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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纺织品服装后 ×≤时期的对外贸易

刘跃军
中原工学院 郑州 

摘  要 ×≤协定动摇了 ƒ时代国际纺织品服装市场格局形成的基础 引起国际纺织品服装市场份额的重新分割 ∀总结我国加

入 • ×后纺织品服装对外贸易的变化 提出应动态发挥我国要素禀赋优势 把握后 ×≤时期国际纺织品服装市场变动趋势 提高

国际市场竞争力 ∀

关键词 ×≤  纺织服装  出口  要素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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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定自 年 月 日生效以来 将国际

纺织品服装贸易分阶段逐步纳入了 • ×框架下的

贸易自由化体系 ∀按照我国加入 • × 协定书和工

作组报告书的有关内容和条款 我国在成为 • ×正

式成员之日起 随即享受 ×≤ 规定的纺织品服装贸

易领域中的一体化待遇 ∀反思我国加入 • × 后近

年来纺织品服装对外贸易的变化 仔细分析 ×≤

协定已经对国际纺织品服装市场竞争环境产生的影

响 能使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后 ×≤ 时期国际纺织

品服装贸易发展趋势 顺应世界贸易发展潮流 应对

新形势下的国际竞争 ∀

1  ΑΤΧ协定的本质是将/制度安排0转向/市

场安排0

  ×≤ 协定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对外贸易的影响 

不少专家 !学者做过富于成效的专题研究 对我国加

入 • ×后的/有利0与/不利0影响 带来的/机遇0与

/挑战0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 这些研究对搞清我国

加入 • ×后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起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 ∀ ×≤ 协定生效已  年多时间 我国已加入

• × 对我国加入 • ×后纺织品服装对外贸易变动

进行分析 可以进一步把握 ×≤协定的实质 ∀

×≤协定的核心内容是从 年至 年分

阶段取消纺织品进口配额 同时对未取消配额部分

要求进口国给出口国规定一个相对的年增长率 即

额外增长率见表  直至配额全部取消≈ ∀
表 1  纺织品服装贸易一体化进程

阶段 时  间
取消配额比例

  

额外增长率

  

      ∗       

      ∗       

      ∗       

       

  从表面上看 ×≤ 协定要求各进口国逐步取消

纺织品服装进口数量限制 但实际效果却因各国具

体情况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 ×≤协定本身并不能增

加世界纺织品服装总需求量 其带来的影响在很大

程度上是市场的重新分割 即从配额数量分配的/制

度安排0逐步过渡到竞争机制下的/市场安排0 这对

某一特定国家来说 并不意味着市场的扩大 ∀一般

而言 配额制度对许多纺织品出口国的影响都是先

有弊后有利的 ∀在出口增长阶段 劳动力成本低 产

品竞争力强 配额制对纺织品出口增长起到了限制

作用 但随着经济发展 纺织工业走向成熟阶段以

后 劳动力成本提高 后起国家与地区的竞争和对市

场的争夺不断加强 配额制度则会对出口在配额范

围内的稳定而有限的增长起到保护作用 配额制则

从限制转向了保护 ∀从这个意义上讲 ×≤ 协定对

不同国家纺织工业发展的影响效果及程度 与纺织

品服装贸易一体化的实际进程及各个国家纺织工业

发展阶段相关 ∀

2  ΑΤΧ协定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影响的

实证分析

   年是我国加入 • × 后的第一个完整年

度 美国 !欧盟 !加拿大 !土耳其等对我国纺织品服装

出口设限的国家和地区按照协定相继取消了部分配

额限制 我国向上述国家出口的纺织品服装获得

×≤协定赋予 • ×成员国的贸易利益 ×≤ 协定对

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影响初步显现 ∀虽然 ×≤ 协

定前期影响效果的绝对量并不大 但其影响趋势已

昭然若揭 ∀

2 .1  纺织品服装出口创历史新高[ 2]

