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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对我国纺织产业聚集出现的宏观层面上向浙江 、江苏 、广东 、山东等省份集中现状进行分析 ,在

此基础上分析微观层面上纺织企业在这些省份的一些市镇大量聚集 ,使这些市镇成为我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罕见

的纺织企业群落这一特殊产业生态区。最后总结分析了产生和促进我国纺织产业聚集的客观 、主观条件和经济

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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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纺织产业宏观上的聚集现状

纺织产业是我国的优势产业 ,纺织产业聚集动态上指在特定区域内纺织企业及关联企业在内在专业分

工协作基础上形成的大规模集中现象。静态上指在一定区域内纺织企业和相关企业组成的互相依赖 、互相

竞争的企业群落 。我国纺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与国内纺织业聚积现象是紧密联系着的 。

纺织产业的聚集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宏观上的聚集指全国纺织产业主要集中分布在一些比较大的

省份 ,使这些省份成为全国主要从事纺织产业的省份的同时其他省份的纺织产业不断地退出和萎缩。微观

上的聚集指在一些非常小的地理空间点(小城市和镇)上大量纺织企业和相关产业高度集中 ,成为全国性乃

至全球性的纺织业专业化生产经营基地和市场平台。这里首先分析我国纺织产业在省际之间的分布和向

极个别省份集中地现状和趋势 。

我国纺织业朝几个省份集中不断地集中的趋势首先出现在 20世纪 80年代 ,在 20世纪 90年代进一步

发展 ,在本世纪初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为两大趋势:

(1)纺织产业从原料生产地向市场集中 ,河北等原来的纺织业大省逐渐衰落 ,与此同时 ,江苏 、浙江 、广

东获得长足发展 。

(2)纺织产业从国有经济强大的地区向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集中 ,上海等地的纺织产业迅速退出市场

竞争。现在形成了江苏 、浙江 、广东和山东四大纺织业集中地的局面。2001年江苏 、浙江 、山东 、广东 、河北 、

上海六省市纺织业从业人员占全国纺织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达到 17%、12%、14%、7%、6%、3%,合计

59%。六省市纺织业产值占全国纺织产业产值的比重分别是 25%、29%、13%、10%、6%、4%,合计达到

77%。其中江浙两省的纺织行业利润合计超过全国的一半以上 ,合计产值达到全国纺织产业总产值的 44%

(见图 1[ 1]),产业的省际集中程度可见一斑。

从我国纺织产业的省际集中趋势来看 ,从 1992年到 2001年 10年期间 ,上海的纺织产业不断退出 ,纺织

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 1992年的 8%锐减到 2001年的 3.5%以下(见表 1)。同期河北的纺织

产业产值和企业数占全国纺织行业的比重从 1992 年的 6%和 5%降至 2001年的 5%和 4%左右。而浙江

省 、江苏省 、山东省的纺织产业在全国纺织行业产值中的比重分别从 13%、21%、10%增加至 20%、24%、

13%(见图 2)。可见我国纺织产业向具有纺织产业发展优势的地区不断集中 ,而同时在丧生优势的地区不

断地萎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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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1 年全国主要纺织业省份的纺织产业经济指标占全国比重地理分布扇形对比图

菱形折线为企业个数变化趋势;正方形折线为纺织行业产值变化趋势;三角形折线为从业人员变化趋势

图 2　1992 ～ 2001 年全国主要纺织业省份纺织业经济指标占全国纺织产业比重变化趋势

　　　　表 1　2001年全国主要纺织业省份纺织行业经济指标占全省工业总量的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表 (%)

各 指 标 比 重 江　苏 浙　江 山　东 广　东 河　北 上　海 全国平均水平

行业企业数 11.93 12.49 9.06 5.44 7.82 6.88 7.05

行业利润 7.34 10.38 5.32 0.69 3.33 2.01 2.79

行业总产值 11.50 13.61 7.88 4.15 9.13 3.38 5.89

行业从业人员 16.15 15.38 12.67 5.38 9.77 7.97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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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国纺织产业微观上的聚积现状

