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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羊绒产业、中蒙双边贸易给蒙古国羊绒产业带来的影

响具有复杂性ꎬ有必要在全球产业分工的背景下开展分析ꎮ 一方面ꎬ快速发

展的中国羊绒产业以明显的比较优势整合周边产绒国的羊绒资源ꎬ蒙古国则

成为初加工羊绒原料出口大国ꎬ中国出口的羊绒纺织中间产品对蒙古国产品

产生了明显的替代作用ꎻ另一方面ꎬ由于中国羊绒产业的主要竞争力在于中

间产品加工环节ꎬ客观上为蒙古国羊绒产业升级留下空间ꎮ 中蒙羊绒产业存

在多层次的互动与竞争ꎬ也存在合作共赢的机会ꎮ
【关 键 词】 　 中国　 蒙古国　 羊绒产业　 国际贸易

【基金项目】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博士生课题研究项目

«亚太研究:“一带一路”与亚太命运共同体»ꎮ
【作者简介】 　 郭艺华ꎬ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ꎮ

引　 言

以畜牧业为传统产业的蒙古国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羊绒原产

国ꎮ ２０１９ 年ꎬ蒙古国羊绒产量达到近万吨ꎬ占世界羊绒产量的 ４０％ ①ꎮ 出售

羊绒是蒙古国许多牧民的主要收入来源ꎬ此外ꎬ羊绒加工业还为蒙古国提供

了超过 １ 万个就业岗位②ꎮ 对于蒙古国政府来说ꎬ羊绒产业不仅关乎民生ꎬ而
且是为改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矿产品出口而推行的多元化经济政策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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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①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ꎬ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Ｋｈ Ｂａｔｔｕｌｇａ)访问美国期间ꎬ在经

贸合作方面略过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矿产业ꎬ而致力于推动美国国会通

过针对蒙古国羊绒产品进行关税减让的«第三邻国贸易法案»ꎮ 此举显示了

羊绒产业在蒙古国国民经济中的独特地位ꎮ
羊绒服饰产业是兴起于欧洲发达国家的奢侈品产业ꎬ随着中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ＷＴＯ)和纺织品配额时代的终结ꎬ中国凭借背靠羊绒产地、劳动力

成本低廉和政策扶持方面的优势ꎬ承接了全球羊绒纺织业的主要产能ꎮ 面对

中国羊绒产业的快速发展ꎬ比起掌握羊绒服饰品牌和关键技术优势的西方国

家ꎬ同样进行劳动密集型生产的蒙古国羊绒产业受到更加直接的冲击ꎮ 蒙古

国政府 ２０１８ 年颁布的«羊绒计划(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１)»②称:“每年 ３、４ 月羊绒收获

季ꎬ在我国羊绒加工企业尚缺乏收购羊绒原绒的资金时ꎬ外国收购商使用现

金在我国收购优质羊绒ꎬ他们只需缴纳少量税金ꎬ无须缴纳出口税ꎮ 就这样ꎬ
８０％的羊绒几乎无附加值地以未分梳绒形式(即未分梳的洗净绒)出口ꎬ导致

我国羊绒企业缺乏原料ꎬ产能利用率只能达到 ４０％ ~ ６０％ ꎬ不仅影响企业职

工的收入ꎬ也导致该部门从业技术人员数量不断下降ꎮ”③

从蒙古国海关统计数据可以看出ꎬ这些以未分梳绒形式出口的羊绒几乎

全部运往中国④ꎮ 中蒙羊绒贸易近年来的增长势头给蒙古国带来了可观的

外汇收入ꎬ也在蒙古国引发了诸如上述“羊绒出口中国制约本国羊绒产业发

展”的担忧ꎮ 如何看待中蒙羊绒贸易对蒙古国的影响? 为应对这些影响ꎬ蒙
古国实行了怎样的羊绒产业政策? 执行效果如何? 厘清这些问题ꎬ有助于理

解蒙古国与中国开展经贸往来时的顾虑与关切ꎬ探寻拓展经贸合作空间的可

能性ꎮ
学界已经对蒙古国羊绒产业和国际贸易的基本特征进行了一些研究ꎮ

中国羊绒纺织业的快速发展带来对羊绒原料的旺盛需求ꎬ羊绒加工企业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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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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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政府 ２０１９ 年发布的«远景 ２０５０:蒙古国的长期发展构想»提出ꎬ“在未来

