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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变迁（I）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与产业集聚——以纺织

服装业为例 
 
[Table_Summary]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国际加工制造业中心向我国转移，“中国制造”开

始向世界输出，一时间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代名词。我国是制造业大

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世界制造业加工中心的转移，我国制造业飞速发

展，也推动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进入 21 世纪，我国进入 WTO 组织，在

2000 至 2008 年的近十年间，出口对我国经济形成了巨大的推动力。但金融

危机之后，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不断变化。从国内看，随着人力成本等要素

价格的提升和自身科技的发展，我国制造业正经历着重要的转型与变革，逐

渐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上移动。从国际宏观环境看，全球加工制造业

不断向人力成本更低的南亚与东南亚迁移；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

头。在国内外宏观环境的作用下，我国产业链进行不断的深化调整。在中美

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研究产业变迁对研究贸易战对产业的冲击以及产业

如何应对贸易摩擦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以来伴随着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产业中心在不断迁移。英国工业

革命之后，纺织业兴起，英国成为全球纺织业中心。电力和汽车技术兴

起后，产业中心逐渐向欧洲大陆，再向美国迁移。二战后，随着德、日

等国经济的恢复，德国和日本开始成为新的产业中心。在这一过程中，

社会分工开始逐步细化，技术研发等环节留在美国，部分生产加工等环

节开始从美国转移至德国和日本。70 年代，随着社会分工化的进一步深

入和德日两国经济技术的发展，德国和日本的加工行业开始向亚洲转

移，这一时期输入地区典型的代表是“亚洲四小龙”。进入 90 年代，

“亚洲四小龙”产业则逐步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一时期输入地区

典型的代表是中国。中国的人力成本同样伴随着产业的发展逐步提高，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加工业开始向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主要是

东南亚和南亚等国）。 

 我们可以将纺织服装在我国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20 世

纪 80 年代至金融危机之前，第二个阶段是金融危机之后。20 世纪 80 年

代，纺织服装行业由“亚洲四小龙”开始向我国转移，对我国改革开放

初期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中国仍是世界上纺织服装行

业最大的出口国，但金融危机之后产业转移的趋势显著，贸易摩擦加速

低附加值行业转移。 

 从产业发展来看，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向外流出是必然趋势，一

方面是向消费市场端转移，一方面是向原材料端转移。中美贸易摩擦的

冲击下，短期向品牌、设计端快速转移并不现实，品牌和设计需要时间

的积累。但基于我国完整的生产链条，向高端原材料端的转移相对较为

容易。而从就业来看，贸易摩擦的冲击小于国内产业调整的冲击，在稳

定就业方面，更应关注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以及第三产业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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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产业变迁的意义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国际加工制造业中心向我国转移，“中国制造”开始向世界输出，一时间我

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代名词。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世界制造业加工中心的转

移，我国制造业飞速发展，也推动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进入 21 世纪，我国进入 WTO 组织，在 2000

至 2008 年的近十年间，出口对我国经济形成了巨大的推动力。但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外宏观经济形

势不断变化。从国内看，随着人力成本等要素价格的提升和自身科技的发展，我国制造业正经历着

重要的转型与变革，逐渐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上移动。从国际宏观环境看，全球加工制造业

不断向人力成本更低的南亚与东南亚迁移；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在国内外宏观环境

的作用下，我国产业链进行不断的深化调整。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研究产业变迁对研究

贸易战对产业的冲击以及产业如何应对贸易摩擦具有重要意义。 

与微观研究不尽相同，本文研究的产业变迁主要是聚焦在产业的迁移与集聚方面，不局限于具体的

公司，而是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去观察市场、需求、技术、劳动力等因素的变化；分析在宏观背景下，

整体产业链的变化发展趋势。由于行业众多，我们选择两个行业分别代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技术资

本密集型行业。 

本文选取纺织服装行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分析。纺织服装加工行业是比较典型的劳动密集行

业，工业革命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曾多次出现行业的迁移，具有代表性。我国纺织服装在过去 30 年中

快速发展，虽然在我国出口比重不断下降，但是在世界纺织服装出口中仍居于前列。纺织服装行业

的变迁也反应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素质整体提高，出口结构的变化等一系列宏观经济的

变化。 

从行业角度看，纺织服装行业可以分为加工和销售两个大的板块。纺织服装加工行业属于制造业，

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毛利相对较低，对外出口占据较大比例。服装销售，主要是第三产业，从

