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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下浙江纺织服装业出口竞争新优势培育研究 

王瑞荣        吴刚 

( 1．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经贸管理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2． 浙江科技学院 科研处，杭州 310023) 

【摘 要】制造业是浙江省经济发展的基石，制造业出口对浙江经济发展拉动作用凸显。然而，在传统的低成本

要素驱动优势难以为继的背景下，创新驱动成为保持和提升浙江省制造业出口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文章以浙江

省纺织服装产业为例，在对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归回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创新驱动对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出口

竞争新优势的影响。结果显示: 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出口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产业竞争优势和品牌竞争优势与

广东、江苏、山东、福建相比还具有一定的差距; 创新驱动与浙江纺织服装产业出口竞争新优势具有单项因果关系。

就新产品出口额来说，Ｒ＆D 经费内部支出的拉动作用显著大于 Ｒ＆D 人员，而出口交货值正好相反，Ｒ＆D 经费

内部支出的拉动作用小于 Ｒ＆D 人员。这说明，在新产品研发促进出口方面，创新驱动的优势更加显著。最后探

讨构建了“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金融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五维创新驱动路径，以培育浙江纺织服装

产业的出口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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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关于出口竞争新优势的研究是近三年国内学者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如王涛生
②
在分析出口产品质量对出口竞争新优势

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衡量出口产品质量、品牌、技术和服务的测度模型，实证测度了中国出口商品的出口竞争新优势。

许德友
③
基于市场规模的视角，提出以内需市场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然而，聚焦纺织产业研究培育其出口竞争新优势的文献相

对较少，相关文献只是就出口竞争新优势中的品牌、技术方面进行了研究。如周伟等
④
提出通过培育品牌、技术等“非价格竞争

优势”，实现纺织品附加值的提升，进而提升中国纺织品出口的整体竞争力。肖文等
⑤
认为过度竞争导致中国纺织品比较优势大

体下降，究其原因“企业技术创新激励不足、品牌培育力度不够”是主导因素。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国内学者对浙江省纺织服

装业竞争新优势的培育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从技术创新视角分析浙江纺织服装业提升出口竞争优势的路径
⑥~⑧

; 二是结

合当前浙江经济发展的实际，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浙江纺织服装业发展
⑨~⑩

。 

2 浙江省纺织服装业出口竞争力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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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长期“锁定”价值链低端的产业。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国

际贸易环境持续恶化，创新驱动成为促进出口、提升产品附加值的主要推动力。在浙江省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省

份的背景下，本文对《中国行业贸易数据库》31 个省、直辖市进行筛选后，以纺织服装产业出口额为指标进行排序，最终选取

排名靠前的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福建五省。通过对 2012、2013 年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主要出口产品的出口额、产业竞

争力、品牌竞争力等，与其他四省进行横向对比。 

2． 1 主要纺织品出口额分析 

根据中国海关及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福建五省统计年鉴和相关海关的统计，全国及五省 2012、2013年主要纺织服装

产品的出口情况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以发现，就服装及衣着附件而言，2012、2013 年浙江出口占比分别为 17． 94% 、

18． 01% ，低于广东的 19．74% 和 18． 70% ，位居第二，江苏、福建和山东分别位居第三、第四、第五。从纺织纱线、织

物及制品看，浙江 2012、2013 年出口占比分别为 32． 66% 、33． 08% ，远远高于其他四省，位居第一，而江苏则以 18． 33% 

和 17．78% 位居第二，广东、山东和福建位居其后。从鞋类出口看，浙江 2012、2013 年出口占比分别为 16． 14% 和 17． 50% ，

远远小于广东的 28． 27% 和 27． 42，低于福建的 21． 88% 和 22． 79% ，位居第三，江苏和山东位居第四和第五。由此可

见，浙江省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略微低于广东省，在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而福建省在鞋类出口方

面具有优势。 

 

2． 2 产业竞争力分析 

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2012—2013 年度和 2013—2014 年度《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竞争力 500 强》发布的数据显示( 表 

2) ，2012—2013 年度浙江有 112家企业入选，占到 500 强的 22． 40% ，2013—2014 年度增 加 1 家，占 比 为 22． 60% ，

分 别 低 于 江 苏 的 22． 80% 和 23． 20% ，位居第二，山东、福建和广东位居其后。在 2013—2014 年度全国各个行业的

竞争力排名中，入选前 20 名的浙江省企业仅 3 家，分别是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宁波申洲针织有限公司( 6) 和杉

