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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of digital economy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especially to the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in Guangdong province a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pillar industrie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ways to enhance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Guangdong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through digital produc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By	analyzing	the	overall	export	status	of	China’s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and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combined	with	the	diamond	model,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Guangdong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The research method adopted the methods of organizing and analyzing the 
overall export situation of China’s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and using the diamond model to analyze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Guangdong Province’s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is tha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in Guangdong Province has show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production factors, demand 
conditions, related and supportive industri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competitors.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export competitiveness; diamond mode

数字浪潮下的中国广东纺织业：出口竞争力提升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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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的崛起为传统产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尤其是广东省纺织服装业作为传统支柱产业之一。本研究旨在探讨在数
字经济时代背景下，通过数字化生产提升广东省纺织服装业的出口竞争力的途径。通过分析中国纺织服装业整体出口现状及
广东省的特定情况，结合钻石模型，论文深入剖析了广东省纺织服装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方法采
用了整理分析中国纺织服装业整体出口状况、运用钻石模型分析广东省纺织服装业出口竞争力的方法。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
时代下，广东省纺织服装业在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以及竞争对手表现等多个层面呈现出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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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纺织服装业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传统支柱产业之一，

特别是广东省，作为全国纺织服装业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

一直以来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然而，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国

际市场竞争和经济环境的变革，广东省的纺织服装业也必须

不断适应和发展，以保持和提高其出口竞争力。

论文旨在通过基于钻石模型的分析，探讨广东省纺织

服装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出口竞争力，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

议。首先，我们将回顾出口竞争力的相关理论和概念，为后

续的分析提供理论基础。接着，我们将详细分析广东省纺织

服装业的出口竞争力现状，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

与支持性产业和竞争对手表现等方面。其次，我们将重点探

讨如何利用数字经济的机遇来提升广东省纺织服装业的出

口竞争力，包括在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采取的措施。最后，

我们将总结并提出结论，展望广东省纺织服装业在数字经济

时代的发展前景。

通过论文的研究，我们希望为广东省纺织服装业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洞察和政策建议，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国

际市场竞争，实现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2 出口竞争力概念与相关理论基础

2.1 出口竞争力概念与衡量指标
出口竞争力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市场上与其

他国家或地区的相似产品或服务相比，凭借价格、质量、品

牌、营销等方面的竞争优势能够获得更多市场份额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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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体现了一个国家在生产和出口方面的综合实力，对其国民

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2.2 出口竞争力衡量指标
出口竞争力的衡量包括以下指标：产品竞争优势、国

内市场竞争能力以及国际市场上相对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

产品竞争优势：指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生

产技术、质量、服务和销售渠道等多方面的综合实力，能够

获得更多市场份额的能力。产品竞争优势反映了国家在满足

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方面的适应能力。

国内市场竞争能力：表示国家或地区在某些特定行业

或领域中的领先地位，能够满足特定商品需求的能力，这对

国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国际市场上相对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反映在公司的

研发、技术创新和质量控制水平上。这需要企业加强自主创

新、品牌建设、技术投入，以提高核心竞争力。

2.3 相关理论基础
2.3.1 比较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国际贸易的产生是

由于不同国家的生产成本和效率差异。各国应该专门生产自

身的比较优势所在的商品，通过国际贸易实现优势互补，最

大程度地提高经济效益。这一理论指出，国际贸易的产生是

基于各国在不同商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

2.3.2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即钻石模型，解

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在特定产业领域具有竞争优势。该模型

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主要受四个因素影响，包括资源

要素、需求条件、辅助产业以及战略、结构和竞争企业。这

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

这两种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国际贸易和产业竞争的

重要工具，强调了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和如何实现它。

3 数字经济下广东省纺织服装业出口现状

在数字经济时代，广东省的纺织服装业经历了许多变

革和挑战，同时也展示出一系列出口现状的特征。论文将讨

论数字经济对广东省纺织服装业的影响，包括产业结构、市

场渠道、生产方式以及创新。

3.1 产业结构变革
数字经济的到来对广东省的纺织服装业产业结构带来

了显著的变革。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许多传统纺织服装企

业开始重视数字化生产和智能制造。这种变革导致产业结构

的升级，以适应更多的数字化需求。

新兴技术如 3D 打印、智能制造、大数据分析以及物联

网等已经应用于广东省的纺织服装业。这些技术的采用改变

了生产流程和产品设计，使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市场需

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3.2 市场渠道拓宽
数字经济时代，市场渠道的拓宽成为广东省纺织服装业

的显著特征。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电子商务平台已成为企

业出口产品的重要途径。这使得广东省的纺织服装企业能够 
直接面向国际市场，更轻松地与海外买家进行交流和合作。

跨境电商、社交媒体以及在线市场等数字化平台提供

了广东省纺织服装业与全球市场互动的机会。这些平台为产

品展示、市场推广以及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3.3 生产方式创新
数字经济的影响不仅仅在产业结构和市场渠道上可见，

还体现在生产方式创新方面。广东省的纺织服装企业逐渐采

用了数字化生产和智能制造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

通过数字化工艺，企业能够更好地管理生产流程，减

少生产过程中的浪费和错误。智能制造系统可以实现设备的

自动化控制，提高了制造效率，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 [1]。

3.4 创新驱动
数字经济时代，广东省的纺织服装业也更加注重创新。

创新在产品设计、工艺技术以及市场营销方面都发挥着关键

作用。企业积极开展研发活动，推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应用。

这种创新驱动有助于广东省纺织服装企业在国际市场

上不断推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通过不断改进和创新，他们

能够更好地满足国际消费者的需求，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脱颖而出。

总之，数字经济已经对广东省纺织服装业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市场渠道的拓宽、生产方式的创

