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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株洲是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服装产业在株洲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
意义，株洲要想发展的更好更快就必须把服装产业做大做强。本文基于产业竞争力的相关理论，采用 ＳＷＯＴ法分析株洲服
装产业竞争力的现状，指出了株洲市服装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促进株洲市服装产业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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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竞争力，指某国或某一地区的某个特定产
业相对于他国或地区同一产业在生产效率、满足市

场需求、持续获利等方面所体现的竞争能力。产业

竞争力的实质是产业的比较生产力。所谓比较生

产力，是指企业或产业能够以比其他竞争对手更有

效的方式持续生产出消费者愿意接受的产品，并由

此获得满意的经济收益的综合能力。

　　一　产业竞争力相关理论综述

（一）产业竞争力的理论基础

１．比较优势原理。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
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指出：商品的相对价格差异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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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优势是国际贸易的基础，特定国家应专注于生产

率相对较高的领域的生产，以交换低生产率领域的

商品。后来，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对传统比较优势
理论进行了补充，指出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决

定着贸易的流动方向。［１］

２．竞争优势原理。传统经济理论如比较优势
理论、规模经济理论都不能说明产业竞争力的来

源。因为，“在产业竞争中生产要素非但不再扮演

决定性的角色，其价值也在快速消退中”，“规模

经济理论有它的重要性，但该理论并没有回答我

们关心的竞争优势问题”。因此，必须采用竞争优

势理论来解释产业竞争力问题。竞争优势有别于

比较优势，它是指各国或各地区相同产业在同一

竞争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市场竞争能力。［２］

我们认为，尽管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存在区

别的一组概念，但两者都是产业竞争力形成的基

础。两者的区别是，比较优势强调同一国家不同产

业间的比较关系，而竞争优势强调不同区域同一产

业间的比较关系。比较优势是产业竞争力的基础

性决定因素，而竞争优势是直接作用因素。比较优

势是产业国际分工的基础，也是竞争优势形成的基

础，但比较优势原理却不能直接用来解释产业竞争

力水平的高低，而竞争优势原理作为一种研究思路

和分析方法可直接用于解释产业竞争力的形成

机理。

（二）纺织服装产业竞争力的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研究有关纺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

文献，大都运用产业竞争力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分析

范式，来研究国内外纺织产业的发展现状。其中，

利用钻石模型分析产业竞争力的文献较多，美国经

济学家 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Ｐｏｒｔｅ在分析形成某一产业国际
竞争力的原因中，提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Ｄｉａ
ｍｏｎｄＭｏｄｅｌ）。根据钻石模型，产业竞争力由生产
要素，国内市场需求，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企业战

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等四个主要因素，以及政

府行为、机遇等两个辅助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如图１所示）。其中，前四个因素是影响产业竞争
力的主要因素，构成“钻石模型”的主体框架。四个

因素之间彼此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整体，共同决定

产业竞争力水平的高低。“钻石模型”［３］构筑了全

新的竞争力研究体系，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包含了

图１　完整的钻石模型
　　（资料来源：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Ｐｏｒｔｅｒ，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ｈｅ

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比较优势原理，并大大超出了后者的解释范围。余

为丽，王治（２００６）在钻石模型中引入了贸易竞争力
指数和出口产业质量指数，对中国服装产业国际竞

争力进行实证分析。任若恩（２００５）则主要从劳动
力成本和人民币汇率两个主要因素分析，提出为了

保持我国纺织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唯一的途径只

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张宏性（２００５）通过显性优
势指数进行定量分析并结合企业调查，提出要保持

和提高我国纺织服装业的竞争力需要从提高劳动

生产率、改进管理质量和有效配置资源等方面入

手。此外，一些学者从集群化角度研究纺织产业竞

争力，主要研究对象集中在浙江、江苏、上海、广东、

福建、天津等纺织产业比较发达的省市，如王志明，

徐剑明（２０００）等。相对于前一类研究，这些研究在
分析纺织产业集聚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力方面又