从近 年出口情况来看 不仅在绝对数量上创

历史新高 而且在出口增长率方面 年比 

年也显著增长见图  说明我国加入 • × 后配额

逐步取消使纺织工业的比较优势得到初步体现 ∀这

种优势还表现在净创汇额方面 纺织工业净创汇额



是我国实现外贸顺差的重要保证 ∀可以这样讲 如

果没有纺织行业的高额净创汇 我国近年来的外贸

则可能出现贸易逆差见表  ∀

图 1  年 ∗ 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情况

表 2  年 ∗ 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统计表  亿美元  

项目

年 年 年

全国
纺织品

服装
全国

纺织品

服装
全国

纺织品

服装

出口额      

进口额      

贸易差额      

  资料来源 海关统计

2 .2  出口量增价跌 ,国际市场竞争更加剧烈

据海关统计 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在数

量大幅增长的同时 出口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其

中纱线出口平均单价下降 1  服装不含附

件平均单价下降 1  反映出我国纺织工业仍

未改变数量型出口增长模式 ∀出口额的增长是由出

口量大幅增长拉动的 而出口量的增长又是以出口

价格的降低实现的 ∀价格竞争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

恶化了市场竞争环境 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利益 ∀随

着配额的不断取消 价格竞争将更加激烈 ∀

2 .3  对设限国家出口额增长大于非设限国家

我国是纺织品服装出口受限国别最多 !受限产

品范围最广 !配额结构最不合理的国家 ∀因而 ×≤

协定对改善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环境具有明显作

用 ∀即使在配额取消比例不大的第二个阶段 我国

对设限国家出口增幅也大于非设限国家 ∀年

我国对设限国家出口 1亿美元 比 年增

长 1  对非设限国家出口 1 亿美元 比

年增长 1  ∀其中纺织品与服装出口增长

幅度均表现为对设限国家大于非设限国家见表


≈ ∀进入后 ×≤时期 这种趋势会更加明显 ∀
表 3  年我国对设限国家与非设限国家出口增长比较

项目

纺织品服装 纺织品 服装

设限国
非设

限国
设限国

非设

限国
设限国

非设

限国

出口额亿美元      

增长率      

  资料来源 海关统计

3  后 ΑΤΧ时期国际纺织品服装贸易回归自

由化的忧虑

  按照 ×≤协定规定的时间表 年要一次性

取消  的配额 实现纺织品服装贸易自由化 无

疑将对国际纺织品服装贸易格局带来巨大冲击 ∀我

国加入 • ×后纺织品服装出口实践证明 届时我国

纺织工业的比较优势将得到充分体现 出口额将进

一步扩大 ∀然而 从 ×≤ 协定前期执行情况看 发

达国家并不情愿放弃对本国市场的保护 纺织品服

装贸易一体化进程比预计得要慢 ∀后 ×≤ 时期配

额取消力度要远远大于前期 发生变数的可能性也

将大大增加 ∀如果量增价跌的趋势进一步发展下去

的话 发达国家很可能采取其它措施对其市场进行

保护 从而在一定程度影响 ×≤ 效应的发挥 甚至

产生负面影响 ∀

  从 ×≤协定前 个阶段的执行情况看 主要发

达国家并没有完全按照 ×≤ 所规定的配额取消比

例执行 ∀因此 届时能否按期完全取消配额就要打

折扣 ∀即使配额能够全部取消 并不代表着自由化

就能理想的实现 ∀发达国家正在考虑或已经启动了

一些新的措施替代配额制 如生态标准 !劳工标准

等 同时许多国家还加强了反倾销反舞弊的力度 ∀

上述情况表明 纺织品服装贸易回归自由的进程会

遇到各种新的障碍 ∀利用 • ×规则 应对不断出现

的新贸易壁垒 是我国纺织行业必须面对的现实 ∀

4  充分把握 ΑΤΧ过渡安排 ,巩固与扩大我

国纺织品服装优势地位

  我国是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 纺织

工业在较长时期内将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比较优势地

位 ∀按照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

禀赋理论 一国的国际贸易形式决定于该国的要素

禀赋 ∀各国总是出口那些较密集地使用其相对充裕

的生产要素的商品 以交换那些较密集地使用其相

对稀缺的生产要素的商品 由此构成世界贸易格局 ∀

纺织工业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其劳动力成

本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纺织工业的竞争地

位 ∀我国作为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 尽管近

年来其比较优势地位受到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挑

战 但总体上还保持相对优势 ∀但我们也应该充分

认识到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谬尔森对要素禀

赋论的进一步推论 随着国际贸易的自由进行 各国

的商品价格将趋于一致 同时各国的生产要素价格

也将趋于均等 ∀这是因为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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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势必导致各国增加其相对充裕生产要素的需求

