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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中国服装出口企业面临的严峻竞争态势,结合全球服装进出口贸易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中国

服装贸易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单位劳动力生产价值指数、人民币汇率和CPI指数对服装出口额有明显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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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欧美经济依旧不及往日,采购商资金紧张

及不景气的经济大环境造成消费者转向谨慎的消费方

式,再加上需求不足,服装采购商则进一步压低价

格[1]。这种背景使得大量订单不断转向成本较低、拥
有一定竞争力的东南亚国家[2],导致我国来自欧美的

订单大幅缩水,服装出口增长后劲严重不足,使得我国

的纺织服装出口面临着严峻的竞争态势[3]。

1 研究现状

针对我国服装贸易产业转移态势,现有文献较多

研究中国服装产业区域转移的影响因素,而针对服装

贸易产业国外转移的影响因素仅限于定性分析,并且

对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缺乏定量研究。如范琼[4]通过建

立对数模型,运用广义差分法,探讨了影响浙江省纺织

产业转移的因素。姜铸[5]从政府、产业转出地、产业转

入地3个角度分析了影响纺织产业转移的因素。王革

非[6]则提出对纺织服装产业的转移研究应从更高的战

略面加以审视。因此,立足于服装贸易产业转出地中

国,根据2006-2013年服装贸易产业转移相关的数据

信息,建立影响因素评价指标,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
中国服装贸易产业转移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进行研

究,为中国服装贸易产业转移提供思路与借鉴。

2 多元回归模型分析

2.1 变量选取

2.1.1 因变量选取

因变量即被解释变量。在因变量的选取中,用中

国服装出口额来衡量中国服装贸易产业转移的水平。
有关中国服装行业贸易产业的数据参差不齐,因而对

中国服装贸易产业转移程度的衡量就用联合国统计司

对中国服装贸易产业出口额的统计数据来代替。

2.2.2 自变量选取

(1)指标确定

经济水平、政策、市场需求、教育水平等诸多因素

都会对中国服装贸易产业转出产生影响,结合当前中

国服装贸易产业的发展并借鉴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观

点,选取单位劳动力生产价值指数、人民币汇率和CPI
指数作为研究指标,见表1。

表1 变量及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因变量 y(i) 中国服装出口额

x1 单位劳动力价值生产指数

自变量 x2 人民币汇率

x3 CPI指数

  (2)指标说明

单位劳动力价值生产指数 从光大证券统计数据

和亚洲开发银行统计数据得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

均国民收入。再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除以人均国民收

入,即得到单位劳动力价值生产指数。它反映了一个

国家的单位报酬的劳动力价值产出能力,通俗的讲就

是支付单位报酬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的多少。其指数

越大,代表劳动力成本越低;相反,指数越小,劳动力成

本越高。
人民币汇率 通过国家统计局数据得到不同时期

的人民币汇率。汇率发生波动会引起进出口贸易流量

和贸易收支的变动,而其具体的变动方向和幅度的大

·54·     2017年第4期             服装服饰




小,取决于汇率的变动情况。即当本国货币出现升值

时进口量的增加和出口量的减少,进而使得贸易收支

条件恶化;当本国货币出现贬值时,进口量的减少和出

口量的增加,进而改善了贸易收支条件。

CPI指数 国家统计局定期发布的我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作为一个宏观经济指标,用来反映居

民家庭一般所购买的消费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变动

情况。它是度量一组代表性消费商品及服务项目的价

格水平随时间而变动的相对值,是用来反映居民家庭

购买消费商品及服务的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

2.2 模型建立

根据已确定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直接选用多元线

性回归分析。
(1)假设服装出口额变量y 与单位劳动力生产价

值指数x1、人民币汇率x2、CPI指数x3 存在内在联系

(yα;xα1,xα2,xα3),α=1,2,…,8。
那么这一组数据可以有如下结构式

y1=β0+β1x11+β2x12+β3x13+ε1
y2=β0+β1x21+β2x22+β3x23+ε2
……………………………

y8=β0+β1x81+β2x82+β3x83+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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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β0,β1,β2,β3 是待估参数;ε1,ε2,…,ε8 是8
个相互独立且服从同一正态分布 N(0,σ2)的随机变

量。
矩阵是多维的算术,用矩阵来研究多元线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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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2的统计数据得到Y、X 的矩阵。

A=XX',C=A-1=(X'X)-1,B=X'Y,回归系数

矩阵b=(X'X)-1X'Y=A-1B=CB。
借助于matlab软件求得系数矩阵为

b=(-5928.3702-59.848.4)T。
所以,服装出口额与单位劳动力价值指数、人民币

汇率、CPI指数的多元回归模型为Y =-5928.3+
702x1-59.8x2+48.4x3。

表2 相关统计数据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服装出口额y(i)/亿美元 659 886.2 1088.8 1133.7 1004.8 1210.7 1432.2 1482.7
单位劳动力价值指数x1 2.84 2.8 2.7 2.43 2.25 2.13 2.04 1.91
人民币汇率x2 8.19 7.97 7.6 6.95 6.83 6.77 6.54 6.31
CPI指数x3/% 107.04 108.65 113.86 120.58 119.73 123.68 130.36 133.75

