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探索

王 生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南通226007)

摘 要:纺织行业是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民生产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纺织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分

析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我国纺织产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纺织业转型升级与提升竞争力的对策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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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竞争国际化的趋势日益加剧,
我国纺织行业在全球的竞争压力愈来愈大,全行业面

临产能过剩、成本上涨等一系列问题,产业转型升级已

迫在眉睫。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为我

国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1]。纺织行业作为我

国传统制造业,也是民生产业,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对我国解放和发展纺织生产力,使其在全球竞争

环境中接轨国际市场,拥有独特的优势,是全面推动产

业升级、建设现代化纺织强国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1 我国纺织业发展困境

1.1 纺织产能严重过剩

调查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12月,中国纺织行业

的成品库存为1512.6亿元。这是由于在中国经济在

2004-2012年间飞速发展,工业发展十分迅速,大量

资金、人力资源涌入到纺织产业之中,高端纺织业高速

发展,纺织企业数量剧增,整个纺织业的产能跃居世界

前列,行业产值也随之突飞猛进。但是,随着2012年

以来欧洲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影响加剧,国际经济形

势剧烈恶化,我国对外贸易量骤然下降[2-3]。而我国

的高端纺织业产能的实现主要是依靠对外出口贸易及

国外品牌的代工生产,直接导致国内高端纺织业的库

存增加,无法实现企业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变现,进而导

致了整个高端纺织行业产值的下降,整个行业的产能

过剩问题严重,处于严重的供过于求状态,行业发展受

到严重的打击,使得不少高端纺织企业面临破产或被

迫缩减生产规模。
1.2 印染及后整理能力差

印染属于纺织行业的中枢环节,也是整个纺织产

业链中的重要工序之一。在整条纺织产业链中,印染

业上托织造业,下承服装业。印染加工属于湿法加工,
在印染及后整理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水和能源,同
时需要加入大量的染料、助剂等,产生大量的废水。由

于印染废水色度高、成分复杂,处理难度大,对水资源

的浪费及污染极为严重。据统计,我国纺织业的废水

排放量在工业行业中位居第3位,COD排放居第4
位,每年高达23.7亿t,相当于190多个西湖的库容

量[4]。政府机构为加强纺织印染企业排污的监管力

度,相继出台了新《环保法》、《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等政策,督促企业加大对污水排放的处理力

度,但是企业的配合度不高。
1.3 生产技术落后,缺乏自主创新意识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端纺织企业仍然采用原始的

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这些设备和技术都必须依靠大

量的人工劳作,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水平不高,已经

严重落后于其他国家的自动化流水线生产,企业的生

产效率远远低于国外高端纺织企业。企业的人事管理

制度比较陈旧,大部分还依靠“人治”,无法从根本上激

发从业人员的劳动热情,提高从业人员的生产积极性。
因此,在生产技术、生产设备以及管理制度上都缺乏创

新意识,这必然大幅度削弱我国纺织业的国际竞争力。
1.4 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招工难问题突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纺织行业的劳动力、生产成本急

剧上升。新疆是我国的主要棉产区,但其棉产量正逐

年下降。在这些不利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我国纺织业

的基本原料棉花价格飞涨,纺织业的生产成本不断加

大,进一步削减了企业的利润空间[5]。这就导致不少

纺织企业前往东南亚国家购置原材料,但相对于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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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采购来说,企业的生产成本明显增加[6]。招工

难是目前国内纺织企业面临的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
大部分纺织企业无法找到适合自己企业发展的技术工

人,招到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工、熟练工更是难上

加难,且工人年龄普遍偏大,招工难的问题已经成为制

约我国纺织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
1.5 受到国外纺织业冲击

目前,世界发展趋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正逐步向

东南亚和南亚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而发达

国家的纺织产业根据生产的实际需求,不断强化科技

创新能力,加大科技创新经费投入,有序推进纺织工艺

全流程智能化与数字化生产。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
ERP企业资源生产管理系统等高新技术的应用及“机
器换人”过程的逐步完成,纺织生产力大幅度上升,国
外高端产品的制造成本已远低于国内产品。无论是在

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我国的高端纺织业正逐渐丧

失以往“物美价廉”的竞争优势。

2 我国纺织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2.1 加快技术升级步伐,推进生产管理水平提升

为增强高端纺织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应该以工

艺创新为主线,改变传统的高污染、高排放、高污染的

旧格局,倡导节能减排、可持续性发展战略,降低排污

与浪费,顺应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绿色经济”潮流;
提高企业技术装备水平,在政府的政策指引下,大力引

进国内外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坚决执行党和

国家提出的创新驱动战略,以改革和创新来带动企业

的转型升级,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人力成

本,增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政府对这些积极参与

改革的企业在资金、贷款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7]。
另一方面,企业需要提高管理水平,学习国内外的先进

管理经验,明确管理制度,制定合理的奖罚制度,激发

从业人员的生产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同时重点引进纺

织服装高端技术科研人员和高层次的复合型经营管理

人才,为我国纺织企业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2.2 推进“三品战略”,提升品牌优势

纺织企业应该大力实施“三品战略”,即提品质、创
品牌、增品种。第一,国内纺织产品主要以贴牌和加工

中低端产品为主,缺乏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品牌,要鼓励

和支持企业制定品牌发展战略,转变以往的旧观念,改
变原有的“贴牌”、“借鉴”的理念,提升自身产品所具有

的技术水平价值,引导企业推进品牌向多元化、系列

化、差异化方向发展。第二,企业要学习国外先进的设

计理念和引进营销人才,改变以往“酒香不怕巷子深”

的观念,采用适当营销战略,着力培养国际知名品牌,
提升高端纺织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为其他高端纺织

业打开国际市场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第三,纺织企

业还应依靠自身既有优势,围绕消费者消费心理的变

化趋势,深入分析市场需求,大力开发适应并满足我国

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产品,着力提高产品的功能

性。
2.3 建立“互联网+纺织”新模式

推进“互联网+纺织”平台建设,是我国纺织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和举措,可利用互联网科技掌握用

户的需求,建立互联网生产模式、营销模式、连锁加盟

模式等。首先,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推动产业实施智能

化生产,改变原有的生产模式,使整个流程从下单、生
产、质量监控、成品出库等流程全部实现信息化控制,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其次,推行互联网

销售新模式,打造利用互联网进行原料采购和成品销

售的新格局,实现企业销售从“工厂”到“买家”的零距

离沟通。另外,利用互联网建设、开发、设计和应用数

据统一管理的云服务平台,进行资源整合和流程优化,
实现拼单式生产和个性化生产,以私人定制取代原始

模式,满足不同订单需求。
2.4 多途径多渠道解决积压库存

对于当前企业所积压的大量库存,可以将其进行

回收再利用或以低价促销的方式进行去库存,从而实

现资金的回笼。企业可以再度利用这部分资金来作为

企业转型升级的资本,促进企业自身转型发展。目前,
我国纺织企业积压的产品金额已经达到了上千亿元之

巨,将这部分积压的库存资金重新利用起来,作为纺织

业转型升级的资金基础,是我国纺织行业转型升级的

一个极为适合的方式。

3 结语

当前我国纺织业正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关

口,纺织工作者应该紧紧抓住供给侧改革的发展机遇,
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大力推进“以改革促发展”战略,
加快纺织产业技术升级步伐,促进生产管理水平的提

升,实施“三品”战略,建立“互联网+纺织”的发展新模

式,实现从生产技术水平到销售经营的全面改革,打造

属于中国自身的高端纺织品牌,促使我国纺织产业引

领国际纺织品市场,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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