量 引起这种要素价格上升 相反 该种要素相对短

缺的国家则缩小了密集使用该要素商品的生产规

模 减少了该要素需求量 引起这种要素价格下

降≈ ∀按照该推论 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地位伴

随着自由化进程将逐步削弱 保持纺织工业持续发

展有赖于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

上述分析应用的是静态的要素禀赋理论 从动

态角度看 我国纺织工业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是处

在不断变化之中的 国际贸易自由化趋势必将对原

有的贸易形式和市场格局产生影响 劳动力成本低

的优势也不可能长期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法

宝 ∀从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看 工业化初期应该利

用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积累资本 学习和开发利用

先进技术 逐步从劳动力优势向资本 !技术优势转

移 根据要素禀赋变化及时调整对策 在工业化进程

中保持竞争优势地位 ∀

我国纺织工业已经具备了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

效益型转型的条件 实现这种转型既可以减少发达

国家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实施新的贸易障碍 实

现市场份额的稳步有序扩大 又能提高行业盈利能

力 增强国际竞争力 ∀

5  结  论

  我国加入 • ×后纺织工业发展实践证明 ×≤

协定的影响已初步显现 ∀由于 ×≤ 协定后期力度

比前期大得多 因而后 ×≤ 时期的国际纺织品服装

市场将发生更多的变数 ∀我国应动态地利用自身要

素禀赋优势 顺应国际贸易发展趋势 在市场重新洗

牌的过程中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 ∀

参 考 文 献

  王忠明等 中国加入 • ×干部培训读本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   ∗  

  杜 洲等 Π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 北京 中国纺织出

版社   ∗  

  ΠΠ√ 

  荣朝和等 简明市场经济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第 卷第 期

年 月

纺  织  学  报
∏×¬ 

∂ 

∏

服装市场现象与品牌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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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服装市场几种常见现象的研究和分析 提出品牌服装营销策略的有效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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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国内服装企业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新形势 ∀国外众多的知名品牌已经把注意

力转向有着巨大潜力的中国服装消费市场 而国内

的服装企业 尤其是一些中 !小型企业似乎还没有做

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许多服装企业仍然处在市场定

位不明确 !产品无个性 !风格混乱 !品牌运作能力低

下的层面上 ∀这样的状况若不尽快改变 与那些在

产品的品质和营销方面都积累了很大优势的国外服

装品牌是无法抗衡的 ∀

1  款式雷同 !设计从众现象

  在品牌林立的服装商场 人们很容易发现 / 流

行0 ∀许多品牌不仅款式 !色彩 !面料相同 甚至销售

价格也会相差无几 ∀面对这样的/流行趋势0 不禁

让人们扪心自问 买了这样的服装还能在茫茫人海

当中找到自己吗 

放弃自己的见解而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 谓之

从众 ∀从众造就了流行 但也失去了自我 ∀服装市

场的从众现象 是服装企业产品相互效仿相互抄袭

的结果 ∀一些中 !小服装企业 由于缺乏稳定的面辅

料供应渠道和产品设计开发能力 同时又急于获得

市场的一份销售份额 便急功近利地生产所谓/ 流

行0的服装 以降低和躲避新产品开发的风险 ∀如果

说这样的品牌运作还能维持现状的话 那么更多的

国外品牌进入中国之后 这样的服装企业恐怕就难

以维持了 ∀解决这种款式雷同 !设计从众的问题 可

以从两方面人手 一是在流行中追求个性 二是开拓

更广阔的市场 ∀前者 首先要正确理解流行 ∀流行

从表面看只是某些款式或色彩在受宠 但究其实质 

却是特定的社会心理需求的趋同 ∀因而 设计师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