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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刘芹 陈继祥
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管理学院 上海  

摘  要  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具有相对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 集群化发展模式是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 ∀全球价值链

治理是全球价值链中权力拥有者协调和组织分散于全球各地的价值创造的活动 ∀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价值链治

理者常常处于设计和营销环节 获得了大量的附加价值 ∀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多处在全球价值链的制造环节 

与治理者的治理关系属于半层级 必须遵循治理者制定的规则和标准 ∀根据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 我国纺织服装

产业集群不能再依靠低成本的优势参与全球竞争 必须提高营销水平 打造区域特色产业品牌 促进我国纺织服装

产业集群的升级 正确发展和纺织服装治理者的关系 同时嵌入多条全球价值链实行市场多元化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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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111  现  状

  纺织服装业一直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着支柱

产业的作用 ∀年全国纺织工业实现销售收入

 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 1  纺织服装进出

口总额达到 1亿美元 其中出口 1亿美

元 同比增长 1  占我国出口总额的   ∀纺

织工业从业人数也由 年的 万增长到 

年的 万人≈ ∗  ∀

从数量上描述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在国际上的竞

争力水平 可使用衡量相对优势的量化指标 ) ) ) 显



性比较优势指数 ΡΧΑ 它是指一个国家某种商品

的出口值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该类商品出口

值占世界出口总值的份额的比率 ∀计算公式为

ΡΧΑιϕ   ΞιϕΠΞιτΠ ΞωϕΠΞωτ

式中 ΡΧΑιϕ为 ι国第ϕ种商品的显形比较优势指数 

Ξιϕ为ι国第ϕ种商品的出口值 Ξιτ为ι国所有商品的

出口总值 Ξωϕ为世界第 ϕ种商品的出口总值 Ξωτ为

世界所有商品的出口总值 ∀

通常认为 当某种商品的 ΡΧΑ大于 1时 表

明该商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当 ΡΧΑ在 1 ∗ 1

之间时 表明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当 ΡΧΑ在 1 ∗

1之间时 表明具有中等竞争力 当 ΡΧΑ小于 1

时 表明竞争力较弱≈ ∀表 列出了中国纺织服装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可以看出 中国纺织服装业在世

界市场上具有非常好的相对优势 但中国纺织服装

业的竞争优势强度在逐年下降≈ ∀

表 1  中国纺织服装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年度           

指数 1 1 1 1 1 1 1 1 1 1 1

  注 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提供数据测算 ∀

112  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 ) ) ) 集群化发展

经验表明 世界一流的纺织服装企业往往是成

群产生的 如意大利的比拉和普拉托毛纺织工业区 ∀

纺织服装产业集群能形成区域创新网络 实现外部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成员之间建立的基于信任的

广泛 !密切的社会网络能降低交易成本 并利于专业

化分工和合作 ∀纺织服装产业以集群的形式存在能

增加纺织服装产业的竞争力 ∀

2  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集群竞争力

211  全球价值链及其治理

  全球价值链 √∏简称 ∂≤理论

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 !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

销 !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 是实现商

品或服务价值并连接生产 !销售 !回收处理等过程的

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分为

产品升级 !过程升级 !功能升级和链的升级 ∀全球产

业价值链中权利分布的不平等 促使了全球价值链

治理的产生 ∀价值链治理是价值链中权力拥有者协

调和组织各地分散价值的创造活动 ∀根据治理主体

) ) ) 领先公司的类型 可把价值链驱动力分为生产

者驱动型价值链和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 ∀生产者驱

动价值链是典型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通常制造

商是价值链的治理者 如生物医药 !半导体和重机械

产业等 ∀购买者驱动价值链则在劳动密集和消费品

产业中比较常见 比如服装 !玩具 !家用电器等行业 ∀

拥有设计能力 !专利 !品牌和市场资源的零售商 !营

销商和品牌制造商是价值链的治理者 ∀产业的治理

主体掌握权力 决定价值的全球分布 并通过制定参

数 执行 !监督和实施规则 !标准 来组织和协调价值

链各环节中的价值创造活动 控制价值在不同经济

行为体中的分配 ∀

∂ ≤一般有 种典型治理模式 网络治理∂ ≤

各环节企业间平等合作关系 !准层级一家企业通

过指定其它企业产品的各种特征以及遵循的流程而

实施的高度控制和层级式主导企业对 ∂≤ 上某

些运行环节的企业采取直接的股权控制 ∀后来将

网络型划分为模块型 !关系型和俘虏型 种 并根据

价值链治理方式的决定因素 交易复杂性 !信息整理

能力 !供应能力 个方面 对这 种治理模式进行比

较各类型的特点见表  相同的 ∂≤ 可能同时存

在不同的治理形式 ∀

表 2  5 种治理类型特点比较

治理类型
交易的

复杂性

信息整理

的能力
供应的能力

明晰协调和权利

不对称的程度

市场 低 高 高

模块 高 高 高

关系 高 低 高

俘虏 高 高 低

等级 高 低 低

 低

 高

  不同治理模式对于地方产业集群的产品 !过程 !