３０ 年ꎬ为完善经济结构、发展制造业和其他新经济部门、实现经济多元化创造条件”ꎬ其中

特别提出要“支持羊绒产业发展ꎬ增加分梳羊绒和羊绒最终制成品的出口量”ꎮ
蒙古国政府法律信息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ｅｇａｌｉｎｆｏ ｍｎ / ａｎｎｅｘ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８２７１? ｌａｗｉｄ

＝ １３２０４
同①ꎮ
２０１９ 年ꎬ蒙古国出口未分梳绒 ５ ６８８ 吨ꎬ全部出口中国ꎻ出口分梳绒 ５０７ 吨ꎬ主要

销往意大利、英国和韩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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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投向蒙古国等出产山羊绒的周边国家ꎬ有些学者亦关注蒙古国羊绒原料品

质特征及与中国产羊绒的品征比较①ꎮ 另一些学者则聚焦蒙古国羊绒加工

产业ꎬ侧重分析蒙古国羊绒产业发展的限制条件ꎬ如产品线单一、缺乏品牌和

销售渠道、国内市场狭小、生产成本较高等ꎬ提出弥补这些短板将有利于蒙古

国羊绒产业发展②ꎮ 可以看出ꎬ以往的研究中ꎬ学者们均将中蒙羊绒产业作

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或比较对象ꎬ较少讨论中国与蒙古国之间业已存在的、通
过产业内贸易共同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互动关系ꎮ 这正是本研究选题的出

发点ꎮ 此外ꎬ以往的研究多关注蒙古国羊绒服装业的不足之处ꎬ本研究则发

现ꎬ蒙古国羊绒服装业的发展模式颇具特色ꎬ对求解中国羊绒产业多年来面

临的如何改变贴牌生产“为人作嫁衣”现状和打造自有国际品牌难题来说ꎬ亦
具有借鉴意义ꎮ

一　 蒙古国的羊绒产业与羊绒贸易基本情况

(一)贸易保护阶段

历史上ꎬ游牧的蒙古民族有使用羊毛羊绒制作衣帽的传统ꎬ然而工业化

的羊绒制品生产源于西方市场的需求ꎮ 国家经济转轨之前ꎬ蒙古人民共和国

的国际贸易主要面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ꎬ羊绒产业是当时该国为数不多直接

与西方公司开展贸易的产业③ꎮ １９９１ 年经济体制私有化转轨后ꎬ一部分劳动

力回归家庭畜牧业ꎮ 由于出售羊绒能够获得可观的收入ꎬ牧民牧养的山羊数

量不断上升ꎮ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９ 年的近 ３０ 年间ꎬ蒙古国④牧民蓄养的山羊数量从

５１０ 万只增至约 ２ ９００ 万只ꎻ牧民传统的五种牲畜中ꎬ山羊所占的比重从 ２０％
增至 ４０％ 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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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音都仍、伊达木、甘南:«蒙古国山羊绒、羊毛生产及中蒙贸易»ꎬ«产业透视»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８ 期ꎻ 于芳萱、李昊、高树新:«蒙古国绒山羊产业概况»ꎬ«现代经济信息»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ꎻ 勿都巴拉、刘斌等:«中蒙山羊绒主要生产性能比较分析»ꎬ«畜牧与饲料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ꎻ王路、李文洁、张洁:«浅析中蒙山羊绒标准指标比对»ꎬ«中国标准化»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７ 期ꎮ
陈雪霏、李存霞、管飞:«蒙古国羊绒产业的发展建议»ꎬ«现代商业»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９

期ꎻ恩和扎雅、王桂霞:«蒙古国羊绒生产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ꎬ«农村经济与科

技»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３ 期ꎮ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２６２４０ － ＭＯＧꎬＦｒｏｍ Ｇｏａｔｓ ｔｏ Ｃｏａｔ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ｓ Ｃａｓｈｍｅｒｅ Ｓｅｃｔｏｒꎬ２００３ꎬｐ３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ꎬ原蒙古人民共和国更名为蒙古国ꎮ
蒙古国国家统计局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１２１２ ｍ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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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 年ꎬ为提升高附加值羊绒制品的出口比重ꎬ蒙古国政府颁布了羊绒

