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棉纺印染行业

的经济困境和对策思考

段蕴铮

上海棉纺印染行业，目前正深深陷千新旧矛盾
交困、生产难以维待的境地。如何摆脱这一局面，
不仅关系着这一传统产业兴衰，而且对上海整个产
业构成、布局，加快企业的外向型转化，也都有着
举足轻重的影响。

上海棉纺印染行业，目前拥有102家不同规模
的企业。 主要生产 能 力有 纺绽 233.93 万枚，织
机4.7万台，印染能力14.5亿米。固定资产原值27亿
元，职工人数20.8万人，年产值63.2亿元人民币，
创汇（直接出口拨交）3.4亿美元。它是上海纺织局
系统最大的工业部门，也是上海最大的工业部门之

。

当前，上海棉纺印染行业面临诸多矛盾，深陷
困境之中。 具有共性且呈现于表面的问题是：原材
料紧张，各种生产成本持续上涨，资金紧缺，产品
市场疲软，企业亏损加剧，行业滑坡待续。如对这
些问题作一解剖，实质是因为产品结构不合理、企
业技术进步缓慢等深层次矛盾及外贸代理制全面推
行后相应的配套改革政策未跟上所造成 的，从而使
上海棉纺印染行业面临了建国以来最困难的阶段。
具体表现在I

1、产品结构不合理。
首先，上海棉纺印染行业中，有69.06％ 的 企

业主要依靠棉花原料作支持，年需用棉盘为 30 万
吨。在这种 结构状况下，随着棉花供应的短缺、计
划调拨的减少，一方面造成企业能力不断放空，
(1989年放空量达60%），直接影响了这部分企业

各项经济指标的完成，另 一方面，企业又只能被动
消化，承受因原料价格上涨后所造成的不利因素，
更多地使用进口棉花，形成了当前 “高进低出” 的
原料与产成品价格倒挂状态。

其次，上海棉纺印染行业，棉纱全 行业平均支
数为1.09支，棉纱总产虽中40％以上为中祖支纱．
高创汇、深加工的特细精纱 (60 支以上）只占

仲 新

2.2% ，精纺、精梳纺纺纱比重只占棉纱总产量的
25% ，其中纯棉精梳纱只占6.2%。还布 、 印 染布
中，低档次粗布、平布、纱布、绒布等产品占有较
大的比例，而适销国际市场、高创汇的府绸等梢加
工整理产品只占16.4% ． 这种产品结构状况，已与

“ 温饱型” 消费需求结构向 “小康型” 消费需求结
构转变不相符合，尤其与急剧变化的国际消费市场
产生更大差距，产品竞争能力明显不足，有的正从
传统市场中退出，产品 “市场疲软” 现象日趋加
剧。

2、企业技术进步缓慢。
首先，上海棉纺印染全行业 1989年扣除各种征

收费用和流动资金不足占用，实际提取折旧基金和
生产发展基金总和，只占全行业固定资产原值的
2.4%。由千资金缺乏，使行业长时期未得到必要
的改造，历史欠帐较多，同时对高达 40％ 急需 改
造、淘汰的落后设备也无钱进行改造， 即使有了
2.4％的投入，也有近1/3至1/4的 投 入是厂房改
造。

其次，由千设备老化，较先进的精梳、自动络
筒、空气粘接、电子清花工艺运用甚少，无法承担
高支、高密精梳产品的生产要求。同时产品质觉总

， 已-;

体水平也不断下降，用户满意率有所下降，信誉日
趋丧失， 据有关材料反映，目前欧洲市场进口还布
一反过去以上海还布为质量基准的做法，而改以巴
基斯坦、印度为基准。

第三，新产品开发与产品升级，受阻于落后的
工艺和装备。同时，因技术改造缺乏，劳动强度也
不断增加， 不仅第一线工人需付出更大的精力，而
且生产效果往往也达不到预期要求，从而影响第一
线工人的利益，使第一线工人不安心本岗位工作的
情况日趋增多。

8、企业经营管理滑坡。
首先，在体制上，上海棉纺印染行业历经了几

番变动。 但目前的管理、经营体制仍存在政出多
门、多头管理等弊端。 不按时履约、实物质量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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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不符等问题，不仅使新的外商望而却步，而且使
一些传统的客商也转道而去。

其次，在企业承包机制刺激、短期行7为作用
下，业内产品宙同，低档次同挤一个市场的现象愈
加增多，不仅使得产品不能适应多变市场需求，而
且造成了当前产品结构调整上新的难度。

