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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传统支柱产业和重要民

生产业，也是我国出口创汇的主要行业之一。我国纺织服装行

业具有自身的经营特点，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笔者通过观察

营运资金周转期的统计数据发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的营运

资金管理绩效水平普遍偏低，要从根本上改善纺织服装行业

的劳动资金管理绩效水平，需要从认识该行业的经营活动特点

和面临的问题入手。

一、纺织服装行业经营活动的特点

1．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纺织服装产品的生产主

要依靠大量使用劳动力，对技术和设备的依赖程度较低，是

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工序多、流程复杂，人员构成杂乱，

操作者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2．供应链呈割裂状态。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更多地是从自

己的需求出发，生产、设计、采购等供应链各环节处于各自操

盘的割裂状态。现实中，国内服装企业的流程推动是自上而下

的，属于传统计划性操作流程，对整个价值链或供应链的改造

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这显然不利于企业对市场做出快速反应。

纺织服装行业营运资金管理透视
汪 伟  吕素萍■

3．成本受原材料价格的影响大。通常状况下，服装生产

企业的成本主要由五方面构成 ：一是服装的原材料，约占总成

本的 60%-80% ；二是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10%-25% ；三

是水、电、汽、交通运输等制造成本占总成本的 8% 左右 ；四

是营业、管理、财务费用，占成本的 6% 左右 ；五是产品外加工

费约占总成本的 6% 左右，从成本构成可以看出，原材料的价

格变化直接影响着服装生产的总成本。从纺织服装行业产业

链上看，棉花是最上游资源，然后到棉纱线（棉花占成本比例

为 65%-70%）、面料（棉纱线占成本比例约为 60%），最后是服

装（面料占成本比例约为 50%-60%）。近几年棉花价格的大幅

上涨导致整个行业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相关测算显示棉花

价格上升100% 将导致服装成本上升约 20%-25%。此外，近

年的“劳工荒”也使得劳动力薪水大幅度上升，如果劳动力薪酬

平均提高 15%，将提高企业生产成本 0.8%-3%。而 2010 年国

内纺织服装行业用工成本平均增长 20%-40% ，原、辅材料等

生产要素价格普涨 30%-100%，纺织服装产品的生产成本随

之大幅提高。

4．属于高度外向型行业。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大部分是出

一是由于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按 11% 的税率征

收增值税，由于增值税属于价外税，建筑企业基建营业收入

比没有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前将下降11%，对企业规模经

营带来较大的影响，对企业信用评级、融资授信也带来较大

的负面效应。如 2011 年《财富》公布的世界 500 强中，前三

位建筑企业全部在中国，分别是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95

位）、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105 位）和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147 位）。《财富》公布的世界 500 强是按营业收入进行排名

的，而这些公司 2010 年营业收入中基建收入分别为 4 117.16

亿元、4 284.97亿元、3 163 亿元，如按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

值税，扣除其中包含的11% 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后，按 2010 年

12 月 3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折算，三家公司的排名预计将分

别下降到 114 位、124 位、165 位。二是由于会计处理上购置

的生产用固定资产中11% 的增值税进项税额需从原价扣除，

代表核心能力的固定资产净值在下降，资产结构将发生变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短期

内将对企业竞争力产生一定的影响，对长期影响还较难预测。

综上所述，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

程，涉及到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三方共同利益，同时，对建筑

业上游产业包括向建筑业提供服务的企业，如工程勘察、工程

设计、科研院所、交通运输、工程专用设备及零部件制造、设备

租赁、砂石料供货商和工程劳务提供方也要进行同步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改革，这样才能保证政策实施。对建筑企业而言，这

项改革由于涉及到企业方方面面的工作，需要企业领导、相关

人员超前谋划，全面考虑，积极应对，使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能

够在建筑企业顺利平稳过渡，将影响降低到最小的范围内。

（作者单位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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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依赖型企业。2010 年我国纺织服

