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区篇

棉纺织行业产业集群情况

棉纺织行业是我国纺织工业中重要的基础

行业，也是产业规模最大的纺织行业。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 2009年规模以上棉纺织企

业细纱机1.1亿锭，转杯纺220万头；棉布织机

121万台。2009年纱线生产2393万吨，同比增长

12.71%，纱线产量最大的省份是山东和江苏，

占全国总产量的44.57%；布产量740亿米，同比

增长4.2%。全国牛仔布产量达到29亿米，增长

3.57%，其中广东省牛仔布产量约占40%。全国

色织布产量达到31.5亿米，其中江苏省色织布

产量约占25%。2010年以来棉纺织行业纱、布产

量不断提高，1-8月规模以上企业纱线生产1750

万吨，棉布生产241亿米，同比分别达16.2%

和20.9%。规模以上棉纺织企业工业总产值达

7918.11亿元，同比增长27.39%。

目前，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与中国棉纺织行

业协会共同授牌的产业集群试点地区有21个县

（市）、镇，在行业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主要分布于江苏、浙江、广东、山东、湖北等省

份。2009年棉纺织行业产业集群试点地区纱线产

量296万吨，占全国纱线产量的12.3%，生产布

120亿米，占全国布产量的16.2%，其中色织布

16.2亿米占全国色织布产量51.42%，牛仔布产量

16.5亿米占全国牛仔布产量的56.9%。

一、集群地区基本概况

自2002年开展对特色产业集群的试点工作

以来，各地政府加大对纺织政策的引导和投资力

度，实施一系列积极调整优化措施，引导集群地

企业战胜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种种困难，促进产

业集群健康有序发展。

棉纺织产业集群以生产纱线、坯布、色织布

和牛仔布为主，是纺织工业中的基础产业，主要

的生产设备是棉纺细纱机和织布机。据不完全统

计，2009年21个试点集群地区拥有纱锭1845.8万

锭，产能约占全国的16.78%，同比增长6.9%；

织机24.47万台，约占全国20.22%，同比增长

6.4%。主营业务销售收入近3000亿元，同比增长

5.33%；规模以上企业约有2585户，较2008年增

加221户，其中超亿元的企业增加74户，利润总额

208.67亿元，同比增长22.4%。可见2009年集群

纺织通过扩大内需，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2009年棉纺织行业经济运行整体处于企稳回

暖的形势，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产业结构

迅速调整，产品创新能力得到改善。棉纺织产业

集群纱、布产量均呈现稳定增长。订单充足，规

模以上企业开工率基本保持85%以上。通过图1可

以看出2009年棉纺织产业集群发展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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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棉纺产业集群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增幅 

 

二、棉纺产业集群特点及作用 

棉纺产业集群形成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最初企业都是乡镇和村办企业，后依靠政府有力支持和

市场的拉动逐步发展壮大。棉纺企业门槛低、回收快，纺织企业经原始积累、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改

造逐步形成目前棉纺产业集群，其中根据类型不同分为纺纱、坯布织造、色织（牛仔）等不同类型。

其中纺纱产业集群有 7 个，它们都具有各自的特色产品：山东邹平县、高青县、广饶县、临清市、张

家港塘桥镇主要生产大众棉纱线产品，江苏金港镇以生产氨纶纱产品为主，湖北马口镇主要生产化纤

缝纫线。织造产业集群在我国棉纺产业集群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主要分为坯布、色织布和牛仔布。

产业集群试点地区生产色织布和牛仔布的量占全国产量的比重较大，均超过一半以上，在行业的发展

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各产业集群地区抓住特色产业快速崛起，出台鼓励政策，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拉动地区纺织

产业链体系。广东、江苏省有关集群投资兴建工业园区整合优化纺织资源；举办博览会，建设商贸城

完善配套产业；组团参加海外展览，提升区域品牌知名度，增强核心竞争力。地方政府出台政策积极

引导企业发展，建立纺织工业园，营造完善的产业链，通过工业园集中处理污水，解决环保问题取得

较好的成效。 

三、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风险分析 

1、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环保、土地、资金等资源制约发展 

2010 年初棉纺织企业普遍出现了用工紧缺的情况，招工难是纺织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由于棉纺

织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90%工人来自农民工，部分工人持观望态度，出现了进城不进厂的现象，

造成纺织企业用工紧缺，不能满负荷开足机台，影响到订单的生产及按期交货，给企业带来损失。 

由于国家近年来对环保要求的提高，很多企业发展受到限制。色织、牛仔产业集群由于其染色、

水洗工艺的要求，废水排放量大，为达到环保要求，不得不增加污水处理成本，限制产业发展。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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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要求，不得不增加污水处理成本，限制产业发

