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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变迁及实施效果
———中国纺织产业的个案研究

熊勇清，侯玲玲
（中南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３）

摘要：从“政策变迁”和“实 施 效 果”两 个 视 角 切 入，在 全 面 梳 理 中 国 纺 织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已 有 政 策 的 基 础

上，基于文本计量分析法从四个维度研 究 中 国 纺 织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政 策 的 历 史 变 迁 及 主 要 特 征，应 用“目 标 达

成”模式并结合模糊优选模型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价。研究表明：中国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政策表现出比较明显

的“周期性”、“专用性”、“治理性”和“约束性”，而“行业整合”和“产业培育”类政策相对较少，并且指导性和 可

操作性亟待加强；中国纺织产业转型升 级 政 策 颁 布 的 前 五 年 实 际 效 果 一 般，但 是 近 年 来 稳 步 上 升；不 同 政 策

工具对具体指标的影响程度、实际效果及持续性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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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已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１］。产业政策作为促进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机制，其作用已为世界各国的

实践所证明。理论界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产业政策在

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如 Ｍａｒｉｋｏ　Ｓａｋａｋｉｂａｒａ
等人对 日、韩 两 国 的 产 业 政 策 绩 效 开 展 了 对 比 研

究［２］；Ｐ．Ｄ．Ｌｕｎｄ采 用 多 种 研 究 工 具 分 析 了 能 源 方

面产业政策的影响［３］；Ｅｌｉｓａ　Ｂａｒｂｉｅｒｉ等人 分 析 了 中

国南部的产业政策及其实施效果［４］；张纯等人对转

型经济中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５］，等等。

纺织产业是中国典型的传统支柱产业，在增加

就业和出口创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技术的更新换代，中国纺

织产业产能过剩、结构失衡和后劲不足等问题也十

分突出，为促进传统纺织产业的转型升级，国家先后

颁布了一系列相关产业政策。同时，纺织产业也是

中国传统产业的缩影，研究纺织产业转型升级已有

政策的变迁及其实际效果，对于研究制订相关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具有积极意义。本研究拟全面

梳理中国纺织产业转型升级已有政策的历史变迁、

主要特征和实际效果，以期为中国进一步完善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目前，产业政策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视角：部分

学者从“历史变迁”视角开展研究，如刘凤朝等人以

创新政策的效力和类别为基本维度，分析了１９８０—

２００５年中国创新政策的历史演变路径［６］；李燕萍等

人基于政策文本的内容，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研

经费管理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研究［７］；黄萃等人以中

国自１９８７—２００８年间近百份高新技 术 产 业 税 收 优

惠政策为样本，揭示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

政策的 总 体 状 况 和 发 展 历 程［８］。也 有 一 些 学 者 从

“实施效果”视角开展研究，如刘希宋等人以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为基点，对中国当前产业政

策的实施效果予以了量化研究［９］；赵彤等人对长三

角地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

了评价［１０］。借鉴学术界的这两种研究视角，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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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同时从“政策变迁”和“实施效果”两个视角切入，
以期更加全面地刻画中国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

主要特征及实际效果。
（一）“政策变迁”视角的研究设计

１．政策样本的采集。２００１年 颁 布 的《国 民 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简称“十五规划”），
被认为是中国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要实现纺织产业

增长方 式 的 转 变。笔 者 收 集 了“十 五 规 划 ”以 来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中 央 及 各 部 委 颁 布 的 纺 织 产 业 转

