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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

纺织品和服装在解决民生、美化生

活、产业合作、综合发展等方面起

着关键作用。通过分析近年来我

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贸易的数据

可看出，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规

模整体保持平稳增长，自 2018年

以来，出口额均稳定在 2700亿美

元以上。欧、美、德和日等发达经

济体是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关

键市场，“一带一路”新兴市场的

发展增加了我国对其沿线国家纺

织品服装的出口。但是进入 2020

年，国际贸易形势严峻，我国纺织

品服装出口贸易面临严峻的挑

战，原材料价格上升、出口订单减

少、交通物流受阻、上下游产业链

上的企业无法复工复产以及供应

链中断等问题对我国纺织品服装

的出口造成严重的影响，使我国纺

织品服装出口企业陷入出口困境。

我国必须深入分析当前纺织品和

服装业的现状并对存在的问题提

出相应的对策，以使我国纺织品

和服装行业在未来能够拥有更大

的发展潜力。

一、我国纺织品和服装出

口贸易的现状

（一）纺织品和服装出口规模

先下降后上升

通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

一个非常庞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

国并拥有完整的生产链，纺织品

和服装的出口规模一直在平稳较

快地增长。但由于原料以及运输

成本的上涨、出口订单的减少、供

应链的中断，我国纺织品服装的出

口数额在 2020年一季度出现大幅

缩水。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

年一季度，我国纺织品和服装出

口总额为 452.64亿美元，比上一

年度减少 17.7%（按人民币计，减

少 15.9%)。其中，纺织品出口

226.94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减少

14.6% （按人民币 计，减 少

12.7%)；服装出口 225.70亿美元，

比上一年度减少 20.6%（按人民币

计，减少 18.9%)。随后在第二季

度，我国逐渐恢复正常生产，发达

经济体国家对我国口罩类的纺织

品需求大幅增加，我国纺织品服

装出口贸易规模开始回升。2020

年下半年，一些与我国的纺织品

服装企业存在竞争关系的东南

亚、南亚的企业，由于产业链和供

应链发生中断、出口存在困难、生

产制造达不到当前的市场需求

等，致使部分订单回流到中国，满

足了一些国家对纺织品服装的需

求。在感恩节、圣诞节、元旦等大

型传统节日的带动之下，西方国

家的消费者对服装、家纺等消费

品需求的增加使我国纺织品服装

企业的出口产品订单激增。对口

罩等防疫物资的需求使我国纺织

品服装的出口从 2020年一季度的

低迷状态逐渐回升，出口规模表现

为先下降后上升。

（二）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结构

分化明显

出口结构包括产品出口结构

和市场出口结构。从产品出口结

构来看，过去多年我国服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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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口一直高于纺织品的出口。

纺织品的出口在纺织品服装行业

整体出口中占比小于 45%，而服装

的出口一直高于纺织品服装行业

整体出口的一半。2020年这种出

口结构首次发生变化，我国纺织

品的出口额高于服装的出口额，

纺织品出口在纺织品服装整体出

口中占比上升为 55%，服装产品出

口占比下跌为大约 45%。根据我国

海关公布的数据，2020 年 1 至 12

月，我国纺织品出口 1538.3亿美

元，与上一年度相比增长 29.2%，

服装出口 1373.8亿美元，与上一

年度相比下降 6.4%。在当前极为

不利的国际贸易环境情况下，我

国纺织品服装的整体出口之所以

还能继续保持增长是因为全球市

场的消费者对于口罩、防护服等纺

织品出口需求的增加。

从市场出口结构来看，近几

年，我国逐渐减少对传统发达经

济体纺织品服装的出口，增加对

新兴市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出口。然而在 2020年，我国纺织

品服装出口市场结构受国际市场

的变化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

国对欧洲、美国、日本等关键市场

的出口均表现为增长，增幅分别

为 34.4%、22.6%、10.3%；对新兴市

场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纺织

品服装出口略有下降，其中对非

洲、拉丁美洲及“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降幅分别为 1.4%、6.5%、

5.7%。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结构出

现了明显的分化，纺织品出口增

加，服装出口下降；在欧洲、美国

和日本等关键市场的市场份额回

升，在新兴市场及“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出口出现略微减少。产品

出口结构与出口市场结构的分化

表明我国纺织品服装企业的出口

贸易结构分化趋于明显。

（三）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竞争

加剧

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和低价

劳动力是我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一

大特点，我国纺织品和服装产业

生产规模巨大，产能高。但长期以

来，我国主要进行加工贸易的中间

环节，产品附加值低，而美国、欧

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纺织品

和服装企业因具有先进的技术与

技能位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主

要进行产品的品牌设计与研究开

发等高附加值环节。面临着日益

严峻的贸易形势，西方的发达国

家开始出现应急物资严重不足，多

国抢夺物资现象，并禁止本国应急

物资出口。他们逐步意识到仅依

靠区位优势、在要素丰裕的低成

本国家生产中低端产品的产业战

略布局的弊端。考虑到本国未来

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的安全，发

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等国开始

出台相应的政策将生产制造产业

吸引回流，实现生产制造环节的本

土化与周边化。尽管纺织品服装

巨大而又复杂的产业链条绝不会

在短时间内成功返回到本地区，

但为了降低对我国生产制造的依

赖，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将会把

设在我国的制造工厂向其周边国

家和地区以及其他拥有低成本优

势的发展中国家转移。随着东南

亚等国的加速恢复生产，发达经

济体对我国的生产制造的依赖性

将进一步减少，这无疑会加剧我

国纺织品服装的出口市场竞争，

我国将会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贸

易环境。

二、我国纺织品和服装出

口存在的问题

（一）发达经济体逐步减少对

我国生产制造的依赖性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各个国家

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各国通过

专业化分工生产劳动成本相对较

低的产品，便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的

形式从国外购买本国相对来说不

具有生产优势的产品，从而获得

利润并实现劳动成本的节约。中

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相当

大数量的低成本劳动力，物产资

源充裕，价格低廉，吸引了许多境

外企业来我国投资建厂。我国以

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充足的要素资

源发展了加工贸易，主要出口劳

动密集型产品。我国在多年的对

外贸易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经

验，生产制造技能也有了显著的提

高，在诸如美国、日本、欧盟等发

达经济体市场上占有更多的份

额。经过分析并研究我国纺织品

和服装出口市场的数据，可以发现

发达经济体减少对我国生产制造

的依赖性主要以两种途径来实

现。一方面，最近几年中国资源成

本的增加以及劳动力成本的增加，

致使西方发达经济体将其在我国

的生产制造基地转移至更具有区

位优势和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

家，以期降低其生产成本，获得更

多的利润。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

认识到将大多数中低端产品的生

产环节部署到国外的弊端，基于

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欧盟、美国和

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始将制造产业

回流到本国，实现生产制造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