原绒与未分梳绒出口禁令ꎬ禁令推动了蒙古国羊绒产业的第一次升级ꎮ 在加

入 ＷＴＯ 之后ꎬ为满足自由贸易原则ꎬ蒙古国在 １９９７ 年将出口禁令改为向出

口的每千克未加工原绒征收 ４ ０００ 图格里克的关税ꎬ该税额约为当时羊绒原

绒出口价格的 １ / ３ꎮ 高关税政策对限制原绒出口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ꎬ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４ 年ꎬ蒙古国海关统计的原绒与未分梳绒出口量都几乎降至零ꎮ 不

过ꎬ该政策带来一系列其他的问题ꎬ如催生大量缺乏竞争力的低端加工工厂ꎬ
造成国内羊绒价格低于国际市场而导致牧民收入减少ꎬ以及屡禁不止的走私

贸易ꎮ ２００７ 年ꎬ为期 １０ 年的原绒出口关税到期ꎮ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ꎬ
迫于尽快恢复低迷的出口贸易的压力ꎬ蒙古国政府废止了原绒出口关税政

策ꎬ未再延长执行期限①ꎮ
(二)产业补贴阶段

取消每千克原绒 ４ ０００ 图格里克的出口关税使得羊绒产品出口结构发生

变化ꎬ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ꎬ出口羊绒中分梳绒占比减少ꎬ未分梳绒占比增加ꎮ 不

过ꎬ各种形态羊绒总出口额在 ２００９ 年出现短暂减少之后逐步增长ꎬ未分梳绒

出口额的增长弥补了分梳绒出口减少带来的损失ꎮ 数据显示ꎬ羊绒出口关税

取消后ꎬ羊绒产业整体的对外贸易收入并未减少ꎬ只是出现了从中等程度加

工部门向初加工部门的收入转移ꎮ

图 １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９ 年蒙古国羊绒出口量趋势 (单位:吨)
资料来源:蒙古国海关总署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ｍｎ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ｍｏｄｕｌｅ ＝

ｕｓｅｒｓ＆ｃｍｄ ＝ ｉｎｆｏ＆ｐｉｄ ＝ ０＆ｉｄ ＝ １４２

—０１１—

① «蒙古国议会关于向特定商品征收关税税额的决议及修改记录»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ｅｇａｌｉｎｆｏ ｍｎ / ｌａｗ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２６０? ｌａｗｉｄ ＝ 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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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９ 年蒙古国羊绒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在国际贸易与国际援助组织的贸易自由化压力下ꎬ蒙古国政府转而通过

产业补贴政策推动羊绒产业升级ꎮ 不过ꎬ由于政府并不掌握全面的市场信

息ꎬ如何选择合适的补贴条件和补贴金额存在实际困难ꎮ ２０２０ 年春季羊绒收

购季遭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ꎬ中蒙羊绒纺织企业收到的订单量均急剧减

少ꎮ 羊绒价格延续 ２０１９ 年的下跌态势ꎬ２０２０ 年年初蒙古国羊绒市场价格约

为每千克两万图格里克(约合人民币 ５０ 元)ꎬ相比 ２０１９ 年年初降幅超过

５０％ ꎮ 蒙古国政府乐观估计ꎬ随着新绒逐渐上市ꎬ羊绒价格将恢复至 ２０１９ 年

年初的高位ꎬ因此出台政策ꎬ向羊绒加工企业提供年息为 ３％的优惠贷款ꎮ 获

得该优惠贷款的前提是ꎬ羊绒收购价格不得低于每千克 １０ 万图格里克ꎬ该价

格甚至高于 ２０１９ 年年初的市场价格ꎮ 蒙古国政府声称ꎬ此举是为了维护牧

民的利益ꎮ 然而由于疫情的持续ꎬ羊绒加工企业面临低迷的市场需求ꎬ无力

以高价购买羊绒ꎮ 蒙古国学者测算ꎬ如果以 １０ 万图格里克的价格购买政府

计划内的３ ０００万吨羊绒ꎬ即便享受低息贷款ꎬ羊绒加工企业依然将承受数亿

图格里克的损失①ꎮ 因此ꎬ该政策实施后只象征性地进行了几笔交易就不了

了之ꎬ据媒体报道ꎬ对于这几笔交易ꎬ羊绒企业也只是先向牧民支付了接近市

场价的预付款ꎬ而尾款迟迟没有支付②ꎮ
随着中蒙两国疫情的缓和ꎬ中国企业开始通过滞留蒙古国的中国商人和中

间商以市场价格向当地牧民收购羊绒ꎮ 从蒙古国海关总署数据来看ꎬ截至 ２０２０

—１１１—

①

②

Эрх баригчдын шийдвэр ноолуурын үнийг "бууруулж" байнаꎬ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ｍｎ /
ｒ / ２２９０８１０ /