给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

本文的研究主要借鉴钻石模型理论，运用

ＳＷＯＴ法，根据产业竞争力的评价因素，从市场占
有率、产品成本、全国知名品牌数量、土地成本、劳

动力成本、交通运输成本等方面分析株洲服装产业

竞争力的现状，针对株洲服装产业竞争力的不足提

出一些应对措施。

　　二　株洲市服装产业竞争力现状

株洲服装批发市场是我国十大服装批发市场

之一。芦淞区是中南地区最大的服饰集散地和重

要的生产加工基地。在不足２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分布着八十多个各类专业市场。年成交额愈２００
亿元，被评为 “中国服饰名城”、“中国服装品牌孵

化基地”。以下是株洲服装产业竞争力现状的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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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ＷＯＴ分析。
（一）株洲服装产业竞争力优势

１．市场占有率优势。株洲芦淞市场在全国服
装市场中占有一定的优势。株洲市芦淞服装市场

与北京的百荣世贸商城、山东的即墨服装批发市

场、沈阳的五爱市场服装城、东莞的虎门富民时装

城、江苏的常熟招商城、福建的石狮服装城、杭州的

四季青服装市场、武汉的汉正街服装批发市场、广

州的白马商贸大厦服装市场一起成为当今中国的

十大服装市场，其中株洲的芦淞市场处于第四位。

如图２所示，株洲市服装产业在全国服装产业的比
例中约占１３％，仅次于广东、山东、江苏三省服装产
业的市场占有率。

图２　全国各服装市场产品占有率

２．品牌优势。“芦淞”品牌逐步建立，其商品

辐射全国十多个省，同时市场培育了“光奇”、“一

鸣”、“金盛”、“美德妮”等二十多个品牌。株洲芦

淞服饰市场发展至今，汇集了国内四千多个服装

品牌总代理，拥有 “中国品牌市场”的美誉。截

至目前，芦淞服饰产业集群区内拥有注册服饰品

牌一千多个，成功培育了青藏绒、开畅、宇奴、

帅欧等十多个国内知名品牌。而作为芦淞服饰支

柱产业的女裤产业更是发展迅速，年销量占到全

国四分之一，并远销俄罗斯、越南等地。

３．技术、劳动力成本优势。全市共有两千余
家服装加工企业及个体户，一万二千台左右的加工

机组，有近２万人的服装技工队伍，为发展服装加
工业提供了技术和劳动力。由于株洲地区工资水

平与沿海城市相比较低，因此劳动力成本具有一定

优势。同时据统计部门调查，截止到目前为止，株

洲市已经注册登记的服装加工企业（户）有５千多
家，加工场地３１．４万平方米。２０１０年共生产各类
服装４５４４万件，年销售额２３亿元（见表１）。由表
１可以看出，株洲市服装企业从业人员多，它的发
展为当地人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就业问题。

表１　２０１０年株洲市服装加工企业（户）基本情况表

单位
企业

（户）

加工场地

（万平米）

设备台数

（台）

从业人员

（人）

生产量

（万件）

年销售额

（万元）

销售收入

（万元）

规模以上服装加工企业 １８ ７．４９ ３６４０ ２７９４ ２２２ ２２８３５ １７３５６

规模以下服装加工企业 ３８１ １６．８０ １１４３０ １４００９ １７７７ ８８８７０ ２６６６１

服装加工个体户 １７０４ ７．１１ １８９８８ １７４１３ ２５４５ １１５７９２ １３１５８

合计 ２１０３ ３１．４０ ３４０５８ ３４２１６ ４５４４ ２２７４９７ ５７１７５

　　（资料来源：株洲市政府办公室）

　　４．交通运输成本优势。株洲作为我国南方最
大的交通枢纽，京广、浙赣、湘黔三条铁路和１０６国
道、３２０国道以及京珠高速公路与上瑞高速公路交
汇于市区，是联系西南、华南、华东的经济纽带。同

时，株洲服装批发市场在火车站附近，具有得天独

厚的交通优势。历经十多年的发展，芦淞服饰市场

群已成为我国中南地区最大的服饰物流中心。处

于交通枢纽的株洲市，在发展服装产业方面，交通

运输成本占有绝对优势。

５．行业配套优势。围绕服装加工业，株洲市
在洗水、电脑绣花、原材料、设备经销、物流等配套

行业近年来都有较大的发展。比如，在芦淞区龙泉

村集中建立了洗水加工车间，拥有洗水企业１６家，
从业人员１２００余人，年洗水能力达３千万件，年产
值５千万元左右。株洲市目前还形成了３个为服
装加工配套的服装主、辅料市场，主要经营布匹、拉

