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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概括了 世纪后半期亚洲棉纺织工业重心的两次转移的进程 重点分析了其对世界尤其对中国的影响 通过对几个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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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早期 其纺织工业几

乎都有过兴旺的阶段 几乎是其经济繁荣之路上的

最重要的里程碑 ∀亚洲自古以来就是传统纺织业的

发源地 但那不过是手工纺织 ∀真正意义上的机器

纺织工业的兴起还是始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 ∀在此

后近 年里 世界纺织工业的发展格局经历了数

次重心的转移 ∀第一次转移发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

时期 纺织工业生产的重心从东方转移到以英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 以棉纺织业为开端建立了近代机器

工业 ∀在这次转移中 亚洲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

积极向西方学习 引进先进的工业技术 建立了近代

棉纺织业 成为亚洲现代棉纺织工业的开拓者 ∀随

后亚洲的中国 !印度等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也在殖民者建立的不平等世界经济体系的冲击下建

立了近代棉纺织业 ∀但是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亚洲的纺织工业在世界纺织工业中的比重都是不大

的 尽管这里是纺织工业原料的主要产地 ∀亚洲真

正成为国际纺织工业的中心还是在二战以后 是随

着世界纺织工业生产重心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转移而

逐步形成的 ∀

1  以韩 !港 !台为代表的东亚纺织工业中心

的形成与发展

  二战后 随着资本 !技术 !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

国流动 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纺织工业生产区域结构

的变化 在 世纪 年代出现了纺织工业生产重

心的第二次转移 以韩国 !香港 !台湾为代表的亚洲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纺织工业开始兴起 ∀从 

世纪 年代起 美 !欧 !日开始进入后工业化社会 

其表现为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广泛应用于生产

实践 导致一大批新兴工业的快速发展 如石油化

工 !宇宙航空 !电子计算机工业 !微电子工业等 同时

又对传统的纺织 !机械 !钢铁等行业进行技术改造 ∀

而更重要的是对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 大幅度

降低农业和低附加值的工业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

重 大幅度提高高附加值的工业产业尤其是服务业

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 而把淘汰下来的低附加值的

工业产业向相对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转移 ∀

于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纺织工业逐渐衰退 亚洲

以韩 !港 !台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纺织工

业开始兴起 渐渐形成了一个东亚纺织工业中心 并

开始带动周边国家纺织工业的发展 ∀从 年到

年 亚洲纺织工业所占世界总量从  上升到

  而欧洲北美纺织工业则保持在世界总量的

  年为   
≈

各占半壁江山 ∀由于韩 !

港 !台等国家和地区并不盛产棉纺织工业原料 因而

这一时期的亚洲纺织工业以生产加工中低档产品为

主 并大量出口常规产品 技术水平和资本投入远远

比不上欧洲北美的纺织工业 ∀

2  以中国 !印度等国为核心的亚洲纺织工业

中心的最终形成

  从 世纪 年代开始 国际纺织工业生产重

心发生了第三次转移 随着韩国 !香港 !台湾等新兴

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进入传统产业结构升级的行列 

亚洲纺织工业生产重心开始向中国 !印度 !巴基斯坦

及东南亚地区转移 ∀这次调整的趋势是 发达国家

美 !欧 !日为技术密集型纺织业 产品侧重于流行

性 !变化性 !高质量 !高附加值 特别是高技术纺织

品 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韩国 !香港 !台湾等为资

本密集型 生产经营中高档纺织品 发展中国家中

国 !印度 !巴基斯坦 !东南亚和拉美地区以生产加工

中低档产品为主 并大量出口常规产品 ∀今天 发达

国家的纺织工业仅加工发展中国家纺织工业加工的

三分之一的棉花 而发达国家的纺织品消费总量已

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总量 使人均消费超过人口众多

的发展中国家的三倍≈ ∀发展中国家成为纺织品净

出口国 加工生产的纺织品超过本国消费量的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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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从而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品种齐全的纺织品 ∀