装行业上市公司的外销收入占公司

总收入的平均值达到 20%，有些公

司的外销占比甚至达到 99%。

5．利益驱动我国一些纺织 服

装企业将资金投资于房地产和 IT 行

业。在全球纺织服装业分工日益专

业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纺织服装企

业一般以加工制造为主。而在服装

价值链上公认的利润分配结构是 ：

设计占 40%、营销占 50%、生产占

10%，即设计和营销处于价值链的

高端，生产加工处于价值链的低端，

居于价值链的高端者控制着价值

链。目前我国服装产业仍处于全球

价值链的低端，如果单纯以加工服

装为主业则难以保证利润。而房地产行业属于暴利行业，因此

不少大型纺织服装业上市公司在利益驱动下将资金投入房地

产行业，甚至部分企业已经把重心转移到附加值较高的 IT业

等高科技领域。

6．缺乏设计能力和品牌价值。由“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

造”转型，是我国包括纺织服装行业在内的所有行业的目标，

但目前国内的纺织服装企业整体并不注重设计能力的培养以

及品牌价值的塑造。在国内市场上其倚仗的“法宝”是打价格

战，其结果只能是利润的进一步下降。而在国际市场上我国

大部分纺织服装企业还是处于贴牌生产的地位，虽然近年来

随着外贸加工经验的积累和设计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我国

一部分服装企业具备了由 OEM 向 ODM 转变的实力，但很明

显的是我国大部分纺织服装企业还是处于贴牌生产的地位。

二、纺织服装行业营运资金管理现状

（一）按要素划分的纺织服装行业营运资金管理现状

由表1可以看到，纺织服装行业的营运资金周转期普遍偏

长，根据中国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研究中心的内部数据资料显

示，纺织服装行业的营运资金周转期长于其他大部分行业。特

别是存货周转期指标，在所有行业的比较中，纺织服装行业的

存货周转期较长。

（二）按渠道划分的纺织服装行业营运资金管理现状

中国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王竹泉从渠道管理

的视角将营运资金重新分为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和理财活动营

运资金，并进一步将经营活动营运资金按照其与供应链或渠

道的关系分为营销渠道的营运资金 ( 成品存货 +应收账款 /应

收票据 - 预收账款 - 应交税费 )、生产渠道的营运资金 ( 在产品

存货 + 其他应收款 - 应付职工薪酬 - 其他应付款 ) 和采购渠道

的营运资金 ( 材料存货 + 预付账款 - 应付账款 / 应付票据 )。这

种分类既能够将各个营运资金项目涵盖在内，也能够清晰地反

映出营运资金在渠道上的分布状况。本文以纺织服装行业67

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按照基于渠道管理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

评价体系的计算方法得出近三年来纺织服装行业营运资金周

转期的统计数据（如表 2）。从表 2 中可以看出，近三年来行业

总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水平逐年降低，从各个渠道来看，生产

渠道在三个渠道中营运资金周转期是最长的，营销渠道次之，

采购渠道的营运资金周转期最短。

三、纺织服装行业营运资金管理现状的成因分析

首先，由于原材料 在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重高达 60%-

80%，所以原材料的价格会直接影响产品的成本总额。为了抵

御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风险，许多公司会库存原材料。特别是在

2009-2010 年棉花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许多公司都积存

了大量的原材料，这是按要素划分营运资金计算周转期时存

货周转期较高的一个原因。但从渠道的视角看，采购渠道的营

运资金周转期并不高，这跟企业推迟原材料的付款期限，占用

供货商的资金进行生产，延长应付账款周转期有关。

其次，生产服装的工序较多、流程较复杂、生产的周期较

长，所以在纺织服装行业的生产渠道中在产品所占用的资金量

很大。再加上不少大型纺织服装上市公司将资金投入房地产行

业，由于房地产生产周期长，大量房地产正处于开发建设阶段，

于是许多大型纺织服装公司的存货中房地产存货项目占用的

资金量最大。这是按要素划分营运资金计算周转期时存货周

转期较高的第二个原因，也是生产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最长

    表1               纺织服装业营运资金周转期（按要素）

项  目 2010 2009 2008

存货周转期 138 155 134

应收账款周转期 40 46 40

应付账款周转期 44 51 51

营运资金周转期 134 151 123

    表2               纺织服装业营运资金周转期（按渠道）

项  目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采购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 9 6 12

生产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 60 62 42

营销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 37 51 43

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 106 119 97

理财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 -37 -70 -72

营运资金周转期 69 49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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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主要原因。由于雇佣劳动工人难度的增大，员工对于工资

