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纺织品出口贸易摩擦的思考 

文/吴荣斌 

 纺织品行业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产业，同时又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涉及到直接就业的人口大
概1900万人，如果加上相关的就业人口就更多了。所以，纺织品的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广
大职工的就业，关系到中国的国计民生。去年以来，美、欧单方面再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设限、
配额，对我国纺织品行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种行为是不符合WTO的公平原则的，必然会
遭到市场大潮的冲击。  

 一、纺织品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对纺织行业的直接影响 
 纺织行业虽然盈利较低，但却是中国最重要吃饭行业之一，对国内就业形势具有重要的影

响。目前，中国平均每亿元固定资产吸收的就业人口是932人。而纺织、服装行业分别是1876人和
464人，为全国平均数的2.1和4.79倍。截至2004年中国纺织业直接从业人口已接近1900万，占全部
制造业就业人口的23%。纺织品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直接带来的将是中国中小纺企的破产以及失业
率的升高，直接影响中国的国计民生。 

 2、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中国纺织品行业同农业密切相关。中国纺织业一年消耗的天然纤维---棉、麻、毛等种植、加

工、处理，涉及到1亿农民的生计。据世界农粮组织调查，一个农民从事纺织，其放弃耕种土地的
机会成本，在美国是57.4公顷、法国是19.6公顷、而中国只有0.2公顷。中国有1300万农民子女在
纺织业工作，纺织业对中国农民的生计具有比别的国家更重要、更具有无可代替的意义。作为农业
大国的中国，纺织品行业一旦遭受严重损失必然直接影响到农业的正常生产，导致大量的农民遭受
经济损失，有的甚至破产，造成社会不安因素。 

 3、 对中国外贸出口的影响 
 （1）每年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50%以上贡献的出口外贸，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

发动机。美欧国家对中国纺织品设限的最终目的，是挤压中国整体性的经济空间，通过对占有中国
出口较大份额的纺织品出口的压制，来压制中国的外贸出口，从而实现借压制中国出口外向型经济
来压制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发动机的目的。 

 （2）在WTO框架体系下，中国纺织品出口参与世界竞争，已经不仅仅是对美欧国家的问题。
这种“特保”制裁具有传染性，一旦有一个国家单方面制裁贸易发生转移，必定引起更多国家参与
制裁。假如在纺织贸易磨擦上开了一个先例，那么相关的做法很可能会引入其他行业，一旦出现这
种情况，中国其他具有竞争优势、且从业人口也众多的出口行业，也将成为步纺织品后尘的一个又
一个受制于人的行业，如家电与机电行等。 

 4、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 
 纺织品摩擦问题可能按照美欧的意图转移成为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这直接影响到我

国的国计民生，将对中国的市场经济、金融市场等产生剧烈的震荡，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二、美欧对我国纺织品贸易设限配额的分析 
 中国纺织品的生产相对于美欧国家地区有相对优势，质优价廉。由于要素的优势，中国纺织

品在美欧国家地区深受消费者青睐，竞争力强。但是对于出口的产业结构和附加值结构而言，中国
对其没有优势，因而在贸易双方中反处于弱势地位。美欧之所以开始对中国的纺织品出口设限，是
其为了在短期内争取到最大利益达到纳什均衡的最优选择，属于短期行为。为了实现其短期效益，
贸易摩擦将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将会反复出现。 

 1、 美欧的短期经济效应分析 
 （1） 稳定社会促进行业资源配置 
 美欧的纺织品产业工人是中国纺织品大量进入该地区市场的最直接受害者。在中国产品强大

的市场竞争力下，大量的产业工人面临着失业的危机。而美欧的工会组织结构严明，很有力量，在
工会的组织策动下，大量的产业工人必然会走上街头，向政府施压，造成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而美欧对中国纺织品继续设限，会减缓失业率的增长，使得这部分工人能够慢慢从纺织行业中释放
出来，起到资源的重新配置，减少社会压力。 

 （2） 增大本土纺织品的市场份额 
 中国纺织品在美欧的市场占有率很大，几乎占到了70%。当设限后在短期内需求不变的情况

下，本土纺织业填补了中国产品的空白，可以获得原来预期近一倍的市场规模，获得了大量的短期



 

收益，有利于其扩大再生产。 
 （3） 打压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 
 面对着巨额的贸易逆差，美欧国家必然会对于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采取压制手段，而众所周