事服装设计和销售等活动，位于全球价值链上游，接近消费市场，利润率相对较高。加工板块和销

售板块在表现出的迁移规律并不相同。本文重点关注纺织服装加工行业，下文的纺织服装业也指纺

织服装加工业。 

从纺织服装业的发展迁移规律来看，工业革命后纺织服装行业从英国兴起，随后迁移到美国再迁移

到日本；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纺织服装业的设计与销售板块留在欧洲、美

国和日本，而加工板块则继续向“亚洲四小龙”、中国以及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迁移。 

本文重点关注纺织服装行业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向东南亚及南亚迁移的过程，一方面观察行业生产与

出口变化，一方面关注就业的变化；除此之外，还分析产业集群的变迁以及在全球价值链的变化以

及贸易战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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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变迁 

2.1 工业革命以来的产业变迁 

近代以来伴随着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产业中心在不断迁移。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纺织业兴起，英国

成为全球纺织业中心。电力和汽车技术兴起后，产业中心逐渐向欧洲大陆，再向美国迁移。二战后，

随着德、日等国经济的恢复，德国和日本开始成为新的产业中心。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分工开始逐步

细化，技术研发等环节留在美国，部分生产加工等环节开始从美国转移至德国和日本。70 年代，随着

社会分工化的进一步深入和德日两国经济技术的发展，德国和日本的加工行业开始向亚洲转移，这一

时期输入地区典型的代表是“亚洲四小龙”。进入 90 年代，“亚洲四小龙”产业则逐步开始向发展中

国家转移，这一时期输入地区典型的代表是中国。中国的人力成本同样伴随着产业的发展逐步提高，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加工业开始向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主要是东南亚和南亚等国）。 

伴随着国际分工深入，产业转移也出现新的特点，即社会分工垂直化使得经济中心不再随着产业转移

而变迁。近代工业起源于英国，全球支柱产业由纺织业转向汽车工业再向高技术产业发展；而工业中

心也有英国向欧洲大陆在向美国扩散。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入，产业转移的形式

也在发生变化。从英国到欧洲大陆再到美国的产业转移主要都伴随着全球经济中心的转移；而从美国

开始，社会分工日益深入，产业转移也出现了新的形式，就是按产业链的分布，向不同的地区转移，

而经济中心依然留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除此之外，输出区域产业升级，进入高收入行业列。 

 

图表 1. 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加工中心的转移 

产业转移 时间 输出地 输入地 备注 

第一次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 
英国 欧洲大陆 

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纺纱机、蒸汽机等发明促使英国成为世

界制造业中心。随后第一次工业革命传入欧洲大陆，德国开始

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第二次 20 世纪 30 年代 德国 美国 

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兴起，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技术与制

造业中心。这一时期，电力、钢铁、化工、铁路、航空迅速发

展。工业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开始 

第三次 20 世纪 50 年代 美国 德国、日本 

“二战”后，德国、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工业开始恢复。这

一时期一些制造业开始向德国、日本转移。与前两次转移不同，

虽然制造业中心由美国转移向德国、日本，但是科技中心和经

济中心依然留在美国，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全球产业链条开

始形成 

第四次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 
日本、德国 亚洲四小龙 

随着德国、日本经济的复苏，科技发展，人力成本上升，逐渐

将附加值较低的纺织等加工行业转移向人力资源丰富，成本低

廉的亚洲四小龙地区 

第五次 
20 世纪 80 年代 

至 90 年代 
亚洲四小龙 

发展中国家 

（主要是中国） 

亚洲四小龙地区逐步进入中高收入经济体，继续发展高端制造

业，低端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中国）转移 

第六次 2008 年金融危机后 发展中国家 
成本更低的国家 

（东盟、南亚、非洲） 

今年，中国人力成本较高，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人力成本更

低的东南亚、南亚和非洲转移 

资料来源：中银国际证券 

 

2.2 产业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 

产业的转移是由于市场、成本、技术、政策等因素发生变化进而使产业在空间上（国家或地区）产

生迁移的现象。产业转移的理论有很多，主要包含成本理论、生命周期轮、梯度转移理论、产业成

长理论、产业分工理论、区域理论等。本文主要从成本理论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产业转移和集聚的分

析框架。 

我们认为成本是促进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成本主要有要素成本和区位成本，要素成本包含土地、

