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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我国纺织行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产业升级的必要性并对纺织行业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模式提

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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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纺织业发展现状

纺织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和民生产

业,在吸纳就业和出口创汇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2018年,我国纺织行业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

态势,全年服装、针纺织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01%,增
速同比提高0.21个百分点。内销方面,纺织内销市场

零售额保持继续增长态势,全年服装鞋帽、针纺织品零

售额同比增长8.9%,较上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

2019年,伴随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内销规模有望继续

扩大,消费潜能有望得到进一步释放,由于我国消费市

场整体承压运行,预计内销增速有所下滑[1]。多年来,
在纺织行业中依据大量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的原材

料,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纺织业总产量和贸易总额最

多的国家之一,其中浙江、江苏、广东、山东和福建五省

纺织业最为发达。然而近年来,由于“人口红利”消失,
劳动力成本及原材料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纺织

业获利逐年下降,一些地区纺织业陷入困境,纺织业规

模飞速发展,盈利水平提升却乏善可陈,推进纺织业产

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迫在眉睫[2]。

2 纺织业存在问题及产业升级的必要性

纺织产业振兴规划提出振兴纺织业主要任务是淘

汰落后产能、加强技术改造、建设自主品牌和优化区域

布局。纺织业要进行技术创新,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

传统纺织产业。通过打造全球化本土纺织品牌,使纺

织业从产业链低端走向高端,完成纺织大国向纺织强

国的转型。

2.1 纺织产业链分析

纺织产业升级,必须进行纺织产业链分析。早在

20世纪60年代,纺织产业发生了世界范围内的结构调

整和产业转移,发达国家由于科技发展及劳动力成本

的不断提高,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专注于纺织产

业链的两端即产品研发原材料生产、末端的深加工和

市场销售环节,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

国家,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承接了包括纺织在内的

全球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我国纺织业从此融

入全球经济的链条中,成为纺织业“制造大国”,但利润

的获取却处于利润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加工

制造环节,受到发达国家的双重挤压。产业调整和升

级的最终目标在于追求更高的利润率,发达国家处在

价值链的高端,开发并垄断着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在
生产设计环节掌握高端技术,而一些技术落后的低附

加值产品生产就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
从产业链分析中可以看到,我国纺织工业经过飞

速发展,纺织工业总体量不断增加,已取得规模优势,
但伴随着人力成本的提高及原材料价格上涨,企业利

润不断下降。中国早期纺织业的飞速发展是低成本、
低价格的比较优势,而不是全面优势。中国纺织业要

继续保持竞争优势,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改变在全球产

业链的位置,进入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领域。

2.2 当前纺织业存在主要问题

技术研发能力弱,技术装备水平落后。我国纺织

行业技术装备与发达国家相比比较落后,印染整理技

术落后,大型先进纺织设备很大部份依赖进口;高性能

纤维开发较为落后,研发投入不足,纺织行业自主创新

能力不强;企业拥有先进设备比重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设备陈旧落后降低了生产产品档次和质量水平;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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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不足,难以研发出适销对路、科技含量高、附加值

高的产品,企业生产产品不能适应市场需求[2]。
品牌建设滞后。中国纺织服装高端市场约80%份

额被国际品牌垄断,纺织产业链要改变国外品牌对中

国纺织产业高端控制,纺织业面临从产业链低端迈向

高端的挑战。目前国内有超100家国外服装公司占据

中国市场。在品牌营销和国内市场开发方面,国外品

牌占据优势,国内纺织企业多以对外加工和贴牌业务

为主,国内纺织品及服装产品市场大部分被国外品牌

占据。纺织业品牌建设滞后,纺织业呈现规模大,品牌

弱的局面。
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国际市场开发不足。在当今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不断的国际环境下,纺织

业面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汇率税率的风险。发达国

家通过指定严格的产品质量保护本国市场,我国纺织

业产品出口受到限制。除浙江、江苏、广东三个出口大

省,其他区域纺织品出口没有形成规模。
人才匮乏,高素质人才缺失限制企业发展。由于

企业经营状况不佳,产业结构不合理,行业薪酬福利水

平缺乏竞争力。纺织行业面临招工难问题,由于纺织

企业管理体制不健全,缺乏改革创新的科学管理理念,
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缺乏有效的激励手段,难以

吸引或留住高素质人才。

2.3 纺织产业升级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纺织工业正处于由数量型发展向价值

型提升的关键时刻,实现着纺织大国向纺织强国的转

变,面临产业升级转型关键时期,这是未来一个大的趋

势。进行产业升级可充分进行共享资源,发挥规模经

济的优势;也可以降低成本,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使
企业实现最大的价值回报[3]。