型升级相 关 政 策 文 件。样 本 主 要 通 过 三 种 渠 道 获

取，见表１。
表１　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文本获取渠道表

获取渠道 检索重点 备注

官方网站
（全国人大、
中共中央、国务

院及各部委）

　现 行 纺 织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的

相关政策

　　多数产业政策均可通过 官

方网站检索。

专业网站
（中华纺织网）

　纺 织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政 策

文本

　　“中华纺织网”为纺织产业

权威网 站，收 录 了 大 部 分 纺 织

产业的政策文本。

关联条款 　已 检 索 到 政

策 文 件 中 关 联

条 款 所 涉 及 到

的相关政策

　　部 分 产 业 政 策 已 停 止 执

行，无法通过官方网站检 索，利

用已 检 索 到 文 本 中 的 关 联 条

款，可以 检 索 到 已 停 止 执 行 或

官方网站无法检索的文件。

　　首先根据表１中的三种渠道，初步收集到与纺

织产业有一定关系的政策文本，共５９份；然后邀请

６位专家（分别来自政府、高校和企业），对５９份 样

本整理遴选，剔除了一些相关度不高的政策文本；最
终确定３８份文件作为研究样本。

２．分析方法及维度。内 容 分 析 法 是 将 非 定 量

的文献材 料 转 化 为 定 量 数 据，并 依 据 这 些 数 据 测

度文献中本质性 的 事 实 或 趋 势 的 方 法。学 者 们 应

用内容分 析 法 时 所 采 取 的 分 析 维 度 各 有 侧 重，如

赵筱媛 等 人 从“政 策 工 具”、“科 技 活 动 类 型”、“科

技活动领域”三 个 维 度 构 建 了 公 共 科 技 政 策 的 分

析框架［１１］；李 燕 萍 等 人 从 政 策 的“颁 布 部 门”、“颁

布时间”、“适 用 范 围”、“文 种 类 型”四 个 维 度 对 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科 研 经 费 管 理 政 策 的 变 迁 进 行 了

研究［７］；黄萃等人从“政策 年 度”、“政 策 对 象”、“政

策税种”、“政策措施”四个 维 度 对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税

收优惠政策进行 了 文 本 量 化 研 究［８］。借 鉴 这 些 研

究成果，结合纺织 产 业 的 特 点 以 及 研 究 目 的，采 用

“四维 度”分 析 框 架，从 政 策 的“颁 布 年 度”、“适 用

范围”、“政策工具”和“文 种 类 型”四 个 维 度 开 展 研

究，分析重点及目的见表２。

表２　“政策变迁”视角分析框架及分析重点目的表

分析维度及类目设置 分析重点及目的

维度 类目 重点 目的

维度１
颁布年度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政策文

本数量

对中国 纺 织 产 业 转 型 升

级政策 的 历 年 频 率 与 密

度变化 情 况 进 行 具 体 分

析；分 析 各 年 度 发 文 数

量 与 政 策 实 际 效 果 的

关系

维度２
适用范围

“普适型”
“专一型”

“专一型”与
“普适型”政

策之比

分析各 年 度 政 策 的 适 用

范围；分 析 各 年 度 政 策

适用范 围 与 实 际 效 果 的

关系

维度３
政策工具

调整振兴

行业规制

行业整合

产业培育

各政策工

具的力度

分析各 政 策 工 具 应 用 的

优点 与 缺 失；分 析 各 政

策工具 的 力 度 及 其 与 政

策实际效果的关系

维度４
文种类型

通知目录

规划意见

方案公告

文种类型

具体数量

分析政 策 文 本 的 约 束 性

和可操作性

　　注：“政策工具”借鉴了《中国产业发 展 和 产 业 政 策 报 告（２０１１）》
（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２０１１）的分类方法［１２］８９－９０。

（二）“实施效果”视角的研究设计

１．指标遴选。“目标达成”是政策评价的一种常

用模式，选取可量化指标并应用“目标达成”政策评

价模式，以分析纺织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
（１）纺织产业政策的目标。“十五”以来，中国颁

布的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政策中涉及目标指标的文本

主要有：《纺织工业“十五”规划》（２００１）、《关于加快

纺织行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若干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６）、《纺织工业“十一五”发展纲要》（２００６）、《纺

织工业调 整 和 振 兴 规 划》（２００９）、《纺 织 工 业“十 二

五”发展规划》（２０１２）等，这些政策文本中的目标描

述，可以作为具体目标指标采集的依据。
（２）评 价 指 标 的 确 立。“结 构 调 整”、“技 术 进

步”、“行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是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的关键性目标，故从四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见表

