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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WOT视角的乾县纺织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杨新宇

(成阳职业技术学院，陕西成阳 712000)

摘要l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实践揭示．产业集群已成为县城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借用SWOT分析法．分

析了陕西省乾县纺织产业集群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提出了纺织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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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陕西省乾县借鉴东部沿海地区产业

集群发展经验，把产业集群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

新战略、新支点，依托区位、传统、资本、劳动力等

优势，强力推进纺织产业发展。全县现有各类纺

织企业30户，固定资产31．5亿元，从业人员1．6

万人，拥有纱锭60万枚，织机4 600台，年加工棉

花15万t，产纱10万t，年产坯布1．2亿m，年实

现工业产值16亿元，实现增加值3．8亿元，年实

现利税1．7亿元。纺织产业初具规模，集群初具

雏形，规模效益初显，已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四大

支柱产业之一。但是，在乾县纺织产业发展中，理

论研究明显滞后发展实践，缺乏对纺织产业集群

的应有关注和理论研究。

2 乾县纺织产业集群SWOT分析

2．1 内部优势

2．1．1 区位条件比较优越 乾县地处关中一天

水经济区和西咸国际化大都市发展轴带内，毗邻

杨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工业重镇宝

鸡，具有依南带北、承东启西的重要地位。临近西

安(60 km)、咸阳(54 km)等大中城市，很容易受

到西咸经济辐射影响和技术扩散。东距西安成阳

国际机场35 km，南距陇海线30 km，G312国道、

G70福银高速、省道$107关中环线、$209和正在

建设的西平铁路穿境而过，交通条件十分便捷。

2．1．2重商崇工文化浓厚乾县自秦置县，唐设

州，自古商贸活跃。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

的曾闻名西北、享誉江浙的乾县三眼桥化纤布匹

市场，为乾县纺织产业崛起积蓄了大量的民间资

本，培育了一大批纺织产品流通、经营管理人才，

营造了浓郁的重商崇工文化氛围。

2．1．3 民间闲置资本充裕 乾县纺织企业投资

80％的资金都是民问资本[1]。多数企业经营者在

20世纪80年代均从事过布匹批发或棉花贩运。

乾县虽是一个财政收入穷县，但却是一个省内少

有的民间资本富县。2010年，乾县金融机构各项

存款余额52．36亿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41．59亿元，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

79．41％。充裕的民问闲置资本可为乾县纺织产

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表l乾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变化(2005—20lO年l

资料来源：乾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2005—20lO年)．乾县统计局。

2．1．4 劳动力数量充足 乾县是一个典型的农 农村剩余劳动力15万多人，农村劳动力数量充足

业大县，现有总人口58万，其中农业人口54万， 且价格低廉。纺织产业集群发展可在农村剩余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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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转移、城镇化发展、农民非农收人提高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2．1．5地方政府全力支持乾县纺织产业发展，

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从1998年

开始，乾县县委、县政府就将纺织产业统一规划在

纺织工业园区集聚发展，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快县

域工业化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强力推进纺织

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建设“中国·西部第

一纺织城”的意见》、《关于建设“中国·西部第一

纺织城”的初步规划》等一系列制度文件，成立了

纺织工业园区管委会、中小企业发展信用担保中

心、棉纺织印染企业协会．乾县纺织职工培iJlJ学

校，设立了纺织企业发展基金、纳税功勋奖和创业

之星奖。这些坚实举措，为乾县纺织产业发展壮

大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2．1．6工业园区初具规模乾县纺织工业园区

始建于1998年，规划面积8．68 km2。建成面积

5．6 km2。园区现有纺织企业16家。从业人员1．2

万人，年实现产值14．5亿元，拥有织机4 200台，

纱锭56万枚，年产纱8万t，坯布9 500万m。年

产值14．5亿元。目前．在建纺织企业3户，筹建

2户，全部建成后，纱锭可突破65万枚，织机

6 000多台，从业人员达2万人，年可产纱10万t，

坯布1．6亿m。2009年，乾县纺织工业园区被省

政府确定为全省首批重点支持县域工业园区之

一．带动乾县纺织工业向集约化、规模化、品牌化

方向发展。

2．2内部劣势

2．2．1产业链不完整乾县纺织产业虽然依靠

比较优势带来了数量增长效应、刨业效应和就业

效应。但缺乏明显的竞争优势。纺织产业发展仅

仅限于空问上的集中，缺乏企业之间的协作，配套

和交流。大多数企业只纺不织，少数企业只织不

染，缺少印染、服装加工等终端产品企业，产品主

要以纺纱和织布为主。附加值低。

2．2．2企业规模偏小乾县年产值过亿元的纺

织企业有3家，5 000万元以上的9家tl 000万元

以上的23家；拥有3万枚纱锭以上的企业有4

家，2万枚以上的7家。绝大部分企业纱锭在2万

枚以下，企业生产规模较小，产品档次低，单位产

品投资高，原材料消耗大，生产成本高，劳动生产

率低，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

2．2．3劳动力文化素质不高 乾县现有纺织工

人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不足20％，高中学历的

13％，初中及其以下学历的达到68“。大部分工

人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技能培训。劳动力素质不高

已成为制约纺织产业规模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初中学历．
3 470．4l■

阻1乾县纺织产业劳动力素质构成

2．2．4 管理模式粗放 乾县大多数纺织企业管

理制度不健全，财务核算不规范．管理水平及观念

相对滞后，经营管理和市场拓展能力不强，现代企

业制度没有真正确立．个体式或家族式管理模式

占主导地位。

2．3外部机遇

2．3．1产业发展政策优惠关中一天水经济区

发展规划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西安(咸阳)

