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纺织产业集群情况

纺织工业是山东省重要的传统支柱产业，

也是全国纺织工业重要的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

2009年，全省规模以上纺织工业企业达到5390

余户，从业职工144万人。山东纺织行业门类齐

全，优势行业比较突出。已形成包括化学纤维、

棉纺织、色织、印染、毛纺织、针织复制、麻纺

织、服装、纺织机械、纺织器材等在内的链式结

构工业体系，其生产能力和年产出总量均居全国

同行业前列，综合经济实力位于江苏、浙江之

后，列全国第三位。目前全省共有国家级产业集

群17个，规模以上企业户数约占全省纺织行业规

模以上企业数的40%左右。2009年国家级产业集

群的销售收入占全省纺织行业完成销售收入的

45.8%；实现利润占全省纺织行业实现利润的一

半左右，出口占全省纺织出口创汇的45%，产业

集群已成为山东省纺织行业实现集约式发展，促

进当地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一、产业集群当前经济运行情况

2009年以来，山东省各纺织产业集群努力克

服了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外部环境不确定因

素增多、各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经济运行压力

较大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保持了生产经营稳定，

集群内重点企业没有停产、破产现象。

进入2010年，各产业集群延续了去年四季度

以来企稳回升趋势，总体发展良好。1~9月份，

重点企业销售收入增幅均在15~20%以上，出口、

上缴税金、利润也同步增长，产能发挥良好，产

销基本平衡。不少企业正在规划新的投资进行技

术改造。由于国内棉花供应缺口较大，导致棉花

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增加了企业成本。自

去年以来随着各地“用工荒”的出现，劳动力短

缺成为纺织企业的一大难题。尽管不少企业采用

上调工资，调低招工学历、年龄等限制，改善职

工住宿、就餐、娱乐等条件，仍难以解决用工紧

张的问题，职工流动性增大。根据地区不同，邹

平、高青、诸城招工难现象比较突出，用工缺口

大约在20%左右，其他地方缺口在10%左右。

二、影响当前山东省纺织产业集群发

展的主要因素

2010年，纺织行业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较2009年有明显改善，行业整体呈现稳步回升的

态势，但也面临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国际金融危

机的影响依然存在，山东省纺织产业集群经济运

行的难度仍然很大。 

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利润空间难以大幅

提升。山东省纺织工业虽门类齐全，生产规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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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总量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但结构性矛盾也

比较突出。与南方先进省市相比，山东省棉纺织

能力大，染整加工能力弱，最终产品比例不高，

企业间的关联度较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不高，

不仅不利于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的提升，而且对产

业链的延伸、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较大的阻碍作

用。

二是各项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增加了

生产成本。今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

国际市场原油、棉花等大宗商品价格在高位波

动，带动化纤、纺织原料价格上涨。随着棉纱、

棉布市场行情转好，国内棉花需求回升，价格持

续上涨。截至9月中旬，国内329级棉花价格每吨

23000~24000元，与去年同期相比，每吨上涨了

9000多元，上涨幅度超过60%以上，而且仍在继

续上涨。加之国内工资、能源、交通、动力等生

产要素价格持续上升，纺织企业的成本压力明显

增加。由于最终产品市场价格上涨幅度低于原料

价格涨幅，下游产品生产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大大

压缩。

三是“招工难”已成为制约纺织企业发展的

一大瓶颈。纺织行业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劳动强度大，工资相对不高，各集群企业普遍存