３（Ｉ））。
（３）指标的特性。一些指标的评价值越大，表明

政策效果越好，属于“越大越优”型；一些指标的评价

值越小，表 明 政 策 效 果 越 好，属 于“越 小 越 优”型 指

标。同时，不同的“政策工具”实施重点不一样，因其

对不同类型评价指标的影响存在差异。为此邀请６
位专家应用Ｄｅｌｐｈｉ法 针 对 各 类 政 策 工 具 所 重 点 影

响的指标作出评判，将相应指标划分为“调整振兴敏

感型”（即“调整振兴”政策工具对这些指标影响最为

明显）、“行业整合敏感型”（即“行业整合”政策工具

对这些指标影响最为明显）、“行业规制敏感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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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规 制”政 策 工 具 对 这 些 指 标 影 响 最 为 明 显）、
“产业培育敏感型”（即“产业培育”政策工具对这些

指标影响最为明显），见表３（ＩＩ）。

２．数据获取。从《中 国 统 计 年 鉴》、《中 国 工 业

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工业企

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等统计年鉴获取各指标原始

数据，见表４。

表３　评价指标及性质表

（Ｉ）评价指标 （ＩＩ）指标特性

评价目标及来源文本 具体指标

行

业

增

长

《纺织工业“十五”规划》 Ｘ１：纺织产业总产值 “越大越优”
“调整振兴敏感”

《纺织工业“十五”规划》　《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Ｘ２：纺织产业增加值 “越大越优”
“调整振兴敏感”

《纺织工业“十五”规划》
《关于加快纺织行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若干意见的通知、
纺织工业“十一五”发展纲要》　《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Ｘ３：中国纤维产量 “越大越优”
“调整振兴敏感”

结

构

调

整

《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Ｘ４：中西部地区纺织产业总产值

占全国比重

“越大越优”
“行业整合敏感”

《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Ｘ５：纺织企业出口交货值

占销售产值比重

“越小越优”
“行业整合敏感”

技

术

进

步

《纺织工业“十五”规划》
《关于加快纺织行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若干意见的通知》
《纺织工业“十一五”发展纲要》《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Ｘ６：纺织企业人均劳动生产率 “越大越优”
“调整振兴敏感”

《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Ｘ７：Ｒ＆Ｄ经费内部支出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越大越优”
“产业培育敏感”

可

持

续

发

展

《纺织工业“十五”规划》、
《关于加快纺织行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若干意见的通知》
《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Ｘ８：纺织业能源消费量 “越小越优”
“行业规制敏感”

《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Ｘ９：纺织业废水排放量 “越小越优”
“行业规制敏感”

《纺织工业“十一五”发展纲要》《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Ｘ１０：纺织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越小越优”
“行业规制敏感”

《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Ｘ１１：纺织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越大越优”
“行业规制敏感”