展。由于土地等资源供应逐渐紧张，很大程度上

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壮大。

由于纺织企业平均利润率不高，银行贷款程

序的繁琐及银行缩紧对纺织企业的贷款，使纺企

融资困难。受资金短缺的困扰，纺织企业无力购

买先进的设备、改进落后的工艺、开发适应时尚

潮流的新品种，阻碍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更有

部分中小企业因资金紧缺而被迫关闭。

2、原料成本飞速增加，加大企业负担

棉花的供需存在缺口，自2010年初棉花价格

飞速上涨，至2010年10月已突破25000元/吨的历

史极值，拍储价格最高达到了28000元/吨，面料

价格虽有上调，但上涨幅度不同步且缓慢。部分

企业因棉花库存较少，只能现买现卖，棉价的高

位运行导致企业流动资金缺乏，资金压力增大，

无力购买高价棉的企业不得已减少订单，使得纺

织企业经营风险增大。

3、技术和管理人员缺乏，产品档次不高，

附加值较低

企业的发展壮大与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体系

是密不可分的，纺织企业只有不断的提高技术水

平、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增加产品附加值才能

在国内、外的竞争中顺势而上占有一席之地。目

前纺织企业普遍缺乏技术型、设计性、创新型人

才，面临专业技术、管理人员缺乏的窘境，无论

是纺纱、织造还是牛仔服装多为中低档产品，附

加值较低，产品基本雷同，缺乏创新，国际市场

竞争力不强。

四、集群应对措施和发展思路

各集群试点地区都比较重视当地纺织产业的

健康发展，因地制宜，千方百计为企业发展创造

有利条件，打造优良环境。

1、扶持骨干企业，提升纺织行业竞争实力

为了突显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头作用，相关

集群地区都积极扶持重点龙头企业，鼓励它们做

大做强，从而辐射相关中小企业，提升当地纺织

产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对有实力的纺织企业在土

地、资金等方面优先考虑提供，帮助他们健康快

速发展。通过培育优势规模企业，从而带动整个

集群地区的综合实力。

2、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帮助企业解决融

资、用工、技改等困难

虽然国家将纺织行业定义为“传统的支柱

产业、重要的民生产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

业”，但由于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利润

低的行业，银行信贷系统对纺织行业采取歧视性

政策，尤其是对中小纺企的融资，导致纺织企业

贷款困难，流动资金紧张，影响到纺织产能的提

升、设备的更新、技术的改造。地方政府出台具

体支持纺织企业信贷的相关政策，解决纺织企业

融资难的问题。

3、制订产业发展政策，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中、西部地区在承接我国东部沿海纺织产业

的转移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区位优势。中西部地区

积极制订相关政策，加大开发力度打造具有竞争

力的优良投资环境，出台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

沿海纺织企业向内地转移，出台投资引资个人奖

励政策等，鼓励各方力量来推进招商引资。

4、规划产业园区，为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空

间

由于当地集群中相当一部分企业都是从家庭

作坊或破产企业的车间开始发展起步，随着这些

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原有的生产环境在很大程

度上已经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所以相关政府部门

及时规划产业园区，为企业提供更宽广的发展空

间。

5、鼓励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业升级

在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淘汰落后产能过

程中，地方政府鼓励企业购买先进的纺织设备，

综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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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引进先进设备的鼓励政策，对购买先进设备

的企业在资金和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奖励和政

策支持，帮助企业尽快淘汰落后产能，加速产业

升级的步伐。

6、加大自主品牌建设和保护力度

自主品牌的培养、发展、保护需要长时间

的积累，短期内很难有突破，因此众多的中小企

业目前仍以贴牌加工为主，部分大企业也不注意

自主品牌的保护，一些企业面临着商标遭抢注等

一系列问题。政府和商会加强品牌的建设、宣传

和保护力度，通过集体参加国内、外知名展会，

宣传产业集群区域品牌，配合时尚秀等模式推出

企业自有品牌，政府给予参展企业相应的资金补

贴，不断提高企业的品牌意识，加快品牌建设的

进程。

7、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产业集群地区的纺织产业都是地方经济的支

柱产业，为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地方政府和商会为纺织企业搭建信息交流、人力

资源、技术改造和产品开发、原材料及产品销售

等服务平台。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自身研发能力不

足、员工培训等方面的问题。在地方经济发展的

过程中，为纺织产业发展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建

议，以及必要的政策和财政支持。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