在招工难的问题。今年企业普遍上调工资20~30%

以上，但仍存在招不进、留不住的现象。由于用

工缺口增加，有的企业开工不足，有订单没人

干，影响企业接单和按期交货。

四是国际市场环境仍制约着行业出口。当

前，全球经济虽呈现出逐步好转的趋势，但主要

经济体国家消费需求和就业情况并没有根本好

转，要持续保持良好的出口势头难度依然很大。

外销产品仍面临订单和低价的双重压力。同时，

国际贸易保护加剧，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

为保护本国产业，通过提高安全、卫生、环保标

准和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构筑贸易壁垒，

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面临的贸易摩擦日趋严重。

五是土地、资金等的紧缩效应对行业健康有

序发展不利。国家实行日益严格的土地政策，在

投资增长较快的情况下，企业发展建设用地供需

矛盾将更加突出。金融信贷方面，虽然2010年国

家将继续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随着

国内通货膨胀预期加强，央行已两次宣布上调存

款准备金，货币政策微调的趋势已经显现，纺织

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更加突出。在

汇率方面，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大，企业不敢接

长单、接大单，进一步增加了行业出口的不确定

性。

三、针对目前形势采取的主要措施

面对各种不利因素，集群内企业采取积极的

应对策略，狠抓机遇，加快发展。　　

一是进一步加大技改力度，逐步提高设备

档次，淘汰落后生产能力。魏桥创业集团计划在

3年内将现有棉纺织设备全部改造为：全精梳、

全长车、全自络、全无梭，提高产品档次和自动

化水平，减少用工，降低劳动强度，改善劳动环

境。广饶澳亚集团计划在现有466台宽幅喷气织

机的基础上，新增特宽幅喷气织机500-1000台，

成为国内装备特宽幅织机最多的企业；鲁泰集团

计划新增一条新的衬衫生产线，增加服装等最终

产品的比重。

二是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档次，逐步向

“新、优、特、异”的产品品种转变，开发高档

产品，提高产业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邹平县纺织

骨干企业大力实施技术改造，引进先进设备，提

升传统产业，产业链条从原来的棉纱、坯布向高

档家用纺织品、服装产业延伸，产品档次明显提

高，产品结构更加合理，市场竞争力逐步增强。

全县无梭布比重达到70%、无结纱比重达100%、

无卷化比率达到70%，自动络筒比重达到90%，

精梳纱比重达到85%。已形成全国最大的无结头



纱、精梳纱、无梭织布、高档特宽幅染整基地。

诸城德利源开发的纯亚麻纱和麻混纺纱，其麻混

纺纱用于部队军服的生产，不仅为士兵解决了在

训练过程中排汗、抑菌、防臭等难题，企业也取

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是加强自主品牌建设，积极开拓国内外市

场。诸城希努尔集团为扩大销售在全国开设专卖

店近1000家，昊宝集团也在全国各地开设专卖店

500余家，努力提高其产品国内市场的占有率。

四是提高员工工资，实行人性化管理。文登

艺达家纺集团对员工宿舍实行公寓式管理，专人

打扫卫生和清洗被褥，用成本价供应饭菜并给予

补贴。魏桥创业集团今年投资几千万元，为职工

宿舍安装空调，使职工住宿条件改善。

五是强强联手，发挥各自优势，拉长产业链

共同发展。邹平县拟以魏桥创业、宏诚集团和三

星集团为龙头，调整纺织产业结构，积极引进国

内外先进的工艺和技术装备，从上下游关联度高

的纤维、纺纱、织造、染整等各环节着手，提高

面料、服装的开发、设计和制造水平，开发各类

高档面料和服装，形成纺、织、染、整、成品一

条龙产业链生产方式。力争到年底全县纺织业实

现产值800亿元、利税70亿元。

六是发展高科技新兴行业。孚日集团是国际

家纺行业的龙头企业，企业在保持家纺产品现有

规模的情况下，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已投

资16亿元建成年产60兆瓦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板生

产线，其中第一代产品已投产，第二代产品生产

线正在调试试产过程之中。远景规划年产600兆

瓦，年销售收入120亿元。

七是积极开展直接融资，为企业生产发展

广募社会资金。夏津县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

通过发行公司债券以及可转换债券的方式筹集资

金。支持鼓励民间资金以参股入股的方式进入棉

纺织企业，最大限度的把民间闲散资金用在老企

业的生产经营和新上项目上。临清市组织几家信

用程度高、经济实力强的企业在银行设立联保账

户，互相担保，简化了贷款程序，保证了企业流

动资金周转的需要。

四、几点政策建议

山东省纺织行业近年来的快速发展、离不

开各级主管部门的关心和支持。在纺织行业转方

式、调结构，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

期，要巩固好目前的发展形势，更离不开政府的

扶持，综合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建议如下：

（一）建议取消进口棉花滑准税，取消棉花

进口配额，放开棉花市场，尽快使棉花价格、质

量标准、营销方式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

目前棉纺织行业产品销售是完全的市场经

济，棉花供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由于国内棉花

的硬缺口，进口棉花实行滑准税使纺织企业不得

不付出比国外竞争对手高得多的成本。棉纺织是

一个市场化很强的行业，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是

依据国际棉花市场价格来定价的，所以印度、巴

基斯坦的产品都比我们便宜得多。由于配额的限

制，棉纺企业不能在国际棉价最合适的时机采购

棉花。建议取消棉花进口配额和滑准税，让棉纺

企业真正参与国际竞争。

（二）解决棉纺织企业税收负担过重问题，

用降低的税负为职工增加工资

目前棉纱按17%税率计征销项税，而所用原

棉按13%税率抵扣进项税，4%的差额税率全部

由企业负担，这意味着棉纺企业即使没有实现

增值，按照购进原棉的成本将棉纱卖出，同样

也要负担4％的税收，使棉纺织企业承担了高税

赋，削弱了竞争力。为了公平竞争，建议将棉纺

织企业抵扣用棉的增值税率由现在的13%提高到

17%，用减少的税负给员工增加工资。

（三）关注、扶持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承担着就业、稳定的重任，普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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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融资难、招工难等问题，国家出台的各项政

策很难惠及到中小企业。因此建议国家在制定融

资和各项补助、扶植政策时要考虑惠及到中小企

业，使中小企业真正得到政策扶持的实惠。

今后山东纺织工业协会要以重点企业、名牌

产品为依托，遵循控制总量、提高质量的原则，

引导纺织企业进一步加大技改力度，逐步提高设

备档次，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档次和附加

值，提高科技贡献率和品牌贡献率。挖掘企业内

部潜力，加强自主品牌建设，积极开拓国内外市

场。逐步建立起产业链条完善、结构优化、协作

配套、效益明显的纺织、家纺、服装产业集群，

带动全省纺织行业健康发展。　　　

　　　　　　

（山东省纺织工业协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