发放的及时性的要求也会提高，这就使得应付职工薪酬周转

期缩短，这也导致生产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延长。

最后，我国纺织服装业的供应链呈割裂状态，生产、设

计、采购等供应链各环节都各自操盘，品牌商一般都提早半年

完成订货，把产品全部转化到零售商那里，致使常态的货品偏

多、流行的货品偏少，最终造成压货致使产成品占用的资金量

加大，这是按要素划分营运资金计算周转期时存货周转期较

高的第三个原因。另外，由于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属于高度外向

型行业，出口产品的收汇难度较大，于是导致海外应收账款所

占用的资金量增大，再加上处于供应链的低端、缺乏品牌影响

力和时尚界话语权以及内战盛行等诸多不利因素都导致了应

收账款回收难度的加大，于是应收账款的周转期较长。以上原

因都致使营销渠道的营运资金周转期延长。

四、改善行业营运资金管理现状的建议

（一）向供应链上游延伸，加强原材料把控或实施纵向一

体化发展战略

原材料成本是纺织服装企业经营成本的主要部分，在服

装产品当中，面料占总成本的比例约为 40%-50% ；在家纺产

品中，原材料成本所占比例则高达 60%-90%。由此可见，控制

住原材料成本是保证一定盈利空间的关键。大型纺织服装企

业可以实施纵向一体化的发展战略，采取兼并收购的方式整

合纤维原料、织造、染整等上游供应环节，打造系统产业链，

形成整合优势和抗风险能力。

（二）强化主业，提升内功

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有 70% 的纺织服装企业存在房

地产开发销售业务，而以房地产为主业的纺织服装企业也高达

20%。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对企业的资本和筹资能力

等的要求都非常高，而且我国房地产市场还在进一步规范当

中，其高利润的背后也隐藏着高风险，所以建议企业谨慎入市。

一个好的品牌的建立非一朝一夕之功，如果因为房地产业务而

将多年来积淀的品牌拖下水，那将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另

外，我国虽然是纺织服装业的出口大国，但占据的却是低附加

值的加工生产环节。如果纺织服装业能够专心强化主业，不断

提升内功，创立世界级的名牌，在国际市场中具有一定的话语

权，那么不仅能够加快自己产品的销售速度，降低在产品占用

资金的额度，更能保证应收账款的回收时效。

（三）利用信息系统实施供应链管理

营运资金周转期的缩短客观上需要采购、生产、营销各个

流程之间快速响应，而造成各流程之间反应速度过慢的主要

原因之一是信息不畅通。信息系统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加快

信息流通，提升各个流程之间的响应速度。美特斯邦威是通过

信息系统实施供应链管理的典型案例。它通过打通加工厂的

ERP、内部的管理系统和专卖店的信息系统，建立了一个“虚拟

企业”。分销商通过电子商务向美特斯邦威订货，美特斯邦威

再通过系统向工厂订货，总部的计划管理处和市场指挥部通

过系统不仅可以了解每个专卖店的销售情况，而且可以根据这

些信息随时调整生产计划，实现了销售、生产、采购信息在供

应链上的透明，加速了资金的周转。同时，信息系统的建设还

有助于加速商品销售。如 POS 系统可以使各个分销商的销售

信息（包括销售商品名称、销售单价、销售数量、销售规格或型

号、销售时间、购买顾客等）及时传到本部，总部可以根据各

地区的销售信息在地区之间及时调配商品，并安排畅销产品的

生产，从而快速把握商机，提升销售业绩，加速资金周转。

（四）通过“应收保理”加快应收账款回收速度

对内外销转型期的企业而言，其营运资金周转期多存在

拐点，而且，相比内销企业而言，其面临的外汇风险和外部市

场风险更大，所以应重视内外销转型时期的营运资金管理。中

国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处于转型阶

段的企业的收入波动幅度小于应收账款波动幅度，也就是说

应收账款的回收不及时。建议这一阶段的企业采取“应收保理”

加速应收账款的回收，降低坏账损失和外汇风险。

（五）完善分销商网络

营销模式的转变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在转变营销模式

的过程中，批发商、分销商等中间客户仍将在长时间内成为直

接面对终端客户的主力。完善优质的分销商网络不仅有利于商

品的销售，而且能加快货款的回收速度。纺织服装类企业应对

批发商、分销商和加盟店进行整合，通过信息技术加强与这些

中间商的沟通，对中间商的信用状况、财务状况、销售能力等

进行综合评价，选择优质的中间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

断完善分销商网络。

( 作者单位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中国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研究中心 )

责任编辑　张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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