功能和链的升级影响是不同的 ∀治理者通过对价值

链的治理使发展中国家集群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接

受领先公司的技术 !资金 !知识和信息的扩散 将有

助于在价值链中实现从 ∞ 到 ⁄ 最后上升到

 的阶梯式的升级 从而能创造和留住更多的价

值量 ∀但是在与治理者互动的过程中仅仅能得到产

品和过程升级 功能和链的升级受到一定限制 如果

发展中国家集群的发展威胁到治理者核心能力 产

品和过程升级也会受到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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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全球价值链治理现状

  纺织服装产业是典型的购买者驱动价值链 生

产创新 !市场开拓战略和管理成为获得高附加知识

和高附加价值的关键环节 ∀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治理能力如图 所示 ∀

图 1  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治理能力
 

纺织服装产品设计常常是在米兰 !纽约 !巴黎等

著名的时装之都 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根

据发达国家北美和西欧的订单标准制作 受到发

达国家销售网络的控制 ∀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 那

些从事设计和销售环节的企业是/战略环节0 是全

球价值链的治理者 并具有较大的附加价值和利润 ∀

通过对服装产业 ∂≤的研究发现 为美国采购

商生产的东亚国家供应商处于一个从 ∞ 到

⁄ 甚至到  的升级轨迹≈ ∀发展中国家纺织

服装集群进入准层级治理形式的 ∂≤ 有助于集群

生产过程和产品升级 ∀印度 ∏毛织品集群进

入的是市场型 ∂≤ 治理链 有助于实现功能升级 ∀

而中国 !印度和巴西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制造商

在参与全球 ∂ ≤中提高了设计和营销能力 但功能

和链的升级受到治理者不同程度的阻碍≈ ∀对巴西

斯诺斯鞋业集群的研究表明 它所在的全球产业链

条的治理是有地域差异性的 而这种差异性又从不

同层面影响着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 ∀

3  基于 Γς Χ治理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311  现  状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服装工业迅猛发展 形成众

多以产品品种为导向的区域性产业群 ∀到 年

月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拟定的我国纺织产业集群

基地市县和特色城镇试点地区已达 家 经济总

量占全国纺织经济总量近   ∀这些极有活力的

纺织集群经济带 以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环渤

海三角洲这三大经济圈为辐射中心 集中了全国

1  的纺织企业 1  的纺织从业人员 

1 的纺织出口交货值 ∀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

展使我国纺织服装业的外部规模经济和整体配套能

力不断增强 企业的创新环境日益优化 企业间的学

习和信息传导机制逐步完善 从而促进了行业的区

域性资产整合 带动了集群内外的合作竞争 并成为

吸引大跨国公司投资的主要因素 ∀

从全球价值链来看 由于我国设计 !技术和销售

网络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 但同时又拥有低廉的劳

动力 所以在全球价值链中 我国的这 个纺织服

装基地和特色城镇大多数仅仅从事标准化成衣的加

工 !原始装配和 ∞ 贴牌等缺乏品牌的产品生

产 处于低附加价值的环节 与其它集群的价值链治

理模式是半层级式的 ∀因此接受发达国家纺织服装

产业价值链的治理 遵循治理者制定的规则和标准 

按照他们的订单计划生产和发展自己 ∀在全球化的

今天 我国的纺织服装产业不能再依靠低劳动力成

本获得竞争优势 必须提高产品附加值或者是向上

游的面料研发拓展 或者是向终端的产品设计 !品牌

塑造延伸 或者是在物流环节提供增值服务 在与治

理者互动的过程中得到价值链的升级 ∀

312  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发展战略

31211  打造区域品牌

拥有品牌 !设计和营销能力的纺织服装集群是

价值链上的治理者 拥有更多的价值和权利 ∀所以

目前我国纺织服装集群内企业之间要合作 打造集

群整体品牌 把集群品牌和产品品牌结合起来将产

品推向市场 ∀同时应该设法挤进国际销售网络 同

大的零售商合作 可以在国内为跨国企业提供生产

基地 ∀纺织服装集群渠道建设的趋势应该是以终端

市场为中心进行营销渠道管理 使渠道体系趋于扁

平化 渠道体系各成员关系由交易型向伙伴型转变 

由传统的单一销售渠道向多渠道销售演变 ∀

31212  促进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升级

地方产业网络应结合自身区域特色 挖掘内部

生长因素 积极回应全球产业的变化 同时在全球价

值链中 与区外经济行为主体灵活互动 嵌入全球价

值链某个或某几个/战略性环节0 并通过改变自身

在价值链中的嵌入位置和组织方式 提升产品 !改变

效率 或迈入新的相关产业价值链 从而创造 !保持

和捕捉更多价值 ∀

=  > 纺织学报 第 卷



31213  发展与纺织服装治理者的关系

中国地方产业网络必须充分挖掘自身的创新能

力 主动调整自身与全球价值链的整合方式 积极与

治理者互动 从而突破治理者在价值链关键环节设

置的/壁垒0 顺利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全面升级 ∀

但是不能对治理者产生过多的依赖 这样不利于功

能升级 并防止被控制从而降低利润来源 ∀

31214  嵌入多条全球价值链实现市场多元化

处于不同类型治理模式的集群会带来不同的升

级模式 因此我国纺织服装集群应同时和多个市场

联系 加强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 即利用供应全球

购买者时所获得的知识来供应和开发其它可能是

较小的市场 以便平衡与不同客户的关系 从而在

参与不同的治理模式过程中尽可能获得多种升级

方式 ∀

4  结  论

纺织服装产业的集群化发展 在全球价值链中

获得更多附加价值对于增强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国

际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纺织服装产业必须

加强集群效应 改变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 向价值

链中具有高附加价值的设计和营销端移动 增强在

全球纺织服装价值链上的治理能力 以使我国从纺

织服装产业大国向纺织服装产业强国转变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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