表４　纺织产业政策评价相关原始数据表

年份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Ｘ１０ Ｘ１１
２００１　 ５　６２１．５６　１　３８７．５２　 １　４４９．８　 １８．７　 ２９．４２　 ２９　０５８　 ０．２０　 ３　１５０．７２　 １２８　９７４　 ７　 ４７８
２００２　 ６　３７０．７９　１　５６９．１　 １　５５２．３　 ７．２　 ２８．３５　 ３２　４７８　 ０．２３　 ３　４８４．０２　 １３２　２０８　 ５　 ４６１
２００３　 ７　７２５．２　 １　９０６．７　 １　８０９　 １５．９　 ２９．７５　 ３８　１９８　 ０．２１　 ３　９２９．８２　 １４１　２６４　 ３　 ３０
２００４　１０　３５５．５２　２　５５６．９　 ２　１４６．８　 １４．０　 ３０．０３　 ４９　２５０　 ０．２６　 ４　８８２．５４　 １５３　８７５　 ３７．９１５　９　 ７９０
２００５　１２　６７１．６５　３　２４０．１９　 ２　３２３．６　 １４．２　 ２６．８９　 ５４　８３０　 ０．２４　 ５　２８１．３２　 １７２　２３２　 １７　 ６１９
２００６　１５　３１５．５　 ３　９６２．９９　 ２　７８０．２　 １４．８　 ２４．６１　 ６４　３９４　 ０．２３　 ６　１０８．５９　 １９７　９３４　 ２．８９　 ６３４
２００７　１８　７３３．３１　４　９１３．９２　 ３　２４８．４　 １６．２　 ２１．７４　 ７８　４６５　 ０．２４　 ６　５２８．３　 ２２５　１６９　 ３．５　 ６１９
２００８　２１　３９３．１２　５　６１１．７　 ３　２７３．１　 １７．１　 １９．４０　 ８６　０６１　 ０．２６　 ６　３９６．３８　 ２３０　３６２　 ２　 ７３９
２００９　２２　９７１．３８　６　０２５．７　 ３　２７９．９　 １８．４　 １３．９９　 ９７　６５５　 ０．３１　 ６　２５１．０１　 ２３９　１１６　 ０．９５７　１３２　６８５．４
２０１０　２８　５０７．９２　７　４７８　 ４　１３０　 １９．６　 １６．５２　 １１５　５２３　 ０．３０　 ６　２０４．５３　 ２４５　４７０　 ０．４４５　５３１　７０６．４
２０１１　３２　６５２．９９　８　５６５．３　 ４　３１５．８５　 ２２．５　 １５．４７　 １４５　４６３　 ０．４２　 ６　１２５．０３　 ２４８　１３０　 ０．３６１　 ７０１

　　注：表中Ｘ１～Ｘ１１对应的指标名称，参见表３；２０１２年统计年鉴目前尚未发布，本研究选取的评价期为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

３．评价方法
（１）确定指标权重，包括五个步骤：

Ｓｔｅｐ１　建立 初 始 指 标 矩 阵。评 价 指 标 体 系 中

包括１１个 指 标，评 价 对 象 为２００１年 至２０１１年１１
年，由此可得评价模型的初始指标矩阵为：

Ｘ＝ ｛Ｘｉｊ｝ｍ×ｎ （１）
式（１）中Ｘｉｊ 为第ｉ个指标第ｊ个评价对象的指标值，

ｍ为指标数，ｎ为年份。

Ｓｔｅｐ２　 将指标同度量化。计算第ｉ个指标第ｊ
个评价对象的相对比重Ｐｉ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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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ｊ ＝Ｘｉｊ／∑
ｎ

ｊ＝１
Ｘｉｊ （２）

Ｓｔｅｐ３　 计算第ｉ项指标的熵值ｅｉ：

ｅｉ＝－ｋ∑
ｎ

ｊ＝１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

Ｋ ＝ｌｎ（ｎ）（ｎ为评价对象总数） （３）

Ｓｔｅｐ４　 计算第ｉ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ｇｉ：

ｇｉ＝１－ｅｉ （４）

Ｓｔｅｐ５　 计算各指标权重Ｗｉ：

Ｗｉ＝ｇｉ／∑
ｍ

ｉ＝１
ｇｉ （５）

式（５）中ｍ为评价指标总数。计算得到纺织产业各

指标的各项参数值见表５。

表５　确定权重的各项参数值表（熵值法）

参数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Ｘ１０ Ｘ１１

熵值ｅ　 ５．４１７　 ５．３９３　 ５．６０８　 ５．７２６　 ５．６７１　 ５．４７１　 ５．６９５　 ５．６８５　 ５．６８１　 ３．９５　 ５．５３６

差异性系数ｇ －４．４１７ －４．３９３ －４．６０８ －４．７２６ －４．６７１ －４．４７１ －４．６９５ －４．６８５ －４．６８１ －２．９５ －４．５３６

权重ｗ　 ０．０９１　 ０．０９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６　 ０．０６０　 ０．０９３