  (2)对模型进行统计性检验,以检验所选变量对服

装出口额是否具有显著意义。

ẏα 是第α个模型估计点上的回归值,显然

Ẏ=

y1

y2

︙

y8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

1 x11 x12 x13

1 x21 x22 x23

︙ ︙ ︙ ︙︙

1 x81 x82 x83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b0
b1
︙

b8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Xb=XA-1X'Y

总偏差平方和S总 =∑(ya-y)2,自由度f总 =N

-1=7,S总 =S回 +S剩。

回归平方和S回 =∑(̇yα-y)2,f回 =p=3,统计

量F=
S回/p

S剩/(N -P-1)
。

借助于matlab软件计算F =23.35,查阅F 值分

布临界表得F0.1(3,4)=4.19。
所以F>F0.1(3,4),可认为在0.1的显著性水平

下,多元回归模型是有显著意义的,即单位劳动力生产

价值指数、人民币汇率、CPI指数对服装出口额的影响

较为显著。
(3)针对单位劳动力生产价值指数(劳动力成本)

对服装出口额的影响是否显著进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

检验。
假设多元回归模型中单位劳动力生产价值指数的

系数β1=0,cjj 为相关矩阵C=A-1中对角线上第j
个元素。

计算统 计 量 F =
bj*bj/cij

S剩/(N -P-1)
,得 到 F =

46.45,查F 值分布临界表得F0.1(1,4)=4.54。

F>F0.1(1,4),说明原假设“β1=0”不成立,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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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的单位劳动力生产价值指数项必不可少,其对

于模型的影响是显著的。
因此,仅从数据上分析,劳动力成本与服装出口额

存在联系,其对服装出口产业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2.3 影响因素分析

2.3.1 人口红利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服装贸易产业转移影响较大。
根据回归模型,单位劳动力生产价值指数必不可少,而
且对于模型影响显著。而单位劳动力价值生产指数是

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除以人均国民收入得到,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代表该国国民的人均生产能力,即劳动产

出能力。当人口老龄化达到一定高度,直接影响到国

民的人均生产能力,进而使单位劳动生产价值指数降

低。服装加工行业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其低

成本的实现最主要是在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但中国

人口的老龄化已经越来越严重,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人口老龄化与产业转移更多表现为正相关关系。通过

观察美国和欧洲人口结构数据的历史变化,其与劳动

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周期存在一定的关系,人口老龄化

的变化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周期存在一定的同步

性。当人口老龄化达到一定高度时,劳动密集型产业

就会向人口老龄化较低的国家进行转移。
劳动力成本优势缺失引起了中国服装出口额的降

低。单位劳动力生产价值指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单位

报酬的劳动力价值产出能力。根据统计不同国家2006
-2013年的人均GDP与人均国民收入,算出不同国

家单位劳动力价值生产指数。可以看出,中国的单位

劳动力价值生产指数相对于东南亚各国是最低的,且
在2008年之后,以每年不低于4%的速度下降,2013
年仅为1.81,不及2005年的65%,而东南亚等国家的

单位劳动力价值生产指数则很高,2013年孟加拉、斯
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印度和越南的指数仍超过3,其中

孟加拉的单位劳动力生产指数为3.32,接近于中国的

2倍。可见,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远远高于东南亚等

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已不复存在。

2.3.2 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汇率直接影响到服装出口企业经营成本的

上升,利润压缩,对服装出口的影响颇大。服装出口企

业的利润与人民币的汇率紧密相关,由于在国际贸易

中大多采用美元结算,服装出口企业在服装出口后,大
多收到的是美元,然后到银行进行结汇,将美元换成人

民币,用于支付原材料费用和工人工资。那么,人民币

相对于美元升值,则意味着收到相同金额的美元,出口

企业所兑换到的人民币变少,在国内物价水平不变的

条件下,其利润会变低。近年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不断下跌,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过程中,虽出现过一定

的双向波动,而且政府承诺将增加双向波动的弹性,但
自2006年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超过30%,已
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且升值的外部压力仍在,服装出

口企业经营成本的持续上升,其利润将进一步被压缩,
我国服装出口企业的竞争优势正在不断被削弱。

2.3.3 通货膨胀

CPI指数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

标,从模型中可以很清晰看到CPI指数对服装出口影

响明显。近年来,物价全面持续上涨,通货膨胀日益严

重,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家投入4万亿

以防止经济大幅下滑,其在拉动内需,增加消费的同

时,也进一步推高了物价,通货膨胀严重,大大提高了

服装加工企业的原材料成本,造成了企业利润减少,影
响我国的服装出口活动。

3 结语

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利用相关数据进行计算,
得出单位劳动力生产价值指数、人民币汇率及CPI指

数对服装出口额存在显著性影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和最重要的纺织服装类产业的加工出口

国,我国服装贸易产业正面临着产业转移和升级的压

力,但机遇与挑战并存,只有明确产业转移的影响因

素,采用正确的策略,才能提高产业的竞争力,保持产

业和企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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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为了使简约原则与女装设计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设计师要真正理解简约设计的内涵,从服装内在方面

予以体现;另一方面,需要选择合适的面料进行合理的

颜色搭配,在此基础上彰显女装设计的简约风,从而满

足人们日益提升的审美品味,也为我国女装设计与国

际潮流接轨贡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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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textiles;fibercontent;uncertainty


(上接第47页)

AnalysisontheInfluenceFactorsofChineseClothingTradeIndustryTransfer
YUANXing-qian1,KONGFan-dong2,*

(1.UniversityofJinanQuanchengCollege,Yantai265600,China;

2.QingdaoUniversity,Qingdao26607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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