纺织产业向一定地理范围的省际集中是纺织产业聚积的外在表现和数量关系 ,产业聚积才是产业集中

的内在原因和本质。我国纺织产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产业聚积现象 。指大量纺织

企业和相关企业在特定地点相互竞争 ,相互协作 ,高度影响和依赖的产业组织关系和生态关系。我国纺织

产业的成熟聚集地主要有辽宁省海城市 ,江苏省常熟市 、江阴市 、张家港市 、浙江省海宁市 、绍兴县 、杭州市

萧山区 、广东省东莞市 、开平市 、中山市等下辖的 29个纺织业市镇。合计的纺织工业总产值为 2 378亿元 ,

占这 29个纺织市镇工业总产值的 47%,利税总额 171亿元 ,占全部利税额的 45%,纺织产业全行业从业人

员 181万人 ,占总从业人员的 53%。即这些县(市)镇已经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纺织业专业生产交易地。在

年产 30亿双袜子的诸暨大唐袜业集群中 ,53.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积了袜子生产企业 2 453家 ,还有 550

家袜子生产原料企业 ,400余家原料经销商 、312家缝头卷边厂 、5家印染厂 、112 家定型厂 、305 家包装厂 、

208家机械配件供应商 、635家袜子营销商和 103家托运服务企业 ,建有占地 26.67公顷 、共有商铺 1 600多

间的大唐轻纺袜业城 。东莞虎门镇更是纺织业名城 ,短短十余年虎门已拥有规模服装生产企业上千家 , 18

个大中型服装专业批发市场 ,销售额高达 120 多亿元。服装生产的集群与服装市场集群发展互相呼应。

2002年全镇服装产量超过 1亿件(套),产值 80亿元 ,利润 4.5 亿元。每天到虎门的外地客商平均超过 10

万 ,全镇70多万人口(其中本地人口 11万 ,外地 60万)中纺织产业从业人员达 20多万人 ,拥有配套完善的托

运公司30多家 ,通过海 、陆 、空不同渠道 ,把货物发运到全国及转运到世界各地;常州市从 1998年来 ,全市纺

织产业中年销售 500万元以上工业企业的生产总值 、销售收入 、利税和利润四项经济指标年平均增幅都达到

了 20%以上 ,2002年全行业工业总产值 59.8亿元 、销售收入 58.1亿元 、利税 4.68亿元 、利润 2.67亿元 ,分

别占全市工业经济总量的 5.12%、5.1%、5.4%和 5.8%,比五年前分别提高 1.22%、1.44%、1.9%、1.9%。

全市服装产量达 2.14亿件(套),占全国服装生产总量的 2.44%,出口 6.45亿美元 ,分别占江苏服装出口总

值的 11.03%和常州市外贸出口总额的 24.3%。

三 、我国纺织产业聚集的经济学分析

(一)市场机制环境的确立是纺织产业聚集的前提

可以认为 ,产业聚集是资源配置在空间范围内的优化和高级化 、国际化。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独立产

权激励下的自由经济主体高度竞争 ,分散决策 ,以使其拥有的经济资源实现最大收益 ,从而使得全社会实现

资源配置的优化和不断高级化 、国际化 。农业经济和小商品经济时代也存在产业聚集 ,但其规模小 ,影响与

全球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的产业聚集不可同日而语。真正意义上的产业聚集是一国经济资源在一国或全

球范围内的最优空间配置状态 ,其规模巨大 ,影响空前 ,效率极高 。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然会导

致产业聚集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追求和创造更优的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力量 ,一旦

确立这种基本经济制度 ,其必然会推动产业在空间上的流动和转移 ,在特定时机和空间形成相互紧密联系

的特定企业的生态群落。纵观我国纺织产业的几个主要聚集地的形成 ,无一不是首先从市场经济观念领中

国之先 ,市场经济制度基因最为丰富的广东 、江苏和浙江3个省份成长成熟 。这绝非偶然因素。所以市场经

济制度是催生和实现纺织产业聚集的前提。

(二)经济资源在地理空间分布差异性是纺织产业聚集的基础

产业聚集的实质说穿了是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专业化 ,但这种专业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活动

在空间上的专业分工 ,而是在产业结构不断实现高级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专业分工的细化和深化。而

专业分工的基础是经济资源在地理空间上分布的不平衡性 ,特定的地理区域具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特殊经

济资源 ,从而使得这些地区具有发展依靠这些经济资源的产业的独特优势 ,产业聚集才得以萌芽和发展壮

大。我国纺织产业聚集的发展和壮大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具有近乎无限供给的便宜和勤劳的劳动力资源 ,从