　　注：Ｘ１～Ｘ１１对应的指标名称，参见表３。

　　（２）进行综合评价。应用模糊优选模型，计算评

价期各年度评价指标值相对优等方案的隶属度，进

而对各年度纺织产业政策的实际效果做出如下综合

评价：

Ｓｔｅｐ１：　建立评价指标的优属度矩阵。根据指

标特性，分别计算指标优属度ｒｉｊ：

“越大越优”型　ｒｉｊ＝
Ｘｉｊ－Ｘｉ（ｍｉｎ）
Ｘｉ（ｍａｘ）－Ｘｉ（ｍｉｎ）

（６）

“越小越优”型　ｒｉｊ＝
Ｘｉ（ｍａｘ）－Ｘｉｊ
Ｘｉ（ｍａｘ）－Ｘｉ（ｍｉｎ）

（７）

其中Ｘｍａｘ、Ｘｍｉｎ分别 为 各 年 份 中 各 指 标 特 征 量 的 最

大值和最小值。根据式（６）、（７），可将指标特征量矩

阵转化为指标优属度矩阵：

Ｒ＝

ｒ１１，ｒ１２，…，ｒ１ｎ
ｒ２１，ｒ２２，…，ｒ２ｎ
…

ｒｍ１，ｒｍ２，…，ｒ

熿

燀

燄

燅ｍｎ

＝（ｒｉｊ） （８）

　　ｉ＝１，２，…，ｍ；ｊ＝１，２，…，ｎ
Ｓｔｅｐ２：计算各 方 案 隶 属 于 优 等 方 案 的 隶 属 度

的优度值。根据优选原则“待评价方案的权广义优

距离平方与广义劣距离平方之和最小”，可得各方案

相对于优等方案隶属度的最优值ｇ＊ｊ ：

ｇ＊ｊ ＝ １

１＋
∑
ｍ

ｉ＝１
ωｉ× ｒｉｊ－ａ（ ）［ ］ｉ

ｐ

∑
ｍ

ｉ＝１
ωｉ× ｒｉｊ－ｂ（ ）［ ］ｉ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ｐ

２
ｐ

（９）

其中ωｉ 表示指标ｉ的权重，ａｉ＝ｍａｘ｛ｒｉｊ｝（ｊ＝１，２，

…，ｎ），ｂｉ＝ｍｉｎ｛ｒｉｊ｝（ｊ＝１，２，…，ｎ）；距离参数ｐ可

取为１的海明距离或取为２的欧式距离，本文取ｐ＝
２，可得：

ｇ＊ｊ ＝ １

１＋
∑
ｍ

ｉ＝１
ωｉ× ｒｉｊ－ａ（ ）［ ］ｉ

２

∑
ｍ

ｉ＝１
ωｉ× ｒｉｊ－ｂ（ ）［ ］ｉ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２

（１０）

至此，可根据式（１０）计算得到ｇ＊ｊ （ｊ＝１，２，…，

ｎ），按照ｇ＊ｊ （ｊ＝１，２，…，ｎ）的大小次序，可以确定ｎ
个方案的最终优选的结果。同理，根据ｇ＊ｊ （ｊ＝１，２，
…，ｎ）的大 小 可 判 断 纺 织 产 业 政 策 实 施 效 果 的 优

劣，并通过比较得到产业政策效果最佳年份。

二、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一）“政策变迁”视角的计量分析

１．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具有明显的“周期
性”。从政策“颁布年度”维度统计分析可知，大致每

五年为一个政策颁布周期，基本上与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五年规划同步，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然而

政策颁 布 的“均 衡 性”相 对 不 足。同 时 也 注 意 到，

２００６年以来中 国 纺 织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政 策 的 颁 布 数

量明显增加，表明中国对纺织产业的转型升级越来

越重视。

２．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具有较强的“专用
性”。根据“适用范围”维度统计结果可知，历年颁布

的政策文本以“专一型”为主，其中２００９年国家颁布

的４份 纺 织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政 策 文 本 均 属 于“专 一

型”，表明纺织产业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独

特性。同时，在产业结构调整上也占有极为重要的

地位，因此国家针对纺织产业特点，专门出台了一系

列针对性更强的相关政策。

３．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具有较强的“治理
性”。根据“政策工具”维度统计结果可知，纺织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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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主要采用调整振兴、行业规制等“治理性”
政策工具，其中“调整振兴”的政策占６５％，“行业规