劳动力、技术、原材料等要素；区位成本主要包含市场、税收和政策、基础设施等要素。对于劳动

密集型产业，劳动力成本是企业考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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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主要包含原材料、劳动力、土地、技术等。不同行业对不同生产要素的敏感程度不同。资

源密集型行业对原材料需求较高，会布局在临近原材料产地的位置。而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行业，

对劳动力成本敏感性较高，会布局在劳动人口密度较高，人均收入较低的区域。技术密集型主要临

近高校、科研院所，更容易吸引人才。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对消费市场区位的变化并不

敏感，主要临近生产地，但销售行业需要临近消费市场。 

区位要素 

区位要素主要包括市场、基础设施、税收和政策等因素。销售行业需要临近消费市场以快速应对市

场需求的变化。配套基础设施可以在成本和效率两个方面影响行业发展；基础设施不仅包含生产园

区的基础设施，还包括区域内的公路铁路等物流设施，以拉近生产和销售的距离。由于劳动密集型

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一般距离市场较远，便利高效的交通可以缩短运输时间和运输成本。除此之外，

成熟规范的园区更有利于企业的管理，降低成本。政策主要是一些投资优惠的税收政策、土地政策

以及地方招商引资的一些便利设施，等等。税收优惠和土地政策对企业的吸引力也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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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业变迁，以纺织服装行业为例 

3.1 纺织行业的国际转移 

纺织服装产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工业化初期是重要支柱产业，随着工业技术的发

展，纺织行业逐渐失去支柱产业的地位，而纺织服装行业的转移也不再影响全球经济中心的转移。

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影响纺织服装加工行业迁移的最主要因素是劳动力价格。由于输出地区劳动

力成本的上升，工业革命以来纺织行业进行了多次转移。 

第一次发生在 20 世纪上半叶，从英国向美国转移。19 世纪上半叶，近代工业起源于英国，以纺织机

和蒸汽机为主。蒸汽机和纺织机极大地提高的纺织业的生产效率，在此基础上，英国成为世界经济

中心。随着纺织业发展，对原料需求增加，到 20 世纪初，美国成为纺织服装业的主要原材料产地，

出于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考虑，纺织服装行业中心由英国向美国转移。 

第二次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纺织服装业从美国转移到日本。随着美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纺织

服装行业的竞争力下降。纺织服装行业开始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日本转移。60 年代初，日本制造业

发展，化工、钢铁、汽车的行业开始发展，纺织服装行业出口开始下降，到 80 年代末纺织服装业出

口比重几乎为零（见附录 1）。 

第三次是发生在 20 世界 60 至 70 年代，由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劳动

力成本也逐步上升。纺织服装行业开始由日本向外转移。60 年代，中国台湾的纺织服装产品出口快

速增长，整个 70 年代到 80 年代，纺织服装出口的比重都较高。而 90 年代开始，纺织服装业出口比

重大幅下滑（见附录 2）。 

第四次转移发生在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由“亚洲四小龙”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70 年

代末，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吸引了纺织服装行业向中国转移。中国 80 年代开

始，纺织服装业的出口比重较高。2000 年加入 WTO 之后，中国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包括其他贸易

行业；进入 2000 年后，我国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逐步向中高端产业发展，纺织服装出口比例不

断下降，目前稳定在 7%上下。 

第五次转移目前正在发生。目前纺织服装业由中国向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开始转移。2000 年以后，越

南和印度等国的纺织服装产品出口比重提升，成为重要出口产品。虽然第五次纺织服装行业转移正

在进行，目前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纺织服装出口国家。 

虽然纺织服装业的迁移以成本驱动为主，但是前后出现了不同的迁移特点。首先，第一至二次的产业

迁移，伴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第三至五的产业转移则是社会分工深入的结果，并没有引起经

济中心实质上的转移。从数据上看，当纺织业由英国迁往美国时，美国的 GDP 逐渐赶超英国，而加工

制造业在由美国转移向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时，输入区域的经济虽然得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超

过输出区域。后几次重要的产业转移更多地与国际产业的价值链延展有关，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输出

区域与输入区域的产业结构转变与升级。其次，纺织服装行业往往成为输入地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支

柱行业；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力成本随之上升，出现行业开始向外迁移的迹象。 

 

3.2 中国纺织行业的发展 

纺织行业国内发展情况 

我们可以将纺织服装在我国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至金融危机之前，

第二个阶段是金融危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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