3 纺织业产业升级路径措施

国内许多学者研究纺织业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模

式,加快创新和技术开发、加大市场份额、提升市场开

发能力是纺织企业升级的有效路径,以及价值链升级,
包括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和链条升级。有关产业

升级路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开发新产品,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优

化产品的生产流程,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另一方面,加大产品设计研发环境投入,研发制造新产

品,从生产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跃升。产品

突出创意、设计,注重新面料的开发,同时推进高新技

术纤维产业化,推进高性能、功能化、差别化纤维的研

发与应用,加强对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工艺改造的支持

引导;提高棉、毛、丝、麻天然纤维产品附加值,促进产

品功能、性能创新。通过产品的升级扩大市场份额,提
高企业收益水平。

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知名品牌,加强自主

品牌建设,通过技术创新、淘汰落后产能、优化区域布

局等实现纺织产业振兴规划的要求。打造集群品牌,
建设区域品牌,提高影响力和企业知名度,增强企业国

际竞争力,推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实现纺织业从产

业链的低端走向高端,完成纺织大国向纺织强国转型。
纺织产业链升级。纺织企业价值链高端产品研发

设计、原材料采购及销售等附加值高的环节由发达国

家掌控。目前我国纺织产业链处于附加值和技术含量

相对较低的中部加工制造环节。政府应加大扶持力

度,在承接产业转移同时,促进产业链向附加值较高的

设计研发,向销售物流以及印染加工和服装行业延伸。
通过产业链升级,改变中国纺织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

置,逐步进入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设计和品牌

营销的阶段。
开拓多元化市场。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

摩擦加剧,纺织服装出口企业要采用多元化策略:开拓

俄罗斯、东盟、中亚、中东及拉美等“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或地区的新兴市场;保持和扩大对美国、欧盟出口,
守住市场;开发内需市场,向内外贸并举转型,促进内

外贸的融合对接。强势企业可利用技术品质等竞争优

势,寻找能与之配套的品牌企业,加大上下游合作,实
现合作双赢。

总之,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环境下,纺织业要走出困

境,实现产业振兴,在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同时要实现产

业升级。企业可以通过采用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
产业链升级及扩大市场份额模式来实现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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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测试结果中,不合格数量前3的依次是海绵

皮革薄膜标签类(B)、顶棚板材封条类(D)、填缝发泡

包层类(E)内饰部件,这3类占内饰部件甲醛测试结果

不合格总数的比例达72.00%。
甲苯测试结果中,除隔热降噪材料类(G)内饰部件

外,其他7类中存在不合格的检测项目,彼此间差异不

是很大。
苯测试结果中,只有胶黏剂类(F)、填缝发泡包层

类(E)、顶棚板材封条类(D)这3类内饰部件产品中有

不合格的检测项目,其余4类未出现不合格的检测项

目。
乙苯测试结果中,只有胶黏剂类(F)、填缝发泡包

层类(E)这2类内饰部件产品中有不合格的检测项目,
其余4类未出现不合格的检测项目。

3 结论

(1)本次试验样品中,检测项目不合格数最多的内

饰部件是胶黏剂类(F)产品,全部内饰部件不合格数最

多的检测项目是总碳挥发值。
(2)填缝发泡包层类(E)、胶黏剂类(F)和顶棚板

材封条类(D)这3大类内饰部件中,基本上所有检测项

目都存在不合格,是汽车内饰部件散发污染物的重要

来源;而隔热降噪材料类(G)和管道滤网类(H)2大类

产品对汽车内空气质量影响不大。
(3)总碳挥发值、二甲苯、甲醛和甲苯等检测项目

是本次试验中未达质量要求的主要检测项目,占不合

格项目总数的比例为8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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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volatilizationvaluesofformaldehyde,benzene,toluene,xylene,ethylbenzeneandtotalcarbonemittedfromtex-

tiles,variousnon-metallicmaterialsandpartsinautomobilesweretested.Throughtheanalysisoftheresults,itwasfoundthatthe

numberofunqualifieditemsintheadhesivesproductwasthehighest,andthetotalcarbonvolatilizationvaluewasthehighestnumber

ofunqualifiedtestitems.Thefoamer&fillinggluetape,adhesivesandceiling&sealingtapewereimportantsourcesofexcessiveair

pollutantsinvehicles.Insulationheatandnoise-reducingmaterialsandpipe-filtercomponentshadlittleeffectontheair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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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currentsituationandproblemsoftextileindustrywereanalyzed.Thenecessityofindustrialupgradingwasexpoun-

ded.Thesuggestionsonthepathandmodeoftextileindustryupgradingwere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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