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为乾县纺织产业发展创造了

良好的发展环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

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陕西省人民政

府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县域工业园区发

展的指导意见》、《咸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中小

企业发展的决定》等制度为乾县纺织产业集群发

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尤其是2009年，乾县

纺织工业园区被省政府确定为全省100个重点支

持县域工业园区之一，并给予100万元专项资金

扶持。这一优惠政策为乾县纺织产业集群发展营

造了前所未有的政策环境。

2．3．2纺织产业梯度西移 目前，我国80％以

上的纺织企业集中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

东、上海等省份。随着东部地区劳动力、土地、原

材料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一些“低成本、低外

向度”的纺织企业开始以“整体嵌人”方式向西部

转移o]。而西部地区在承接这一产业转移时，更

加注重产业集聚发展。2008年以来。江苏、浙江

等省部分纺织企业主动与乾县民营纺织企业加强

合作，将纺纱、胚布等生产环节设在比较优势明显

的乾县，形成跨省产业链。

2．3．3 东部集群可资借鉴 产业集群具有创新

特征，能够形成自身学习和外部模仿机制与氛围。

纵观国内外产业集群发展实践，凡是发展快、效益

好、生命力强的产业，大都以集群形式存在，显示

出强大的聚集效应，并在集群支持下获得了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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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过多年的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纺织产业

集群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尤其是江苏、浙江两省已

经形成了一批专业化特色明显、产业链体系完整、

集聚效应显著的纺织产业集群，如浙江绍兴，江苏

张家港、江阴、海门等全国纺织产业基地县市，可

为乾县纺织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很好的学习、模仿、

借鉴和示范作用。

2．4外部威胁

2．4．1金融支撑乏力 随着国家宏观经济调控

的进行，国有商业银行县及县以下县金融机构对

中小企业贷款门槛抬高，审批程序复杂繁琐。一

些企业因为贷款困难，融资渠道不畅，技改资金短

缺、流动资金不足，不得不处于半停产状态，个别

纺织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濒临破产倒闭。此外，

绝大多数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均通过民间贷款

的方式获得。这种资金筹措方式，成本高、风险

大。融资难、贷款难已成为制约乾县民营纺织企

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2．4．2 市场竞争加剧 乾县纺织企业产品主要

销往浙江、福建、广东等东部沿海省份，并远销到

东南亚、欧美和韩国。随着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渐

趋深入，企业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成

本不断上升，利润空间逐步缩小。由于受国际金

融危机、贸易保护、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等的影

响，以及印度、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家低

成本比较优势的挑战，纺织产品出口形势严峻，外

部需求萎缩致使乾县纺织产业发展速度趋于减

缓。

2．4．3 用地成本较高随着国家土地政策调整，

尤其是经营性土地实行招拍挂、城镇土地使用税

上调后，新建、扩建企业征地成本大幅上升，可用

土地极其有限。征地难，用地成本高成为制约乾

县纺织产业发展的新瓶颈。

3 发展策略

3．1凸显政府弓I导作用

国内外成功的产业集群一般都离不开政府的

政策引导、公共服务和市场督导作用[4]。乾县纺

织产业集群发展，一是地方政府要通过政策引导．

充分利用民间闲置资本，积极发展担保公司、小额

贷款公司，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贷款难问题；二

是通过继续加大投入，继续完善园区公共设施，为

人园企业提供最优惠的服务；三通过财税部门对

企业财务的管理和指导，引导企业进一步规范财

务制度，督促企业建立客观公正的财务体系。

3．2提升园区发展层次

紧紧抓住乾县纺织工业园区被省政府确定为

重点扶持县域工业园区的政策优势，主动承接东

部地区纺织产业转移，通过招商引资、项目带动等

思路，吸引投资强度大、科技含量高、环保效益好

的纺织企业及其配套服务企业向园区集中，将园

区建设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带动区、全民创业的

活跃区、新型工业化的示范区。

3．3树立品牌化经营理念

坚持区域品牌与企业品牌同步提升，一是培

育区域品牌，以纺纱、织布为主导，进一步加快纺

织企业集聚，使乾县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纺纱和

胚布生产、批发和销售基地，着力把乾县打造成为

“中国·西部第一纺织城”；二是培育壮大龙头企

业，充分发挥其产品辐射、技术示范、信息扩散和

销售网络中的“领头羊”作用。

3．4加快延伸产业链条

产业链是产业层次、产业关联程度、资源加工

深度和满足需求程度的表达。产业链推动产业集

群发展，并提升集群竞争力[5]。如浙江绍兴纺织

产业集群发展，其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拥有一个

相当完整的产业链，包括纺织制造、印染、销售、纺

织机械等环节，且每个环节形成产业集群。乾县

纺织产业集群发展必须加快产业内部结构调整，

重点引进服装加工、印染等企业及其服务配套企

业，促进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逐步形成纺纱、织

布、印染、服装加工、销售等一条龙的产业链，提高

产业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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