制”类占２２．５％；行业整合、产业培育等“培育类”的

政策工具相 对 较 少，“行 业 整 合”类 政 策 只 有４项，
“产业培育”类 政 策 更 是 极 少（仅２０１２年 颁 布 了１
项）。表明中国已颁布的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政策重

点在于治理、规范，而针对纺织企业兼并重组、产业

转移和新兴产业培育等“行业整合”和“产业培育”类
的产业政策相对缺乏。

４．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具有较强的“约束
性”。“文种类型”维度的统计结果表明，中国纺织产

业政策主要是采用“规划”类的文种，“规划”具有较

强的规划性和约束性，但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相对较

弱。３８份研究样本中，“规划”有１４份，占３６．８４％，
仅有２．６３％的政策文本采用了“方案”的文种类型，
表明中国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具有较强规范性和

约束性的特点，其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有待加强。
（二）“实施效果”视角的计量分析

１．中国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政策颁布的前五年实
际效果一般，但近年来稳步上升。依据式（６）、（７），
计算得到各指标历年优属度，然后依据式（１０）计算

历年隶属度的最优值ｇ＊ｊ ，结果见表６。
表６　各年份指标值从属于优等方案的隶属度的优度值表

年份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Ｘ１０ Ｘ１１

２００１　 ０　 ０　 ０　 ０．５５３　 ０．０３８　 ０　 ０　 １　 １　 ０．８２３　 ０．５９０

２００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６　 ０．３７７　 ０．１０５　 ０．０２９　 ０．１３６　 ０．９０１　 ０．９７３　 ０．８７７　 ０．５６７

２００３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２　 ０．１２５　 ０．２２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９　 ０．０４６　 ０．７６９　 ０．８９７　 ０．９３０　 ０

２００４　 ０．１７５　 ０．１６３　 ０．２４３　 ０　 ０　 ０．１７４　 ０．２７３　 ０．４８７　 ０．７９１　 ０　 １

２００５　 ０．２６１　 ０．２５８　 ０．３０５　 ０．０２４　 ０．１９６　 ０．２２１　 ０．１８２　 ０．３６９　 ０．６３７　 ０．５５７　 ０．７７５

２００６　 ０．３５９　 ０．３５９　 ０．４６４　 ０．０９４　 ０．３３８　 ０．３０４　 ０．１３６　 ０．１２４　 ０．４２１　 ０．９３３　 ０．７９５

２００７　 ０．４８５　 ０．４９１　 ０．６２８　 ０．２５９　 ０．５１７　 ０．４２４　 ０．１８２　 ０　 ０．１９３　 ０．９１６　 ０．７７５

２００８　 ０．５８４　 ０．５８９　 ０．６３６　 ０．３６５　 ０．６６３　 ０．４９０　 ０．２７３　 ０．０３９　 ０．１４９　 ０．９５６　 ０．９３３

２００９　 ０．６４２　 ０．６４６　 ０．６３９　 ０．５１８　 １　 ０．５８９　 ０．５　 ０．０８２　 ０．０７６　 ０．９８４　 ０．８６２

２０１０　 ０．８４７　 ０．８４９　 ０．９３５　 ０．６５９　 ０．８４２　 ０．７４３　 ０．４５５　 ０．０９６　 ０．０２２　 ０．９９８　 ０．８９

２０１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９０８　 １　 １　 ０．１１９　 ０　 １　 ０．８８３

优（ａｉ）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劣（ｂｉ）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Ｗ＝（０．０９１，０．０９０，０．０９４，０．０９７，０．０９６，０．０９２，０．０９６，０．０９６，０．０９６，０．０６０，０．０９３）
ｇ＊ｊ ＝（０．３１１，０．３００，０．２１５，０．２１６，０．２３５，０．３３４，０．４３０，０．５５４，０．６８０，０．７６８，０．８７３）