而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从事纺织业这一劳动密集产业的优势 ,在我国经济加入世界市场体系的大背景下会不

断地把全球的纺织产业吸引到中国来 。而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纺织产业最终分布何处取决于与纺织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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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经济资源的分布状况。现实情况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纺织产业聚集区集中在企业家精神资源(创业

精神和学习能力)和交通发达信息灵通的地方 ,因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流转 ,所以教育

发达 、产业技术基础雄厚 、信息灵通 、思想开明 、商业基因多 、营商环境好等“软”性经济资源是决定我国纺织

产业聚集的关键经济资源(简而言之 ,哺育企业家成长的人文和社会资源是关键性的)。虎门的便利交通 、

全球化人脉和视野 、历史遗传的创业和开放精神;江苏的经世事功精耕细作的传统和雄厚的纺织产业技术

基础;浙江的经商务实 、艰苦创业的人文基因和以亲缘 、地缘为线索的庞大商业网络等“软”性资源正是把东

莞 、常熟 、萧山等地变成全球纺织业界大名鼎鼎的发动机的关键 。

(三)种子企业和种子企业家是纺织产业聚集的源泉

具备上述两条前提条件的区域在我国也是很多的 ,但纺织产业聚集区最终在什么地方发芽生长壮大还

取决于一项偶然因素 ———种子企业和种子企业家在特定地区的涌现 ,依靠种子企业和种子企业家实现相关

企业(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和配套企业)的成功复制 、裂变和衍生 ,不断地在一定地域生长出特定产业群落。

虎门的富民纺织城 ,常熟的服装招商城等龙头企业正是种子企业的典型 ,它们是几百亿甚至几千亿产值规

模的纺织产业聚积群的酵母。一个种子企业适应一个地方的资源禀赋和文化 、制度 、基础设施水平 ,然后被

成功地复制和衍生出成千上百相关企业 ,一个纺织产业聚集地就这样出现了。

(四)纺织产业聚集存在着明显的“极化”现象

种子企业和种子企业家在一个适合产业聚积的地方上生根发芽后 ,能否最终出现产业群落的聚集和旺

盛的产业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力 ,到什么时候才算产业聚集形成呢? 固然可以从统计数据表明在聚集区内

相关企业数量和规模达到在国内相当份额来反映 ,但除了规模以外关键是要在聚集地形成特定产业的生长

极:特定产业在聚集地已经形成一定的生态群落(指空间上占据相当规模 ,时间上经历了较长时期 ,群落内

部形成比较稳定的竞争与协作关系 ,基础设施数量和服务质量能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需要 ,在此基础上聚

集了具有活力的大量相关企业),聚集地对特定产业的企业具有明显的“聚集效应” ,呈现不断吸收聚集地以

外经济资源和产业资本的能力 。

(五)纺织产业聚积的内部动力是追求“聚积效应”

一旦产业聚集地的促进纺织产业发展的“极化”功能开始发挥作用 ,便会使生态内部的企业获取内容丰

富的“聚集效应” 。首先是产业聚集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 2] :(1)聚集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主要指同类企

业大量聚集可以形成对原材料 、劳动力和资金的大规模需求 ,从而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也指大量相关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就地分布和相互竞争所导致的企业的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的节约;渠道和物流更加专业化和

规模化 ,实现集约经营;(2)聚集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指产业集群中的企业的非核心业务可以实现社会化

和专业化 ,腾出手脚 ,专心做大做强 ,企业分工精 、细 、专 、深 ,实现规模化。其次是纺织产业聚集所产生的外

部经济效应[ 3] :(1)产业聚集导致的高素质大规模基础设施提供成为可能性 ,大大提高了聚集群落中企业

的价值;(2)产业聚集导致企业需要的相关专业服务尤其附加值高的专业服务如咨询 、研发等的提供成为现

实;(3)产业聚集使得在聚积生态中的企业相互竞争 、协作 、效仿 、联合 、交流和合作更加方便 ,学习能力增加

很快 ,创新气氛浓厚 ,创新成果易于及时转化为经济成果 ,知识资本容易形成和积累[ 4] ;(4)集群中的企业尤

其名牌企业迅速传播 ,逐渐使得产业集群整体和所处地方也变成品牌 ,从而使集群中每个企业在市场交易

中具有优势和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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