杉控股有限公司( 11) 。而江苏有 7 家企业入选，分别是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4)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7) 、恒力集团有

限公司( 8)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9) 、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 10) 、江苏东渡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14) 和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 19) 。山东也有 6 家企业入选，分别是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1)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 、青岛即发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 13) 、山东南山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15) 、鲁泰集团( 17) 和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 。由此可以看出，

在企业竞争力方面，浙江省纺织服装企业的竞争优势要低于江苏和山东，产业竞争力还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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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品牌竞争力分析 

品牌是衡量和评价出口竞争新优势的核心要素之一。根据“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的 2012、2013 年《中国 500 最具品牌

价值排行榜》，上述五省纺织服装行业数据变化情况分析见表 3。由表 3 可以发现，浙江纺织服装行业 2012 年有 14个品牌入

选，占品牌总数的 2． 80% ，2013 年减少 1个，为 13个。福建 2012、2013 年分别有 7、6 个入选，位居第二，江苏、山东

和广东位居其后。浙江省纺织服装品牌价值排行最靠前的是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进入 100 强，位居 93 位，2013 

年有所下降，位居 117 位。而 2012 年入选 100 强品牌中，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集团位居第一，排名为 36 位; 福建有两家企

业入选，分别是劲霸男装( 上海) 有限公司( 50) 和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99) ; 江苏也有 1 家入选，是江苏梦兰集

团有限公司( 86) 。2013 年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品牌价值为 153． 78 亿元人民币，远远低于鄂尔多斯集团的品牌价值

( 505． 36 亿元人民币) ，劲霸男装( 上海) 有限公司品牌价值为 269 ． 58 亿元人民币。由此可以看出，浙江纺织服装入选

品牌数要优于其他四省，但是从 100 强的排名看，明显不如内蒙古、福建、江苏等省份，这与纺织服装大省的地位不适应，浙

江省纺织服装品牌建设任重道远。 

 

3 创新驱动与浙江省纺织服装出口竞争力的关系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创新驱动的研究往往是和产业的研究结合起来。如 Keeper
○11
发现技术创新成果推动产品创新、过程创新，从

而推动产业规模的扩张，进而促进新产业的发展，因此得出结论: 创新驱动产业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系统。Mansury
○12
将

创新驱动的研究向服务业拓展，认为服务创新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成长，但对提升服务生产率作用不大。洪银兴
○13
对创新驱动的内

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吴敬琏
○14
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探索了实现创新驱动的原因，庄志彬等

○15
深入分析了创新驱动对制造

业发展的作用，但是关于创新驱动与纺织服装出口竞争力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和回归分析的

方法，深入探究创新驱动与浙江省纺织服装出口竞争力的关系。 

3． 1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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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纺织服装产业的新产品出口额 Y1( 万元人民币) 、出口交货值 Y2( 万元人民币) 来反映出口竞争新优势的程度。在

投入方面，选取 Ｒ＆D 人员 X1( 人) 、Ｒ＆D 经费内部支出 X2( 万元人民币) 来反映创新驱动的强度。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

和指标的一致性，选取规模以上企业为研究对象，相关数据皆来自于 2010—2014 年《浙江统计年鉴》和《浙江科技统计年鉴》。 

3． 2 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上述指标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运用 E views 8．0 对其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由表 4 可以发现，在滞

后 1 期的条件下，创新驱动是推动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出口增加，提升出口竞争新优势的因。具体而言，Ｒ＆D 人员 X1、Ｒ

＆D 经费内部支出 X2是新产品出口额 Y1单项变动的因，也是出口交货值 Y2单项变动的因。 

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的创新投入在不断增加，Ｒ＆D 人员和 Ｒ＆D 经费内部支出都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其中 Ｒ＆D 人员

由 2009 年的 17 379 人上升到 2013 年的 27 357 人，年均增长率为 9． 50% ，Ｒ＆D 经费内部支出也由 2009 年的 336 762 

万元人民币增加到 2013 年的 583 556 万元人民币，年均增长率为 11． 62% ，高于 Ｒ＆D 人员的年均增长率，可见创新投入

的经费在逐年增加且大于人员的投入。新产品的出口额 2009—2011 年逐年增加，但是到 2012 年新产品出口额却下降，增长

率为 － 4． 19% 。到 2013 年有显著上升，达到 4 903 977 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率了 44． 48% 。出口交货值演进趋势与