　　从历年“政策效果”的模糊评价结果（从属于优

等方案的隶属度的最优值ｇ＊ｊ ）来看，中国纺织产业

转型升级政策颁布的前五年实际效果一般，政策效

果的评价值基本没有变化，甚至在２００２年 和２００３
年还略有下降，但从２００６年开始表现为明显上升趋

势，充分表明中国纺织产业曾经成功的发展模式也

带来了发展路径上的较强依赖性，但随着观念的转

变和实际经验的积累，纺织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和

实际效果近年来稳步上升（如图１中ｇ＊ｊ 线所示）。

２．“调整振兴”类政策有效地促进了纺织产业
“行业增长”和“人均劳动生产率”两类指标的明显改
善。通过“产业总产值”、“产业增加值”、“中国纤维

产量”和“人均劳动生产率”四个指标，计算“调整振

兴”类政策 隶 属 度 的 优 度 值（见 表７（Ｉ）），对 应 评 价

指标的综合隶属度的优度值ｇ１的变化如图１。从图

１中ｇ１线可以看出：“调整振兴”类政策工具对应的

优度值呈逐年递增趋势，在２００６年后明显上升，尤

其在２００７年 和２０１０年 增 幅 较 大；中 国 纺 织 产 业

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９年所颁布的“调整振兴”类政策力度

最大，各出台了４项“调整振兴”类政策，同时也发现

“纺织产业的增长水平”和“人均劳动生产率”两类指

标，在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０年相应地也有了明显的上升，
这显然 是“调 整 振 兴”类 政 策 颁 布 和 实 施 的 直 接

效果。

３．“行业整合”类政策总体上促进了纺织产业
“结构调整”类指标的明显改善，但最近两年效果不
甚理想。通过“中西部地区产业总产值占的比重”和
“出口交货值占的比重”两个指标，计算“行业整合”

类政策隶属度的优度值（结果见表７（ＩＩ）），所对应评

价指标综合隶属度的优度值ｇ２变化如图１。从图１
的ｇ２线可以看出：“行业整合”类政策工具对应的优

度值从２００６年开始明显上升，但是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
年这两个年度的上升幅度明显减缓。一个合理的解

释是，２００６年所 颁 布 的《关 于 加 快 纺 织 行 业 结 构 调

整促进产业升级若干意见的通知》重点在于“结构调

整”，由于“结构调整”的责任主体明确，因此实施效

５５

熊勇清，侯玲玲：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变迁及实施效果



果也相对明 显；２０１０年 所 颁 布 的《国 务 院 关 于 中 西

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推进纺织

产业转移 的 指 导 意 见）两 项 政 策 重 点 在 于“产 业 转

移”，“产业转移”涉及“迁出”和“迁入”等多个区域

多个责任主体，政策实施不仅存在区域间合作成本，
通常也存在一个区域间合作的“磨合期”，因此目前

尚没有达到理想效果。

４．“行业规制”类政策在实施的当年能够产生明
显的效果，但其效果持久性较差 。通 过 对“能 源 消

费量”、“废水排放量”、“固体废物排放量”和“废物综

合利用量”四个指标的数值，计算“行业规制”类政策

工具隶属度的优 度 值（结 果 见 表７（Ⅲ）），所 对 应 评

价指标的综合隶属度的优度值ｇ３的变化如图１。从

图１的ｇ３线可以看出：“行业规制”类政策工具对应

的优度值整 体 上 呈 下 降 的 趋 势，２００１年 和２００２年

的值 较 大，２００３年 出 现 较 大 幅 度 下 降，２００４年 和

２００５年有所回升，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再次下降，２００８
年有所回升，之后保持较平稳。这一优度值的变化

正好与“行业规制”类政策颁布的数量一致，表明“行
业规制”类政策在实施的当年能够产生明显的效果，
但其效果持久性较差。

表７　“调整振兴”、“行业整合”和“行业规制”