第三，劳动力结构变化，尤其旯近3.7万个合
同工和1.5万个外地农民合同工的进入，导致劳动
力素质、企业整体技术水平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4、外贸代理制全面推行后工贸关系不协调。
． 首先，外贸代理制全面推行后，由于相关政策

并未相应配套和到位，使本想解决的工贸合一问题
未能解决。例如，外贸原先承担的压力和责任，现
在都转移到了企业的头上。而企业经营与市场仍是
“隔海相望” ，并未真正能够了解市场 、接触客

户。再加上外贸代理产品出运周期也相应变长，产
品不对路压库情况屡屡发生，使企业的流动资金周
转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另外，外贸在收取8％代理
费基础上，没有明细帐的流通费等项支出高达10% 。
本应返回企业的退税基本全部被截流，工贸利益矛
盾变得更为严峻。

其次，外贸代理制的全面推行，由于工贸沮互
之间关系发生了转移，贸方对企业生产成本投入、
市场开拓、新产品推销、产品卖价增值都不太关
注，， 缺少对产品结构调整的指导和支持。而仓业面
临换汇成本的不断上升 (1986年全行业平均护汇成
本3.6元人民币，而1989年为 6 元人民币），出现
多出口就多亏损的局面。1989年全行业亏损挂帐

1.4亿元，至今还高挂在出口企业头上，严重挫伤
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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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上海棉纺印染行业能尽快摆脱困境，走
出衰退？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上海棉纺印染行业有个
估计。 一是上海棉纺印染行业无论是现有产值比

重还是出口创汇规模都还继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
目前整个产业发展来看，近期内不可能有什么产业
部门可以迅速取代这一行业。二是行业内嘉丰棉纺
织厂等企业的复苏，说明上海棉纺印染行业蕴含着
巨大潜力。只要政策对头、措施得当，上海棉纺印
染行业仍将会成为上海经济发展中的一支不可轻视
的重要产业部门和出口创汇的支柱之一。

当今世界对棉纺印染产品的需求一直呈上升趋
势。世界纺织品贸易额1988年达1400亿美元，比
1980年增长21% 。从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各工

业发达国家在其他产业部门和新兴产业掘起的同
时，并未轻易舍去棉纺印染产业，而是通过充分利
用其他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带动、提高呈落后状
态的棉纺印染产业。西德、 慈大利等国不惜以巨额资
金加速改造这一产业，使其产品能继续称雄世界。
日本经过近10年调整，使曾彰临崩溃的纺织工业得
以复苏。即使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
坦等国，仍是通过棉纺印染产业部门的振兴，来推
动木气经济发展。

针对些前上海的经济发展形势，在对 产 业倾
斜、重点投入不可能有较大变动的情况下，我们认
为：要使上海棉纺印染行业能摆脱困境，在当前只
有选择总电控制、相机而动、适度转移、重心后移
的方针，，色深加工、精加工和两头在外的路子。同
时，把握当麒浦东开发的时机，吸引外资、提高层
次、阶臣推进。具休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1、抓住浦东开发的机遇，采取有效措施，积
极叹引外资。具体说就是以浦东力发区内的有关企
业为基础，通过多方联建形式组成几万绽左右规模
的高、精、深加J产品骨干生产祥，同时有选择地
吸收浦西部分企亚进入浦京，使之成龙配套。

2、组建企业集团开拓国际市场。建议将业内
部分设备产品相近的不景气或单一企业进行合并，
形成集团优势，并为它们走向匡际市场创造必要的
条件，让企业在国际审场中求生存、求发展。

8、各方筹资，重点扶植与改造。 (1)从
1990年开始，三年内集中提取棉纺印染行业中15%

的技改夤金，统一筹畸划，有｛
；

使用。(2)兔征
棉纺印染企业技改基金的能交基金费用。(8)每
年确定1至2家企业，采用追回全部利税的方法。
其少征1000一2000万元由市财玫挂帐，三年后统一

归还。将上述四笔资金集中起来，设立棉纺印染行
业改造基金会，实行有偿使用。重点投入到那些出
口效益好、产品利润高、深加J.基础好的企业，促
进这些企业的产品质量、技术水斗的完善。

4、对部分负担较大出口任务的专营厂，打破
现有工贸分家的体制格局，建立紧密型工贸合一的

经营生产体系。 一种模式是把专 － 出口公司划入上
海棉纺印染行业，另一种模戈是生现有企业中挑选
10至20家企业归入外贸体系。

5、选择几家中小织布企业，采用相互调整布
机，减少改造投入，形成专一优：东组成窄、阔布
机生产专业厂，从而可以更好地发浑各自优势，提

高产品竞争能力，避兔频繁调头行带来的生产上的

困难和效益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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