他们稳定和可靠的廉价劳动力来源和大量优质棉花

的种植保证了自己有机会充分利用这个机遇 把纺

织工业发展作为未来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 ∀至此 

以中国 !印度为核心的亚洲纺织工业中心的最终形

成 其他主要成员还有巴基斯坦 !土耳其及印尼等 ∀

印度 !巴基斯坦 !土耳其 !印度尼西亚等国纺织工业

的优劣势为 

印度的纺织工业占国内总产值的   全国出

口的  从业人数  万人 ∀纺纱设备相当新 

  ∗  的纱锭是 世纪 年代安装的≈ ∀印

度是世界第三大棉花生产国 其棉花来源稳定而质

优 年产量 万吨 为世界总产量的   ∀劳动力

成本低廉 纺织工人工时工资仅为 1美元以下≈ ∀

为提高印度纺织工业的竞争力 印度政府还为纺织

工业改造提供了 亿美元的资金 ∀从环锭纺设备

数看 印度已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棉纺生产

国 ∀目前纺纱厂已达到一千五百余家≈
棉纺织品

是该国的出口重点产品 ∀印度政府还推出了国家纺

织业新政策×° 力求通过开放纺织投资市场 建

立纺织现代化基金等政策 促进纺织服装业现代化 

提高国内棉花生产 增强纺织服装业的竞争力 ∀

巴基斯坦的纺织工业是其最重要的工业 雇佣

了全国   的产业工人 出口占整个国家的

 
≈

且其纺织工业整体几乎全部是私有企业 纺

织工人工时工资基本等同于印度 ∀巴基斯坦的纺织

工业完全依赖本国年产 万吨的棉花供给 但巴

基斯坦棉花质量欠佳纤维短粗 含杂率多达   ∗

   纺织工业的发展深受棉花产量受灾而产生的

高价 !棉花补贴的取消和棉花原料出口的影响 因而

需要引进棉花以澳棉和美棉为主  ∗ 年

度共引进外棉 1万吨≈ ∀巴基斯坦目前尚未能够

吸引任何国外资本的投入 限于资金和市场渠道 其

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尚比较弱 ∀为了加速纺

织工业现代化进程 政府正加大投资力度 同时积极

解决自身的结构问题 减少整个国民经济对纺织工

业的严重依赖 尽快完成工业结构的改造 ∀

土耳其的纺织工业占整个国家出口总值的

 
≈

雇佣了全国  的产业工人 且盛产优质棉

花 近 年来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形成相当的生产规

模 是中国之后的欧盟第二大纺织品出口国 ∀土耳

其纺织工业在现代化生产设备上和生产效率上具有

明显优势 尽管刚刚成为主要纺织生产国 但已成功

占有了一个较高的市场定位 ∀其不足是由于本土消

费市场有限 土耳其的纺织工业对出口过于依赖 ∀

印度尼西亚纺织工业也在亚洲占有重要地位 

但因受 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和国内政局动荡的

影响 近几年发展欠佳 此处不再多议 ∀

总之 自 世纪 年代以来 印度 !巴基斯坦 !

土耳其等国都在加大纺织工业的投资 产品质优量

大 迅速抢占国际市场 对我国棉纺织业构成了极大

压力 ∀

3  亚洲纺织工业中心与我国纺织工业发展

的关系

  纺织工业是我国传统产业 在新中国 多年的

快速发展历程中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具有

市场进入壁垒小 竞争激烈的特点 同时也是我国最

重要的出口工业 约有 Π的产品销往国外 占国家

出口总额的   为外贸顺差提供 亿美元的净

值≈ ∀目前无论是主要纺织品的生产能力 还是占

世界贸易比重 我国纺织工业在国际上均有极其重

要的地位 ∀随着亚洲纺织工业中心的形成 我国当

之无愧地成为这个中心的核心国之一 ∀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我们可以稳居首位 相反 正是由于亚洲纺织

工业中心是由中国 !印度等几个纺织工业大国共同

组成 各有各的优势与劣势 其他国家纺织工业的快

速发展势必会给我国造成极大压力 ∀作为已经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的世界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 我国面

临着严峻的挑战 ∀我国的纺织工业既要满足国内不

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也要击败出口和进口市场上的

国际竞争对手 ∀

311  我国的不足之处

首先 目前国内大部分棉纺厂的设备相对落后 

新型无梭织机的比率仅为   而巴基斯坦已达

1  印尼达 1  ≈ ∀究其原因是由于他们自

世纪 年代以来 积极利用外资大力引进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纺织设备 其中印度新增设备  

万锭 巴基斯坦 万锭 印尼 万锭 从而使产

品质量有了根本性的保证 增加了他们的竞争优势 ∀

我国从上个世纪 年代至今已禁止进口棉纺纱锭

超过 年 而在这 年里 国际纺织设备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 创新型 !高科技型设备层出不穷 使棉纱

质量得到了不断提高 ∀

其次 我国原材料价格高 ∀棉纺产品的成本

 以上来源于原料 目前我国原料价格平均高出

国际市场  
≈

并且限制进口外棉 ∀这也给印

度 !巴基斯坦等国造就了非常有利的竞争优势 ∀

我国的水电费 !人工费相对较高 ∀印度和巴基

斯坦电费为 1元人民币度 印尼为 1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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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度≈
均低于我国 且他们地处内陆 气候干

燥 常年不用制冷机 在夏天只用冷水降温 ∀同时这

些国家的纺织工人工时工资仅为 1美元以下 均

低于我国 ∀这些都降低了其产品成本 ∀

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棉纺织加工能力偏大 低水

平重复建设严重 技术水平低 装备水平落后 且由

于国内棉花市场供应不足 造成对化学纤维的过分

依赖 与国际消费市场上的主流趋势相反 减弱了我

国纺织品的吸引力 ∀

我国还面临着发达国家对我实施的纺织品出口

配额的限制 ∀如在对欧盟的出口问题上我们有配额

限制 而土耳其则没有 ∀我国是欧盟第一大纺织品

出口国 土耳其为第二 在和我国的竞争中 土耳其

充分利用其畅通的渠道 在与目标市场的交流对话

上占有明显优势 这意味着土耳其成功地占有了一

个略高于我国的市场定位 ∀

312  我国的优势

纺织工业中心由日韩台港转移到我国内地 给

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实惠 ∀一流的加工技术 !销售渠

道 !设计能力 !熟练技巧和工业环境都被完整地带入

到大陆 进一步强化了本土的纺织工业 ∀这些国家

和地区的资金和技术融入我国的纺织工业 带来了

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 !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 ∀香

港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服装中心 给我国内地纺织品

提供了最有效的出口支持 ∀

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 主要的非关税壁垒已

经取消 税率已开始降低 这意味着我国纺织工业可

以享用世界同样的纤维供应价格 在同一个起点参

与竞争 避免过去人为造成的过高纤维价格的影响 ∀

我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投资对象国 其中相当的资

金流入纺织行业 有效地提高了整体竞争能力 ∀

总之 作为亚洲纺织工业的龙头老大 我国面临

着其他国家激烈的竞争 他们将尽其全力维持他们

的市场地位 从而对我国产生更大的压力 ∀我们只

有依靠对市场更深的理解 对产品不断的创新 对生

产技术的进一步改进 在技术和人力资源上的连续

投资 及对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 充分发挥我们

的优势 尽力弥补我们的不足 中国的纺织工业才能

赢得和其他纺织国家的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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