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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产业专业化水平、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上对无锡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对比美国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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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服装产业是无锡的支柱产业之一,对无锡的

经济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

发达国家经济呈现弱复苏、慢增长、低需求、高风险等

特征,使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无锡纺织服装产

业出现了增速放缓现象,对无锡经济的推动作用不断

下降。无锡纺织服装产业在产业层次、创新能力、两化

融合、商业模式等方面亟需转型升级。

1 无锡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状况

素有“布码头”之称的无锡,在纺织服装产业发展

上具有深厚的底蕴和基础。改革开放后无锡开创了

“苏南模式”,形成了从纺织到成衣生产的完整产业链。
在国家出口导向战略引导下,各类民营、乡镇纺织服装

企业进入了发展高速期,使纺织服装产业成为了无锡

第二大支柱产业。目前无锡共有电子、机械制造、石
化、冶金和纺织服装五大支柱产业,通过对其指标体系

的纵横向比较,可更为直观地了解无锡纺织服装产业

的发展现状和前景。

1.1 产业专业化水平

如表1所示,纺织服装在无锡五大支柱产业中的

区位商处于中等水平且都大于1,专业化系数也处于中

等水平;虽然不如冶金、机械制造等产业的专业化水平

高,但由于其深厚的产业基础,无锡的纺织服装产业仍

然可以判断为具有一定专业化水平的产业[1]。

1.2 劳动生产率

如表2所示,纺织服装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其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其他产业部门。由于服装行业智

能化水平远低于其他产业部门,所以导致其劳动生产

率过低,这也是目前困扰服装企业的重要因素。
表1 无锡支柱产业专业化水平比较*

项 目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区位商
专业化
系数

区位商
专业化
系数

区位商
专业化
系数

纺织服装 1.03 0.03 1.07 0.07 1.14 0.12
服 装 1.15 0.13 1.21 0.17 1.35 0.26
电 子 0.87 -0.15 0.64 -0.56 1.00 0.00
机械制造 1.32 0.24 1.32 0.24 1.30 0.23
石油化工 0.74 -0.35 0.67 -0.49 0.74 -0.35
冶 金 2.06 0.51 2.08 0.52 1.85 0.46
 注:*数据来源于2013-2015年《无锡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和
《中国统计年鉴》。

 表2 无锡支柱产业劳动生产率比较* 单位:万元·人-1

项 目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纺织服装 61.80 64.68 70.75
服 装 55.50 56.31 63.74
电 子 71.15 67.94 72.73
机械制造 139.75 155.83 157.46
石油化工 189.95 207.40 206.00
冶 金 236.68 258.49 246.78

 注:*数据来源于2013-2015年《无锡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

1.3 技术创新基准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无锡便建立起了出口导向型

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模式;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粗放型出

口增长方式的弊端逐渐显露,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大量

缺乏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出现了亏损甚至倒闭。
图1是近5年无锡规模以上纺织服装企业研发投入占

销售收入的比重,从中可见虽然企业加大了研发投入

的力度,但是根据国际通行标准,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

1%的企业难以生存,占2%的可以维持,占5%的才有

竞争力。显然,无锡纺织服装企业的研发投入远远低

于国际标准,说明企业自主创新的现实能力与内在要

求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其自主创新的成效及其产

业化成效同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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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近5年无锡规模以上纺织服装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

  总体上,无锡纺织服装产业专业化程度属于中等

水平,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是由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

业,自动化水平较低,劳动生产率偏低;同时企业自主

创新意识淡薄,技术创新投入较少,在个性化和多样化

市场上竞争力薄弱;纺织服装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属于

弱影响、强制约产业,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近来受国内

外经济疲弱影响,纺织服装产业总产值增速放缓,为了

使昔日的“布码头”焕发新机,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依靠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

新技术,将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变为依靠创意创新、技术

进步、品牌增效的新业态模式。

2 美日中纺织服装产业升级比较

美国和日本曾经都是纺织服装生产大国,日、美纺

织服装产业都成功转向高附加值领域,鉴于其产业升

级背景与我国具有一定的共性,分析日、美纺织服装产

业升级策略,对目前我国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有一

定的借鉴意义。

2.1 日本纺织服装产业升级策略

在20世纪20年代纺织服装产业占日本工业总产

值的一半,出口额占商品总出口额60%左右,是日本二

战前后的核心产业。20世纪50、60年代,日本以低成

本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成为了欧、美等国纺织服装产业

的海外生产基地,日本委托加工大规模发展[1]。但是

随着欧美市场保护主义抬头和日本劳动力成本上升,
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下降。
此后日本企业对纤维产业进行了一系列升级和调整,
以技术创新为导向,开始了从委托加工到自主设计和

加工(ODM)发展。日本的 ODM 阶段主要专注于生

产高附加值产品,引导企业争取专业化方向不同的国

内外市场份额;同时纤维机械制造公司也加紧研制先

进纺织机械,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让日本企业拥有了

核心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对于转移到

东南亚和中国的委托加工部分提供更高的利润。进入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日本纺织服装产业依靠技术创