Сүхбаатарын малчид ３００００ тонн ноолуурынхаа мөнгийг нэхэвꎬ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ｍｎ /
ｒ / ２３０２９８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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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９ 月ꎬ蒙古国共向中国出口未分梳绒 ５ ２００ 吨ꎬ已接近 ２０１９ 年全年的出口量

５ ６８８吨ꎮ
仅靠贸易保护政策ꎬ今天的蒙古国羊绒加工企业难以与发展健全且已形

成产业集群的中国企业竞争ꎮ 除了劳动力价格、运输便利条件与消费市场等

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之外ꎬ蒙古国羊绒加工企业还面临比中国企业更高的经

营成本ꎮ
首先ꎬ蒙古国政府缺乏收入来源ꎬ企业需要向政府缴纳高额税收ꎬ一般企

业所得税率达到 ３０％左右①ꎬ作为对比ꎬ中国内蒙古地区羊绒企业缴纳的企

业所得税率为 １６％ ②ꎮ
其次ꎬ银行系统自身风险与企业经营风险两方面因素导致蒙古国银行商

业贷款利率偏高ꎬ其国内最大的羊绒服装企业“ＧＯＢＩ”获得的贷款年利率为

１５％ ~２０％ ꎬ同期中国羊绒企业贷款利率为 ６ ６％ ③ꎮ
最后ꎬ受到多变的政治环境影响ꎬ蒙古国外国投资法律制度缺乏稳定性ꎬ

不利于新的投资进入ꎮ
针对上述问题ꎬ蒙古国 ２０１８ 年颁布«羊绒计划(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１)»提出一系

列措施ꎬ包括:修订海关法和增值税法ꎬ支持国内企业合作ꎬ减少原料出口ꎻ提
升羊绒加工水平ꎬ增加最终产品生产与出口量ꎻ提供投资、贷款方面的支持

等ꎮ 该计划将于 ２０２１ 年到期ꎬ目前执行进展有限ꎬ如规划中的“羊绒发展基

金”至今未成立④ꎮ
应当看到ꎬ限制羊绒产业发展的因素并非可以通过行政命令一朝一夕加

以改善ꎬ因此一定时期内ꎬ维持原料出口国地位似乎是蒙古国寄希望于羊绒

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唯一选择ꎮ 那么ꎬ以目前的产业结构ꎬ羊绒产业对蒙古

国国民经济贡献如何? 这种产业结构是否会加深蒙古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２１１—

①

②

③

④

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２０１９ 年中国畜产品行业发展报告»(内部报告)ꎬ２０２０ 年

版ꎬ第 ６４ 页ꎮ
«听纳税人讲讲税收营商环境那些事儿»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２１４８５４６
Ｆｒｏｍ Ｇｏａｔｓ ｔｏ Ｃｏａ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ｓ Ｃａｓｈｍｅｒｅ Ｓｅｃｔｏ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９８６ / １４４３１? ｓｈｏｗ ＝ ｆｕｌｌ＆ｌｏｃａｌｅ －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 ｅｓꎻЖижиг
дунд үйлдвэрлэлийн хөгжил санхүүжилтын байдал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ｎｇｏｌｂａｎｋ ｍ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ｔｏｖｈｉｍｏｌ / ｇｒｏｕｐ６ / ６ － ０１ ｐｄｆ

根据蒙古国食品农牧业和轻工业部 ２０２０ 年羊绒计划实施情况审计与评估报告ꎬ
已完成部分包括修订增值税法中的国家重点保护产业免征税相关条款ꎬ并将向 ２ ~ ３ 家羊

绒企业提供利率为 ７％的优惠贷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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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针对这些问题展开分析ꎮ

二　 资源整合、产品替代与依赖程度:
“中国制造”对蒙古国羊绒产业的影响

　 　 (一)中国取代发达工业化国家成为蒙古国羊绒原料的主要进口国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世界主要羊绒制品生产国中ꎬ美国、英国、日本从蒙

古国进口的羊绒原料数量不断减少ꎬ其中美国和日本近年来已基本不直接从

蒙古国进口羊绒原料ꎬ这不仅是由于美国和日本的羊绒产业有所萎缩ꎬ更主

要的原因是随着国内加工业成本提升ꎬ这些国家选择将羊绒加工厂转移至中

国等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潜力的国家ꎮ 以日本为例ꎬ１９８９ ~ ２００２ 年ꎬ日本进