链、纽扣、衬垫、商标、塑料袋等辅料，共有经营铺面

４８０个，年成交额１０亿元左右。合泰大街布匹市场
和辅料贸易初具规模。合泰地区从事物流业的企

业约有６０家，是株洲地区服装加工原料汽车运输
的集散地；服装加工配套的印染绣花压棉发展迅

速，仅合泰地区就有９３家，形成楼上服装加工，楼
下印染绣花的局面。以上配套企业有力地推动了

株洲服装产业的发展。各种企业年生产销售额及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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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缴税金数额巨大，为株洲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

定的资金支持，促进了株洲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株洲服装产业竞争力劣势

１．服装生产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产业聚集度
不高。株洲市两千多家服装生产企业中，规模以上

的企业只有十几家，拥有百台以上缝纫设备的企业

只有五十多家，两百台机组的企业不过十来家，而

且大部分靠贴牌、套牌和委托加工生产，企业规模

普遍较小，难以参与市场竞争，抗风险能力十分弱。

企业之间沟通交流少，合作氛围淡，缺乏信任，导致

正式的产业合作十分有限，企业如同散兵游勇，无

法增强集体效率。［４］

２．生产设备技术含量不高，研发能力不强。
目前，株洲市服装加工企业的生产设备主要是较为

原始的缝纫和裁剪设备，以人工操作为主，生产自

动化程度低，缺乏先进的生产设备特别是质量检测

设备，产品同质化突出，质量和档次普遍不高。

３．产品创新能力差，品牌效应低。多数厂家
是以进料、来料加工和贴牌、套牌生产为主，不具备

自主设计和研发能力，缺乏叫得响的自主品牌，大

多采取模仿式手法，“以廉取胜，以量取胜”导致产

品档次低，附加值低，大路货居多。

４．综合管理水平低，周边环境差。由于社会
信用和企业诚信在体制上的缺陷，带来行业内部不

正当竞争的矛盾比较突出，如竞相压价、假冒伪劣、

恶意逃债等，致使株洲本地品牌服装整体形象不

佳，影响服装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大部分中小企业

基础管理薄弱，不建财务账，不反映销售情况，带来

税费上交不规范，制约了服装产业质态的提高和可

持续发展。企业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低，小生产方

式和家庭式管理居多。此外，株洲市芦淞市场周边

环境比较恶劣，内部交通不便、行车无秩序、空气流

通差；严重影响了株洲服装产业的发展。

（三）株洲服装产业发展的机遇

首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服装消费

也会相应提高。巨大的服装市场空间为株洲发展

壮大服装产业带来了机遇。其次，近年来株洲市

委、市政府提出城市提质、旅游升温战略，通过提升

芦淞服饰城整体品位，活跃商品市场，打造省内最

具档次和形象的服饰名城，让芦淞服饰城成为株洲

的新名片，目前，芦淞区已基本完成了芦淞服饰城

提质改造工程。外部环境的改观将给株洲服装产

业发展带来良好的机遇。

最后，作为我国主要服装生产基地的东南沿海

省市，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株洲市与广

东、江浙、福建、上海等服装生产大省的人员、产业、

货物联系十分紧密，加上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便捷

的交通设施，使株洲服装产业可以通过承接沿海发

达地区的资金和技术转移实现转型升级，从而提升

其竞争力。

（四）株洲服装产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首先，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建设“两型”社会