新,在全球占据高新技术纺织设备和高科技纤维材料

的统治地位,纺织服装产业寻求全球价值链的更高附

加值地位,在营销、销售、品牌等方面进行升级,逐渐完

成ODM至自主品牌生产的演变。日本自主品牌发展

分高科技产业和时尚创意产业两部分,其中高科技企

业以纤维技术为中心,结合信息系统、生物制药技术

等,逐步渗透至其他产业。时尚创意产业通过发展本

国服装设计师的个人国际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来发展

纺织服装产业,提高其服装产品附加值,在国际上形成

了独特的“日系设计”风格。

2.2 美国纺织服装产业升级策略

美国纺织服装产业开始于19世纪中期,受第二次

工业革命影响,到19世纪末期美国以棉织物和化纤织

物为主要产品,占据世界纺织品产量第一位,取代了英

国的世界纺织制造中心地位[2]。从20世纪50年代起

美国纺织服装产业产量和就业人数不断下降,产业基

地也从北部和大西洋中部向南部和西部转移,但是服

装企业净销售额不断提高,服装行业内的市场集中度

得到了提升。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鼓励海外组装加

工,美国纺织服装企业将最终加工或组装环节向亚洲

和墨西哥转移,纺织企业也转向服装产业,在海外建立

缝纫、精纺和编织厂。美国纺织服装企业通过兼并收

购市场逐渐成熟,运营模式不断创新,形成了一批名牌

纺织和服装集团。

2.3 中美日纺织服装产业升级比较

从产业升级背景和措施看,中、美、日在纺织服装

产业升级上存在异同点,可从产业升级背景、产业政

策、产业发展状况等方面进行比较,如表3所示。

3 无锡纺织服装产业升级的路径探索

3.1 制定稳定的产业政策,营造良好的产业升级环境

日本经验表明,政府稳定的产业政策安排是产业

升级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我国应该加强顶层设计,
为纺织服装产业升级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为“一带一

路”倡议下的产业转移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完善对外投

资的行政管理体系,加大财政金融扶持力度,加强区域

间合作,稳定人民币汇率[3]。地方政府应通过专业服

务,提高本土企业产品研发和品牌建设成功的预期,促
进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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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美日纺织服装产业升级比较

项 目 中 国 美 国 日 本

产业升级背景 国内:出口导向性经济,劳动力成本上升,人
民币升值,产业政策不稳定,第四次工业革
命
国际: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新型
纺织服装工业国家和地区兴起,中低档纺织
服装产品出口竞争激烈

国内:劳动成本上升,就业人口下降,大型零
售集团出现,美元价值波动大,鼓励海外组
装加工政策,第二次工业革命
国际:新型纺织服装工业国家和地区兴起,
中低档纺织服装产品出口竞争激烈

国内:出口导向性经济,劳动力成本上
升,日元大幅升值,产业政策转向新兴
产业,第三次工业革命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新型纺织服
装工业国家和地区兴起,中低档纺织服
装产品出口竞争激烈

经济发展阶段 仍处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尚未完成 20世纪60年代已是发达国家,工业化水平高 20世纪80年代已是发达国家,处于后
工业时代

参与GVC时间 20世纪80年代 19世纪中期 20世纪40年代

加工价值特点 低附加值 由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 由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

当前价值链环节 劳动密集型,缺少自主品牌和技术 跨国公司,市场专业化发展,外包与合作供
应链网络

新合成纤维开发,品牌运营,时尚创意
产业发达

市场规模 国内潜在消费市场巨大 国内潜在消费市场适中 国内潜在消费市场小

国内消费者细分 不成熟,非区域消费 成熟,区域化消费 成熟,区域化消费

时尚产业发展 未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时尚中心 世界时尚中心 世界时尚中心

国内品牌知名程度 尚无国际知名品牌与设计师 有大批国际知名设计师及品牌 有一批国际知名设计师及品牌

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不稳定 积极产业政策 积极产业政策

创新投入 R&D极低 R&D较高 R&D较高

3.2 提高市场专业化水平,强化产品创新

美国和日本成功的产业升级对策表明,专业化市

场细分,形成区域消费,培养成熟消费者对于纺织服装

产业升级十分有效。同时采用小批量、多品种,发展高

档次、精加工的非价格竞争力产品,能有效缓解纺织服

装业的低附加值竞争。同时加强不同产业的结合,通
过技术创新向其他产业渗透,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运用新技术,充分发挥无锡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

技术产业优势,与纺织服装设备和生产经营控制结合,
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投放准确率;二是与其他产

业合作,结合无锡优势产业,如物联网产业和传感产

业,发展高科技产业用纺织品或智能化穿戴装备。

3.3 合理选择产业转移区位

中国具有区域广度和潜在市场深度,产业转移并

不完全依靠对外投资;而且东南亚国家、东欧国家基础

设施薄弱,投资环境较差。因此可依托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优先发展沿线中西部城市,将低附加值加工

环节转移至中西部地区,形成国内价值链体系分工,缩
小区域发展落差,更大程度地发掘国内消费市场[4]。
同时建立无锡纺织服装产品研发中心和品牌营销中

心,在无锡和上海之间建立时尚产业纽带,承接上海时

尚文化产业,逐步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时尚城

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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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toWuxiIndustrialTransformationfrom
InternationalComparisonofTextileandGarmentIndustryUpgrading

ZHUXu-ming,GELin-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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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Fromindustrialspecializationlevel,laborproductivity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thedevelopmentofWuxitextile
andgarmentindustrywereanalyzedandcompared.IncontrastwiththeindustrialupgradingexperienceofUnitedStatesandJapan,

fromtheformulationofindustrialpolicy,marketspecialization,industrialtransferandlocationchoice,suggestionsforthetransfor-
mationandupgradingofWuxitextileandgarmentindustrywere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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