口分梳绒数量从 １ ０００ 吨降至不到 ４００ 吨ꎮ 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ꎬ唯有意大

利从蒙古国进口的羊绒原料数量维持在较高水平ꎬ这是因为:意大利企业在

蒙古国投资开设羊绒分梳工厂ꎬ将羊绒分梳后运回本国进一步加工以获得可

追踪的羊绒供应链ꎬ可应对羊绒奢侈品消费者对羊绒原料和加工生态可持续

性越来越高的要求ꎮ
与此同时ꎬ中国对羊绒的进口需求则不断扩大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中

国由产绒大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羊绒加工大国和制品出口大国ꎮ 加入

ＷＴＯ 之后ꎬ中国羊绒产业加速扩张ꎬ２１ 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ꎬ中国羊绒加工产能

足以应对世界市场需求ꎬ羊绒制品出口额趋于稳定ꎮ ２０１９ 年ꎬ中国除加工本

国出产的 １ ５４ 万吨羊绒外ꎬ还从周边国家进口原料ꎮ 例如ꎬ从蒙古国进口

５ ６８８吨未分梳绒和 ５４ 吨分梳绒ꎬ从阿富汗进口 ３ ８ 吨未分梳绒ꎮ 中国羊绒

加工业整合了周边羊绒产地的主要资源ꎬ羊绒加工量占世界羊绒总产量的

８０％以上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中国从蒙古国进口的羊绒原绒量呈上升趋势ꎮ

１９９５ 年ꎬ中国是蒙古国羊绒原料的第三大进口国ꎬ进口额占比(１４ ９６％ )位
于日本(３１ ５５％ )、意大利(２２ ７４％ )之后ꎬ略高于英国(１１ ３７％ )ꎮ 自 １９９９
年开始ꎬ中国跃居为蒙古国羊绒原料的第一大进口国ꎬ并保持至今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ꎬ中国平均每年从蒙古国进口价值 １ ９８ 亿美元的羊绒原料ꎬ占蒙古国

羊绒原料出口额的 ８１％ ꎬ不仅如此ꎬ中国对蒙古国羊绒原料的需求还在逐年

上升ꎬ近 １０ 年的进口额平均增速达到 ９％ ꎮ 近 １０ 年来ꎬ蒙古国羊绒原料的第

二大进口国意大利每年从蒙古国进口的羊绒数量稳定在 ４００ ~ ５００ 吨ꎮ 可

见ꎬ蒙古国快速增长的羊绒产量几乎全部被中国羊绒产业的需求吸收ꎮ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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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９ 年蒙古国羊绒原料出口额和主要出口目的国占比

年份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

出口额(亿美元) ４ ９４ ７ ７０ ６ ７４ １７ ３７ ２３ ７９ ２４ ４２ ３２ ８６

中国占比(％ ) １４ ９６ ６２ ４２ ５３ ５９ ７６ ３４ ８３ ７５ ８４ ２２ ８６ ２８

意大利占比(％ ) ２２ ７４ １７ ４７ ３２ ３５ １３ ５７ １３ ４３ １３ ８３ １１ ７３

英国占比(％ ) １１ ３７ １３ １１ ４ ９２ ８ １３ ２ １２ ０ ８９ １ ３６

日本占比(％ ) ３１ ５５ ５ ０６ ５ ０７ ０ １４ ０ １６ ０ ０３ ０ ０１

资料来源:蒙古国海关总署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ｍｎ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ｍｏｄｕｌｅ
＝ ｕｓｅｒｓ＆ｃｍｄ ＝ ｉｎｆｏ＿ｓｔ

图 ３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９ 年蒙古国向日本、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出口羊绒情况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二)中间产品加工环节的替代效应明显

蒙古国出口羊绒产品的趋势也发生了变化ꎮ 较深层次加工的分梳绒出

口额占比减少ꎬ未分梳绒出口额占比增大ꎮ １９９５ 年ꎬ蒙古国分梳绒出口量多

于未分梳绒ꎻ２００７ 年政府原绒出口关税取消前夕ꎬ蒙古国出口的未分梳绒和

分梳绒尚能维持基本相同的数量ꎻ而到了 ２０１９ 年ꎬ蒙古国出口羊绒原料中未

分梳绒占比已经达到 ９２％ ꎬ这些未分梳绒全部出口中国ꎮ 下面使用显示性比

较优势指数测算在羊绒产品价值链的不同环节中国产品对蒙古国羊绒产品

的替代效应ꎮ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用于衡量一国某产品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ꎬ该指数

