步推进“减员增效”的

工作 , 全面提高纺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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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推进产业内升级 ,建立企业技术创新体系。

依靠产业内技术含量的提升 、资本要素的密集化 , 以

及两者要素的融合与渗透 , 逐渐完成现有产业劳动密集

型向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化。其主要途径 , 一是

实现现代化科技对传统技术的改造;二是大力增强企业

的新技术 、新产品 、新品种 、新花色的开发能力;三是加快

化纤产业的发展 ,特别是新型化纤产品的开发;四是在适

应技术进步要求的前提下 , 完成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

总体的目标是满足社会需求 ,提高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5.实施国家宏观调控和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

加强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

用 ,综合运用计划 , 财政 、金融等手段 , 发挥价格 、税收 、利

率 、汇率等杠秆作用 , 调控经济运行。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 探索有效的企业和行业管理

模式 , 实现政企分开 , 减少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审批 , 搞

好总量控制。对棉纺生产能力仍要实行总量控制 , 防止

重复建设。加强对棉纺细纱机生产和销售的管理 , 严格

执行生产许可证和销售准购证制度 , 以防止竞争环境的

再次恶化。引导投资方向 , 拓宽融资渠道 , 积极发展资本

市场 ,扩大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 , 支持一批重点企业上

市。改善投资环境 , 扩大利用外资 , 提高利用外资的质

量。积极吸引民间资本 ,形成多元化格局。

实行公平待遇 ,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为其创造一

个公平 、公正和透明的竞争环境。

恩格尔系数为什么降的这么快

杭　斌　申春兰

ABSTRACT

Engels coefficient of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has been falling much faster than before since 1996

with the following abnormal phenomena:(1)Comparing with that of 1996 ,Engels coefficient fell instead

of rising ,when per capita real disposable income of the urban households with lowest income decreased in

2002;(2)Householdsreal disposable income increased faster ,while their Engels index fell more slowly .

This paper ,making use of the survey data on urban residentsincome and expenditure by levels of income

in each year from 1996 to 2002 , and Modern econometric model , did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above

phenomena and reached the conclusions:(1) Both crowd-out-effect and restrain effect on food

consumption contributed by excessively fast rise of tuition , child care fee and health care service expense

we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istortion of Engels coefficient , because consumption on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was productive consumption.(2)Rising in prices of education and medicine care made

remarkable impact on the proportion of food expenditure in households with middle and low income.The

impact showed more tremendous in lower income households , but milder in households with high and

highest income;however , disposable income had the opposite effect on Engels coefficient.That means

rising of productive consumption expectation price was the main reason for descending of proportion of

food expenditure in households with middle and low income.

　　关键词:恩格尔系数;生产性消费价格;Panel Data模型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速度之快的

确令人瞩目 。以城市居民为例 , 1992 年我国城市居民食

物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还高达 0.53 , 1996 年下

降为 0.49 , 此后这一比重的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快 , 到 2002

年已经降到了 0.37。如此看来 , 似乎在短短的 10 多年当

中 , 我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跨越了两个台阶。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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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纺织品出口配额 、进口许可证的管理上 , 实行不分

所有制形式的公平待遇政策。进一步改善纺织工业的外

部运行环境。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 建立符合

国际贸易规范的外经贸体制 , 外贸管理要创造条件以外

贸经营权许可登记制取代审批制 , 最终过渡到自动登记

制。国家应赋予纺织企业更多的进出口自主权 , 扩大企

业的自营出口权。对某些具有出口能力和条件的企业可

放开自营出口权。同时取消出口纺织品配额许可证管

理 ,择优分配 , 不搞黑箱操作 , 提倡公开招标 ,以提高我国

纺织企业出口积极性。加强出口管理 , 奖惩并存 , 对某些

出口效益好的企业实施奖励 ,如优先出口退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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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欢欣鼓舞之余 , 又感到有些困惑 , 因为 , 按收入等级

分组的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资料显示:1996 年城市最

低收入户(占全部调查户的 10%)的食物消费支出占消费

总支出的比重高达 58.28%, 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

是处在贫困和温饱的边缘;2002 年城市最低收入户的人

均可支配收入比 1996 年还低 , 恩格尔系数却骤然下降为

47.27%(见表 1), 似乎已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的标准。

细心观察可以发现 ,表 1中的食物支出比重是依据当

年价格计算的 ,没有考虑价格变动因素。事实上 , 与 1996

表 1 中国城市最低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 、

消费支出和食物支出比重

年份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人均消费支出

(元)
人均食物支出比重

(%)

1996 2444.87　 2327.30　 58.28　

2002
2408.60　

2369.61＊
2384.92　

2346.32＊
47.27　

53.53＊

注:表中带“ ＊”的数字依次为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 、人均实际消

费支出 、人均实际食物支出比重。

年相比 , 2002 年我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升了

1.6%,食物消费价格水平则下降了 10.1%。为此 , 我们又

依据1996年的价格水平重新计算了食物支出比重。结果

表明 , 城市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实际食物支出比重为

53.53%,远远高于名义食物支出比重。由此可以认为 , 近

年来我国食物消费价格持续下跌是恩格尔系数迅速下降

的一个直接原因。但是 , 尽管剔除了物价变动因素 , 表 1

仍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城市最低收入户的人

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了而恩格尔系数不仅没有上升反

而下降了? 进一步考察按收入等级分组的城市居民家庭

实际食物支出比重(见表 2)可以发现 , 各收入组的恩格尔

系数都比 1996年明显降低了 , 但其中降幅最小的是最高

收入户 , 降幅最大的是中等偏下收入户。而恰恰是最高

收入户的收入水平提高的最快 , 与 1996 年相比其人均实

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1 倍 ,而同期中等偏下收入户均实际

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 28.5%。 难道说近年来恩格尔系数

的变化与收入无关吗?

表 2 不同收入等级的城市居民家庭的

人均实际食物支出比重 (%)

年份
最低
收入户

低收
入户

中等
偏下户

中等
收入户

中等
偏上户

高收
入户

最高
收入户

平
均

1996 58.28 56.49 52.81 49.86 47.15 43.90 38.07 49.64
2002 53.53 50.64 46.39 44.45 42.37 40.26 35.61 44.65

资料来源:1997～ 2003年《中国价格及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

计年鉴》 。

我们认为 ,问题的关键在于恩格尔定律是依据经验

数据得出的 ,只有在其他一切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才

适用。而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 , 居民所处的经济环境

不可能是稳定的常态。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扭曲了恩格

尔定律 ,正确回答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客观评价我国居

民的富裕程度 , 对于更好地把握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

化规律及趋势也大有益处。下面 ,本文将利用 1996～ 2002

年按收入等级分组的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资料和现代

经济计量方法 ,就这一问题展开实证分析 。

　　二 、基本判断

恩格尔系数快速下降意味着相对于消费总支出食物

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明显减缓了。 统计资料显示 , 近年

来城镇居民的各类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是教育和医疗

保健费用(购房支出属于非生产性消费 , 故未考虑), 1996

年两项合计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 5.86%, 到 2002 年这

一比重已上升为 15.34%。这其中传统福利制度的瓦解

是一个重要原因 , 但教育和医疗费用上涨太快起到了决

定性的作用。教育和医疗保健支出与食物支出比重之间

并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 , 因为 , 居民在教育 、医疗

保健方面的支出不是普通的消费支出。 在经济学中 ,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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