知，中国纺织行业对中国经济有巨大影响，以此作为突破口，扼住对外贸易增长的龙头，减缓中国
经济腾飞的步伐。 

 2、美欧的长期经济效应分析 
 （1） 进口商钱货两空。欧美设限以后，大量中国纺织品无法入关，积压在进口国码头。这

些纺织品都是设限前欧美进口商花钱预定的，现在却无法提货。而且货物在码头积压的时间越长，
占用集装箱时间越久，进口商支付的费用就越多。 

 （2） 消费者福利受损。按照经济学理论，同样质量的商品，其价格越低，消费者剩余越
大。欧美设限造成纺织品供给减少，价格上升，导致消费者剩余减少，福利受损。现美方业界对中
国纺织品设限后，美国消费者每年用于服装的支出将增加逾60亿美元。 

 （3） 商品零售商的利润受损。商品销售成本增高，对于消费者的心理的承受价格，零售商
很难维持原来的利润水平，将导致很大部分的贸易公司出现亏损甚至破产，破坏了原有的产业链。 
在短期内这些群体的利润损失是不明显的，但在长期的市场作用下，损失就暴露了，而且不断增
长。因此，在一段长的时间后，美欧地区在市场作用下将负担不了对中国的纺织品出口设限的成
本，必然减轻或避免国际贸易摩擦。但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中国纺织品行业还是要坚持采取积极应
对突如其来的短期行为，在国际贸易市场中获得最大的利润。 

 三、面对贸易摩擦常态，中国纺织行业应采取的对策 
 1、密切关注全球纺织品贸易局势，积极应对 
 出现贸易摩擦将成为纺织品贸易的一种常态。贸易摩擦到来的时候，平衡被打破，双方寻找

到解决机制建立起新的平衡，在短暂的平衡之后，新的问题出现双方再坐下来寻找办法。因此，中
国纺织品企业要做好心理准备，打持久战，把握好纺织品出口与中国整体经贸发展、对外经贸关系
等重点议题之间的关系，采取积极抗辩的姿态以争取中方利益的最大化，在短暂的平衡期内获得发
展。 

 2、提高企业核心技术，增加产品高附加值 
 从表面来看，中国的近百万家纺织服装企业似乎正在世界上创造奇迹，拥有锐不可挡的竞争

力。但在繁荣的背后应该看到，中国纺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条上仍处于末端。从长远来看，企业应
该创自有品牌，走高端路线，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考虑出口多元化，产品种类多元化，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从本质上增强自身企业的综合实力，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尽快摆脱弱势地
位。 

 3、开拓中转市场，曲线出口 
 中国纺织企业要在单方面设限层出不穷的局面下，进入未有的增长空间就只有转移出口基

地，曲线出口，开拓北非等“中转市场”绕过欧、美限制。欧、美对于进口纺织品需求并未减少，
只是对中国纺织品实施一定限制。美、欧在对中国纺织品设限的同时，已增加了从越南、北非等地
无关税地区的进口量。选择在没有配额限制的这些国家地区设厂，通过这些国家地区出口美、欧可
帮助中国的企业回避‘中国制造’面临的风险，为企业减少大量出口成本，使得企业躲避了贸易摩
擦所带来的震荡，从新获得生机。 

 4、面向国内外开拓市场 
 为了让企业能够分散规避美、欧的贸易限制所带来的贸易风险，企业可以转移其市场的方

向，开拓海外新的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鼓励民间企业用民间资本进行跨国贸易投资，利用相关
国家的资源禀赋进行全球化运作；与此同时，企业还应该重视我国国内的市场，挖掘国内市场需求
潜力，扩大内需，拉动整个产业链的正常运转，进入新的竞争领域来回避全球性的摩擦创造新的经
济增长点。 

 5、完善产业预警机制 
 纺织产业的预警应及时跟踪企业纺织品出口数量、价格等情况，以规避取消配额后的纺织品

出口风险。有了预警机制，企业就能如何更好地学会国际游戏规则，并预先调整自身的出口行为，
以免授人以柄。因此，完善好我国纺织产业的预警机制，对于我国纺织品出口具有重要的意义。 

 面对贸易摩擦，作为一个对外贸易迅速增长的大国，发生贸易争端很正常。80年代的日本，
90年代的韩国都出现过中国现在的不好局面，但是经过不断的提升与摩合，跌跌撞撞成长为经济大
国。我们有能力相信在政府和企业的通力合作下，中国完全能在这纷扰中逐渐变强，实现经济的伟
大复兴（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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