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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纺织产业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俞涔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摘 要】纺织业是浙江国民经济举足轻重的工业部门, 也是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本文运用多元统计软件, 通

过横向和纵向的比较, 分析浙江纺织业的综合竞争力状况, 并揭示其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制定和调整纺织产业政

策和贸易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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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业是浙江省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作为浙江省的传统优势产业, 它是全省扩大出口创汇、增加财政收入、安置劳

动就业、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 纺织工业是浙江最早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之一。在二十几年的发展中, 浙江纺织业基本上完

成了从幼稚产业向成熟产业的过渡, 形成了上、中、下游相衔接, 棉、毛、麻、丝、化纤、服装、纺机等相配套的较为完整的

产业体系。产业综合能力不断增强, 国际贸易地位逐年提高。后配额时代的来临, 在新的国际贸易环境下, 纺织业也面临着新

的机遇和挑战。在浙江纺织服装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 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其经营业绩、生产效率并没有明显提高。提高纺织

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赢得国际市场, 打造自有品牌是浙江纺织服装业迅速发展的关键。 

一、浙江纺织业综合竞争力的横向比较分析 

为了对浙江省的纺织工业的发展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本文运用多元统计软件对浙江省纺织工业的有关经济指标做了因

子( 主成分) 分析, 力求对浙江省纺织业的发展有更清楚和正确的认识。 

要评价一个地区的纺织业的综合经济实力, 不能单独地用某一个指标为依据, 而需要分析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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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不同作用, 按一定的顺序, 进行综合评价。为此, 我们选取了 11 个指标, 31 个省市( 自治区) 。11 个指标 X1～X11 的

具体含义如下: X1: 产业企业单位数目； X2：工业总产值； X3: 工业销售产值； X4: 出口交货值； X5:产品销售收入； X6: 

利润总额； X7: 资金利润率； X8: 资产负债率； X9: 成本费用利用率； X10: 全员劳动生产率； X11: 产品销售率。 

为了消除各变量之间在量纲上的不同而带来的影响, 我们对全国 31 个省市 2004 年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用统计软

件 SPSS进行主成分分析, 计算出相关系数矩阵, 由累积贡献率可以看出前三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 86.11%( >85%) , 基

本上保留了原来 11个指标的信息。 

根据主成分分析的基本原理, 全国各省市的纺织综合经济实力之间的差别可以由三个主成分 Y1、Y2、Y3反映。在第一主成

分 Y1中, 除了 X8、X11之外, 其余 9项指标与第一主成分的相关系数都较大。因此, 可以用这一成分代表纺织生产的发展规模。

第二主成分可认为是纺织综合经济效益。第三主成分 Y3则代表了纺织产业的销售状况。 

利用前三个主成分的各自的方差贡献率 , 将他们加权合成就构成了一个地区纺织综合竞争力的评价模  型

Y=0.5959Y1+0.1710Y2+0.0942Y3, Y 便是各地区的综合得分。如表 2 所示。各省市的顺序是按综合得分的数值由大到小,即纺织

综合竞争力由强到弱排列的。 

 

从上述的分析结果来看, 我国各省市纺织综合竞争力差别较大, 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总体来看, 从东部、中部到西部, 是

由强到弱排列的。纺织工业发展水平以东部沿海少数几个省市的实力最强, 其中浙江省纺织业排名第一。 

2004 年, 浙江纺织业利润总额达 89.18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0.6%, 居全国之首。虽然面临原材料价格上涨、国际纺织贸易

摩擦加剧的双重压力, 但浙江纺织行业仍显现出强劲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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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江纺织业综合竞争力的纵向比较分析 

为了对浙江省的纺织工业的发展现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笔者运用 SPSS 统计软件对 1996～2004 年浙江省国有及规模以上

非国有纺织工业有关经济指标做因子分析, 具体指标如下: X1: 职工人数； X2: 企业单位数； X3: 工业生产总值； X4: 产品

销售收入； X5: 产品销售费用； X6: 利润总额； X7: 工业增加值率； X8: 资产负债率( %) ； X9: 资金利润率； X10: 流

动资产周转次数； X11: 产品销售率； X12: 全员劳动生产率； X13: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净出口。 

根据 1996～2005年《浙江统计年鉴》的数据, 为了消除各个变量之间量纲上的差异, 先对原始数据做了标准化处理, 然后

再用 SPSS做因子分析。 

两个主成分分别为第一个公共因子 Y1和第二个公共因子 Y2。由旋转后的因子负载矩阵可以看出: 第一个公共因子对职工人

数、企业数目、工业总产值、产品销售收入、产品销售费用、工业增加率、资产负债率、总资金利润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有

绝对值较大的负载系数, 命名为“生产规模及经济发展水平”因子； 第二个公共因子对利润总额、产品销售率、全员劳动生产

率有绝对值较大的负载系数, 命名为“经济效益”因子。 

其次, 从公共因子在各变量的负载系数来看, 第一个公共因子中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数目有较大的正值, 说明浙江省的企业

竞争力较强, 规模比较大。然而, 工业增加率、资金利润率和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却有着较大的负值, 说明了纺织企业在资产的

使用效率和盈利能力上还有所欠缺。第二个公共因子中的产品销售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有着较大的正值, 反映出竞争力的提高

直接与销售状况有关,扩大国内外两个市场的销售量可以给企业带来不错的经济效益。 

 

用回归法计算各公共因子得分, 并根据各因子得分和方差贡献率加权合成得到综合竞争力得分, 用公式表达即: 

F=0.7970*F1+0.1644*F2, 计算出的结果如表 4所示。 

由因子得分表可以看出: 1996～2005年来, 综合得分由负变正, 其中 2005年得分最高, 说明 2005年的综合竞争力最强, 其

次是 2004。1996～2002年的综合得分为负, 说明这几年的综合竞争力处在 2003- 2005年之下, 而 2002～2005年呈现高速增长

趋势。从各个因子得分情况来看, 第一因子的得分情况和综合得分情况相类似, 这主要是因为 90年代后期以来, 浙江纺织业发

展过快, 投资迅速扩张, 导致产能的过剩。第二因子从 1996～2005年的得分基本上都是不断增长的, 经济效益持续提高, 这期

间, 浙江省的纺织工业加快了结构调整, 注重生产技术的进步, 促使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 从而形成了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企

业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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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与结论 

根据我们对浙江纺织行业竞争力的分析, 我们认为,浙江纺织行业综合竞争力情况如下: 

1.浙江纺织服装行业的综合竞争力较强, 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因此, 我们应着力于发挥浙江省纺织服装业成本和质量优势, 

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 

2.浙江省纺织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 稳步提升。无论是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有了较大的进步。 

3.浙江省纺织业的飞速发展和进步主要得益于资源禀赋带来的成本优势、区位和行业优势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开放搞

活的政策优势。 

4.资产负债率、资金利润率、工业增加率和流动资产周转次数等因子对竞争力的贡献值仍有着较大的负值, 这表明浙江纺

织企业在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及盈利能力上还有待于提高。 

浙江省纺织业的发展现状表明我们的纺织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然而, 浙江纺织业又缺乏自己的核心优势, 如产品的

开发能力弱, 创新设计能力不足, 企业机制不活, 管理水平不高等。因此, 浙江省纺织产业要以市场为导向, 以提高整体素质

和增强竞争能力为核心, 以实现由纺织大省转向纺织强省为目标, 运用高新技术, 大力推进结构调整, 加快改造步伐, 推进纺

织工业的全面升级。在提高产品质量、技术档次、售后服务和品牌上下功夫, 提高纺织业总体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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