的大背景下，株洲服装产业的劳动力、原辅料等成

本也在不断攀升，从而制约服装产业的发展；其次，

全球经济的疲软及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对株洲服

装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最后是地理区

位的影响。虽然株洲是一个全国交通枢纽，但作为

一个中部地区的二线城市，在区域上的劣势还是很

明显的。比如：以人才为例，相比发展更快的东部

沿海城市，在人才上还是略输一筹。沿海城市的高

速发展吸引着应届大学毕业生前往，导致大量人才

涌入沿海城市。尽管服装产业是一个以劳动密集

型为主的传统产业，但在设计和销售环节仍需要人

才注入，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人才的流失，从

而使得株洲服装产业难以留住一流的人才。

　　三　提升株洲市服装产业竞争力的对策

根据上述对株洲服装产业竞争力现状的优劣

势分析，我们拟提出以下提升其竞争力的相关

建议：

１．补其劣势。首先，完善产业链，进行服装深
加工。初加工的生产方式由于利润薄，无异于将蛋

糕拱手送给他人，要实现株洲服装产业链各环节的

价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完善产业链是关键。一方

面，充分利用本地原材料，完善加工产业的配套体

系和服务体系，对产品进行深加工，进行专业协作

及深度分工，走专而精的道路，延伸产业链；另一方

面，对中小服装加工企业进行整合，建立具有竞争

力的服装生产企业，发展其规模和集约程度；其次，

要整治服装市场周边的商业环境。目前，株洲火车

站附近至合泰一带整个路段服饰市场群的环境比

较乱，垃圾随地堆放，一些小摊小贩占道经营，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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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株洲的城市形象和市场群品质的提升，政府

相关部门必须大力整治。与此同时，要加大对服装

市场内偷、扒、抢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尽可

能的改善周边治安环境。第三，要加强服装企业品

牌建设，注重科技创新和品牌创新，形成多家技术

含量高的骨干企业和知名品牌作为产业集群的支

柱和核心。服装经营者必须树立品牌意识，注册自

己的商标，注明产地（株洲），规范运作。服装加工

企业不要一味做粗制滥造的产品，要做精做细，要

有市场意识，懂得宣传自己，培养市场。在株洲服

装市场上，有大小４千多个品牌在销售，但真正在
株洲注册的，只有１／４多一点，自有品牌占有率不
到三成，与国内外知名品牌存在一定的差距。温

州、广州、虎门、石狮等服装批发市场之所以能做大

做强，就是因为它们拥有全国最大的服装产业集

群、专业化服装生产基地及其配套体系。最后，要

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据芦淞区商务局调查，

株洲的服装加工企业几乎没有自己的设计师。为

此，作为政府部门一方面要创造条件吸引优秀设计

人才；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所在城市的高等学院设置

相关专业自己培养服装设计人才。作为服装加工

企业，可以通过员工的在职培训与进修提高其整体

素质。

２．取其优势。如前所述，株洲服装产业发展
具有市场占有率、品牌、劳动力、技术、交通运输及

行业配套等优势，要想保持并加强株洲服装产业发

展的各种优势，政府应加大政策、资金的支持，加大

对本土服装加工行业的扶植力度，引导服装经营户

和加工企业走品牌化自主之路；武汉、杭州等服装

市场兴起都晚于株洲，但现在发展较好，远远领先

于株洲，也涌现出一大批女装品牌，并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风格，而株洲自主品牌较少，希望政府加大

扶植和宣传的力度。比如，芦淞区董家段高科园的

服装工业项目，政府部门可将那些做的比较大的，

上规模的服装企业引进园里，鼓励和支持他们自创

品牌。

３．抓住机遇。当前，株洲正在大力建设“两型
社会”，作为服装企业要充分利用这一发展机遇加

快发展，走产业集群、聚合生产要素之路。所谓产

业集群，就是建立若干服装研发、生产基地，发挥规

模品牌效应，朝着集团化、国际化的目标迈进。只

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彰显芦淞服装的品牌实力，扩

大芦淞服装市场的影响力，在有限的服装市场里，

取得无限发展的资格，最终实现株洲服装产业的二

度辉煌。［５］提升“芦淞服装”整个区域品牌，服装产

业链各环节的企业必须拧成一股绳，团结一心，实

施整体突破战略。

４．迎接挑战。与全国其他服装市场相比，株
洲服装产业发展还存在一定差距。尤其在当前复

杂多变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株洲服装产业的发展面

临一系列挑战。为此，作为服装企业，一方面必须

实施人才工程，做有技术含量的服装，做高品质的

服装。要加大对研发设计的投入，为高水平设计人

才施展才华搭建舞台。对于表现出色的新人，公司

可以从基层开始培养，让其熟悉公司各个部门的运

作，形成全局观念，逐步成长为设计带头人。另一

方面，株洲企业要逐步摒弃家族式管理，实行现代

企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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