政策工具所对应的评价指标综合值表

指标 熵值ｅ
差异性

系数ｇ
权重ｗ

　（Ｉ）
“调整振兴”
工具的评

价指标值

产业总产值（Ｘ１） ５．４１７ －４．４１７　 ０．２４７
产业增加值（Ｘ２） ５．３９３ －４．３９３　 ０．２４６
中国纤维产量（Ｘ３） ５．６０８ －４．６０８　 ０．２５８
劳动生产率（Ｘ６） ５．４７１ －４．４７１　 ０．２５０

ｇ１＝（—，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５３，０．１１３，０．２６４，
０．５１８，０．６４６，０．７４１，０．９６１，１）

　（ＩＩ）
“行业整合”
工具的评

价指标值

中西部地区产业总产

值占的比重（Ｘ４）
５．７２６ －４．７２６　 ０．５０３

出口交货值占销售产

值的比重（Ｘ５）
５．６７１ －４．６７１　 ０．４９７

ｇ２＝ （０．２１８，０．１１５，０．０３２，－，０．０２３，０．０８８，
０．２９７，０．５２２，０．８４３，０．０８８，０．９９５）

　（Ⅲ）
“行业规制”
工具的评

价指标值

能源消费量（Ｘ８） ５．６８５ －４．６８５　 ０．２７８
废水排放量（Ｘ９） ５．６８１ －４．６８１　 ０．２７８
固体废物排放量
（Ｘ１０）

３．９５ －２．９５　 ０．１７５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Ｘ１１）

５．５３６ －４．５３６　 ０．２６９

ｇ３＝（０．９３８，０．９２５，０．６３４，０．７１９，０．６５２，０．４９７，
０．３５４，０．４２１，０．３９０，０．３９２，０．３９０）

　　５．“产业培育”类政策工具对纺织产业“Ｒ＆Ｄ经
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指标影响明显。
通过“Ｒ＆Ｄ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指
标，分析“产业培育”类（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设计）

政策工具的实际效果，该指标的走势见图１。

图１　历年政策效果及各政策工具评价结果图

从图１的ｇ４线可以看出，“Ｒ＆Ｄ经费内部支出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这一指标值整体表现较为

平缓，但 呈 现 一 定 的 波 动 性。纵 观 这１１年，Ｒ＆Ｄ
经费 内 部 支 出 占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的 比 重 均 未 超 过

０．５％，但２０１１年该指标值上升幅度较大，充分表明

２０１０年中国所 颁 布 的 培 育 和 发 展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的相关政策发挥了积极使用。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第一，中国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政策表现出比较

明显的“周期性”、“专用性”、“治理性”和“约束性”。
为此，需要从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的相关政策：其一，纺织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首先

要突出重点、保持适度“周期性”和“节奏性”，同时也

要保持一定的“均衡性”，包含产业政策的整体性和

可持续性；其二，纺织产业的转型升级与相关产业的

转型升级并非相互割离，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不仅需

要“专一型”政策，同时也需要“普适型”政策，以促进

相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步推进和协调互动；其

三，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政策重点应从“治理和规范”
向“培育和发展”转变，进一步加大促进纺织企业兼

并重组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的力度；其四，纺织产业

转型升级政策在坚持宏观层面“指引方向”的同时，
应更多地采用办法、条例、方案等形式，以强化政策

本身的可操作性。
第二，中国纺织产业传统发展路径的依赖性对

于转型升级政策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影响，近年来实

际效果稳步上升。历经十余年的转型升级，在纺织

产业转型升级重要性的认识方面已经趋于一致，并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此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推

进纺织产业转型升级，并对转型升级充满信心。同

时也要充分认识到纺织产业转型升级已走到一个新

的时点上，面临的将是更多的深层次、结构性和体制

性的问题，中国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政策亟待创新。

第三，中国纺织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工具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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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指标影响程度、实际效果及持续性存在差异。为

此，需根据不同区域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有
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的政策工具。同时，在研究制订

促进“产业转移”方面的相关产业政策过程中，应根

据产业“迁出”和“承接”区域制订不同的政策，明确

相应责任，通过政策促进区域协作、降低协作成本并

缩短协作“磨合期”。此外，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

订相关政策，以确保政策的持续效果，并成为不断推

进转型升级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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