新产品出口额类似，也是先快速上升，到 2011 年达到最高点，而后有缓慢上升。由此可见，在中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的背景

下，浙江纺织服装产品的出口增速也进入了新常态，但是由于 2013 年浙江省省委省政府出台并落实了《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的决定》，相关政策的出台和有效实施对纺织服装产业的出口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 

 

3． 3 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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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所示，Ｒ＆D 人员、Ｒ＆D 经费内部支出是新产品出口额和出口交货值变动的原因，为了进一步分析创新驱动对出

口竞争新优势的影响，以 Y1、Y2 为因变量，X1、X2 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或减少数据存在的异方差，本文对相关

变量取对数，建立回归模型: 

 

利用 E views 8． 0 软件研究浙江省 2009—2013 年创新驱动对纺织服装产业出口竞争新优势的影响，回归结果如下:  

 

由式( 2) 和( 3) 两个回归模型中可以看出，Ｒ2皆在 0． 86 以上，说明两个模型的拟合结果较好。根据该回归结果可以

发现，Ｒ＆D 人员、Ｒ＆D 经费内部支出对新产品出口额和出口交货值的影响都为正数，说明总体上来看，Ｒ＆D 人员、Ｒ＆D 

经费内部支出对浙江纺织服装产业的出口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纺织服装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具体来说，Ｒ

＆D 人员每 l n X1增加 1个百分点，可以促进新产品出口额 l n Y1增长 0． 202个百分点、促进出口交货值 l n Y2增长 0． 440

个百分点; Ｒ＆D 经费内部支出 ln X2每上升 1% ，可以促进新产品出口额 l n Y1相应增加 1． 324% 、促 进 出 口 交 货 

值 l n Y2相 应 增 加 0． 069% 。可以发现，就新产品出口额来说，Ｒ＆D 经费内部支出的拉动作用显著大于 Ｒ＆D 人员，

而出口交货值正好相反，Ｒ＆D 经费内部支出的拉动作用小于 Ｒ＆D 人员。这说明，在新产品研发，促进出口方面，创新驱动

的优势更加显著。因此，创新驱动是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提升出口竞争新优势的主动力。 

4 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的路径选择 

作为浙江省传统优势产业，纺织服装业要想维持和扩大出口竞争优势，仅仅依靠增加 Ｒ＆D 经费内部支出和 Ｒ＆D 人员

投入显然不够，需要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金融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五维创新驱动框架，搭建和培育浙江

纺织服装业的出口竞争新优势。 

4． 1 技术创新是基础 

通过梳理国外纺织服装产业发达国家的通常做法，可以发现，技术创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日本纺织服装产业关注技

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产业用纺织品的研究和开发。意大利的纺织服装产业在高端市场的竞争力尤其明显，环保、时尚、技术

创新是其取胜的法宝。当前，浙江省产业结构调整已经进入了关键期，迫切需要注入新的活力驱动其发展。2014 年浙江省的 GDP 

已经达到 40 153． 50 亿元人民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出口交货值 12 085 亿元人民币，浙江省完全有实力通过加大创新

投入力度培育纺织服装产业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一是要用技术创新引领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以市场为导向，加大对技术含量高、

附加值大的产业用纺织品的研发，重点研发创新性的纱线和面料，同时兼顾环保和时尚元素。二是积极引导企业加大 Ｒ＆D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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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力度( 包括 Ｒ＆D 人员，Ｒ＆D 经费和技术引进、消化、吸收) ，增强纺织服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消化吸收能力，

争取实现投入—产出的最优化，提升纺织服装产业技术创新效率。 

4． 2 管理创新是重点 

管理创新是培育纺织服装产业出口竞争新优势的重点。本文所说的管理创新重点在于纺织服装企业的管理创新，主要包括

管理理念创新、组织机构创新、业务流程创新三方面。其中，管理理念创新是核心。浙江省纺织服装企业家、高级工程师及普

通的员工都应该树立创新驱动对其产业发展是主要推动力的理念，不能停留在形式上，思想上要有深刻的认识。组织机构创新

是保障。纺织服装企业要让员工切身体验到企业对于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视和支持，并且能够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定位业务需

求而努力工作。业务流程创新是手段。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对相关设施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提高获取、整合信息资源的能力

和水平。 

4． 3 制度创新是保障 

制度创新是培育纺织服装产业出口竞争新优势的保障。就政府而言，要发挥主导作用，一是要大力推动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把企业的实际需要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服务有效对接。二是要推动科技中介服务组织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以互联网为媒介，