新以及创新驱动都为广东省的纺织服装企业提供了更多机

会和竞争优势。但同时，也需要不断适应这一新的商业环境，

积极应对数字化变革所带来的挑战。

4 基于钻石模型的广东省纺织服装业出口竞
争力分析

广东省纺织服装业作为中国的重要产业之一，在国际

市场上具有显著的出口竞争力。论文将使用钻石模型来分析

广东省纺织服装业的竞争力，涵盖了生产要素、需求条件、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以及竞争对手表现 [2]。

4.1 生产要素分析
广东省在纺织服装业领域拥有丰富的生产要素，这些

要素对于竞争力至关重要。首先，广东省拥有大量的劳动力

资源，劳动力充足，且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能够满足企业

对于工人技能和效率的需求。这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生产成本。

其次，广东省的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包括交通、物流、

通信等方面。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备性提供了支持，有助于进

一步提高纺织服装业的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此基础设施的

健全性也为产业链的完整性提供了保障。

然而，尽管广东省在纺织服装生产要素方面具有竞争优

势，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行业分散、生产效率相对较低以及 
品牌建设滞后。这些问题需要持续解决以提高整体竞争力。

4.2 需求条件分析
需求条件对于出口竞争力同样至关重要。中国作为全

球最大的纺织服装生产国之一，广东省的纺织服装业在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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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需求的同时，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广东省纺织服装

业的出口额在全国纺织服装业出口总额中占据了相当大的

份额，达到了约 30% 左右。

市场前景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于品质和时尚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尤

其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商的崛起，电商平台已成为

纺织服装业的重要销售渠道之一，为广东省纺织服装业的发

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同时，广东省纺织服装业的出口额也在不断增长。在

国际市场上，广东省纺织服装业主要面临来自亚洲和欧洲的

竞争。然而，由于广东省的产业链相对完整，生产成本相对

较低，因此在价格和质量上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

另外，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逐渐普及，广东省纺织

服装业也在积极转型升级，采用更环保、可持续的生产方式，

推出更具时尚性、环保性、品质性的产品，以满足消费者对

品质和环保的双重需求。因此，广东省纺织服装业在未来仍

将保持较高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4.3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分析
广东省纺织服装产业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拥有多个纺

织服装生产基地，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生

产基地在不同的产品领域提供支持，包括成衣、衬衫、牛仔

服装、针织服装、内衣等。这些产业集群为广东省的纺织服

装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支持，加强了整个产业的竞争力 [3]。

4.4 竞争对手表现
广东省的纺织服装业形成了多个产业集群，其中包括

山大涌、顺开平等，分别以牛仔服装、潮州的婚纱晚礼服等

为特色。这些集群有中小型私营企业为主，市场组织程度相

对较高。不过，市场竞争激烈，包括价格战等恶性竞争，导

致产业集中度下降和产品附加值降低。因此，同业竞争对产

业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需要谨慎应对。

5 数字经济下的纺织服装业出口竞争力提升
路径

纺织服装业作为广东省的关键产业，其出口竞争力的

提升至关重要。在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发展和竞争的规则正

在发生变化，纺织服装业也必须积极适应这些变化。本部分

将探讨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广东省纺织服装业出口竞争力的

提升路径，涵盖了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

5.1 企业层面的提升路径
5.1.1 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制造

纺织服装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提升竞争力的关键一步。

企业可以采用数字技术，如物联网、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

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并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这不

仅包括生产过程的数字化，还包括供应链和物流的数字化，

以实现更快速、精准的交付。

5.1.2 品牌建设和创新
纺织服装企业应该积极提高品牌集中度，打造知名品

牌。这包括通过广告宣传和品牌保护来提高品牌认知度。此

外，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科技含量也是关键，以满足市场对绿

色、环保、时尚产品的需求。

5.1.3 自主创新能力
企业需要加大对自主创新能力的投入，以适应市场需

求的不断变化。纺织企业可以积极合作，与高校和研究机构

开展研发合作，推动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应用。此外，企业也

应鼓励员工的创新意识，为他们提供创新的机会和资源。

5.2 政府层面的提升路径
5.2.1 政策支持和数字人才培养

政府可以制定激励政策，支持纺织服装企业进行数字

化转型。这包括提供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培

育数字人才，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升级。政府还可以鼓励产

学研合作，提高数字人才的提升水平，以支持纺织服装业的

数字化转型。

5.2.2 市场宏观调控和国际贸易支持
政府在市场宏观调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制定有

利于纺织服装业国际贸易和跨境电商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政

府可以扩大企业的出口市场，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此外，

政府还可以构建数字经济服务平台，提供数字技术支持、信

息服务和金融服务，以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和提高竞

争力。

5.2.3 吸引外资和产业调整
政府可以积极吸引外资，通过减免税费、提供优质服

务等方式，鼓励外资企业在纺织服装业领域投资和合作。外

资的资金和技术可以提高本地企业的管理和生产技术，促

进产业的升级和出口竞争力。同时，政府应该加强传统产业

的改造，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纺织服装业的可持续 
发展。

通过上述路径，广东省纺织服装业可以更好地适应数

字经济时代的挑战，提升其出口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些措施不仅对企业自身有利，也将有助于广东省在全球市

场上保持竞争优势。

产业调整：广东纺织服装业应强化技术研发、增加产

品附加值、强化品牌建设与营销，以适应市场需求的不断变

化，促进可持续发展。

6 结语

综合来看，广东省的纺织服装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具有

相当的竞争优势。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可以进一步提高竞争

力，推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广东纺织服装业有望在数字经

济时代继续保持竞争力，取得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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