创建纺织服装产业科技中介网络服务平台，鼓励科技中介组织与纺织服装企业强强联合。三是在现有浙江省科技创新云服务平

台的基础上，开设纺织服装产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推动科研成果转变现实生产力，在专利申请、科技项目申报等方面，为纺

织服装企业提供高效的、专业化的服务。四是采用多种形式( 包括定向、委培等) 为纺织服装企业培养高端人才( 包括研发人

员和一线的技术员工) ，与此同时，要格外强化对纺织服装企业管理层，尤其是企业家的教育培训，使其具有战略眼光，能够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正确做出决策。 

4． 4 金融创新是支撑 

金融创新是培育纺织服装产业出口竞争新优势的支撑。由于浙江省纺织服装业主要是由中小民营企业构成，研发投入不足

成为影响纺织服装企业研发顺利开展的重要原因。因此，浙江省相关政府机构、金融机构要切实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是强化财

税政策扶持作用，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使政府的相关优惠便利措施能够真正发挥效应，落地有声，惠有所急，惠有所得。

二是充分利用浙江民间大量的闲散资金，由政府引导、行业协会搭台、民间资本唱主角，建立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机制，切实

解决烦扰纺织服装企业科技创新投入缺口问题。三是积极推动金融机构进行金融体系改革创新、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制度创新。

金融体系改革创新是根本，主要是通过建立国有金融机构和民营金融机构优势互补的投融资机制，提升金融机构的服务效率。

金融产品创新是关键，主要是指浙江省的金融机构应该与时俱进，综合运用各种融资工具( 包括出口贴现、打包贷款、履约保

函等) 及各种最新衍生的金融工具，并结合纺织服装企业的实际需求和企业信用，创新金融产品，为纺织服装企业规避外贸风

险。金融制度创新是保障，浙江省地方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制定创新驱动优先发展的金融政策，对用于科技

含量高的纱线、面料及产业用纺织品等项目给予倾斜的借贷便利政策，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专款专用，切实保障纺织服

装企业的科技投入实效。 

4． 5 商业模式创新是手段 

商业模式创新是培育纺织服装产业出口竞争新优势的手段。2015 年 7 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 ”行

动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5〕40号) ，该意见提出“互联网 + ”电子商务行动战略，强调要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不断深化跨

境电商与其他产业的融合。纺织服装产业要充分利用该契机，从价值主张创新、价值获取创新、价值实现创新、价值网络创新

四方面来实现浙江纺织服装业商业模式的创新。价值主张创新是指浙江纺织服装企业要根据自身的企业发展战略和其核心竞争

力，通过分析客户需求，找到其价值需求，进而重新配置资源，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价值获取创新主要是把现代信息技术(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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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技术) 应用到整个商业流程中，改善纺织服装企业的运营效率，有效降低库存成本及物流成本，实现供应链的优化。价值实

现创新主要是技术创新，纺织服装业由低端向中高端转移，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包括提供产品售前、售中和售后的服务化创新) ，

由单项产品出售转向产品 + 服务，通过产品和服务的双优来实现其商业价值。价值网络创新是利用互联网，建立纺织服装企业

上游、中游和下游企业( 包括与之对应的龙头企业、中小型企业) 和客户所组成的大型价值网络平台。龙头企业为强势企业，

中小型企业为弱势企业，可以通过强弱联合、优势互补，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客户的多样性需求，进而提升纺织服装

产业的出口竞争力。 

5 结论 

1) 通过 2012、2013 年五省纺织服装产业主要出口产品的出口额、产业竞争力、品牌竞争力的横向对比，可以发现，浙江

省纺织服装产业出口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的出口额远远高于广东、江苏、山东、福建四省。就产业竞

争力来说，产业竞争优势要低于江苏和山东，还有待提升。就品牌优势而言，浙江纺织服装入选品牌数要多于其他四省，但是

能够入选 100 强的品牌排名第四，更是无缘世界品牌 500 强，这与浙江省纺织服装产业应有的地位不符。2) 根据分析 

2009—2013 年创新驱动对浙江省纺织服装出口竞争新优势的影响，结果显示创新驱动与浙江纺织服装产业出口竞争新优势具有

单项因果关系，Ｒ＆D 人员、Ｒ＆D 经费内部支出对新产品出口额和出口交货值的影响都为正数。这说明应该继续加大纺织服

装产业的创新驱动力度，用创新驱动传统产业升级，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进而从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优化出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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