计算公式如下:
ＲＣＡ ＝ (Ｘｉ / Ｘｔ) / (Ｗｉ / Ｗｔ)
其中 Ｘｉ 表示某国 ｉ 商品的出口值ꎬＸｔ 表示某国全部商品出口总值ꎬＷｉ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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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世界 ｉ 商品出口总值ꎬＷｔ 表示世界商品出口总值ꎮ 当 ＲＣＡ > １ 时ꎬ该国

出口 ｉ 商品具有比较优势ꎬ当 ＲＣＡ < １ 时ꎬ该国出口 ｉ 商品不具有比较优势ꎮ
计算结果见下表ꎮ

表 ２ 中蒙主要羊绒出口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国别 产品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９ 年

中国

分梳绒 ７ ８８ ６ ２３

羊绒纱线 ９ ６６ ７ ５７

成衣 ５ ２３ ２ ８７

蒙古国

未分梳绒 ３ ８０６ ９０ ２ ４８４ ６４

分梳绒 ７００ ６５ ４３９ ９３

成衣 １４ ８１ ３５ ６７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库(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ꎻ中国海关统

计数 据 在 线 查 询 平 台ꎬ ｈｔｔｐ: / / ４３ ２４８ ４９ ９７ / ꎻ 蒙 古 国 海 关 总 署 网 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ｍｎ

可以看出ꎬ２０１９ 年与 ２０１１ 年相比ꎬ尽管中国与蒙古国在目前出口的大部

分羊绒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有所减弱ꎬ但优势仍然显著ꎬ其中ꎬ蒙古国在羊绒

原料(未分梳绒、分梳绒)出口方面优势明显ꎬ羊绒成衣的比较优势指数也优

于中国ꎻ中国的比较优势则显示在羊绒分梳和纱线纺织环节ꎮ 该数据与中蒙

两国目前羊绒产品出口结构一致ꎮ
中国羊绒纺织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羊绒分梳和纱线纺织等中间产品加

工环节ꎮ 中国羊绒产业的技术升级始于羊绒分梳技术ꎬ目前ꎬ国产羊绒分梳

机的分梳提取率在 ７０％以上ꎬ达到国际领先水平ꎮ 在纺纱方面ꎬ尽管仍需引

进国际先进的机械设备ꎬ但在粗梳纺纱技术和梳毛机生产效率领域实现了技

术创新①ꎮ 而蒙古国羊绒分梳与纱线纺织方面均不具有技术优势ꎬ分梳和纺

纱设备依赖进口ꎮ
近年来ꎬ蒙古国羊绒中间产品产能利用率一直不高ꎮ 蒙古国食品农牧业

和轻工业部公布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８ 年ꎬ蒙古国具备 １ ３ 万吨洗绒、４ ３５０ 吨分梳

绒、１ ６８０ 吨纱线纺织、２８０ 万件绒纺织品和 ２ ０００ 米绒布的产能ꎬ只有羊绒清

—５１１—

① «雪莲山羊绒分梳技术简介»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ｗｔａ ｏｒｇ ｃｎ / ｐｄｆ / Ｗ０２０１３０６０６４２８４１５０
９２０４８ ｐｄｆꎻ«河北清河羊绒产业创新纪实»ꎬ«经济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ꎻ中国商务部:
«出口商品技术指南———山羊绒制品(２０１８)»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ｃｋ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ｙａｎｇｒｚｐ２０１８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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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的产能利用率达到 ８２％ ꎬ分梳、纺纱、编织、纺布环节产能利用率仅分别为

３３％ 、４０％ 、６０％和 ６５％ ꎮ 蒙古国政府通过 ２０１６ 年«经济复苏计划»、２０１８ 年

«羊绒计划(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１)»等多项措施促进羊绒加工产业发展ꎬ但成效有限ꎮ
蒙古国食品农牧业和轻工业部 ２０１９ 年羊绒计划执行情况评估报告显示ꎬ当
年洗绒量超额完成计划的 １２６ ４％ ꎬ而分梳绒量仅完成了计划的 ６３ ４％ ①ꎮ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ꎬ尽管在中间产品加工环节中国对蒙古国羊绒产业产

生明显替代效应ꎬ近 １０ 年来与庞大的中国羊绒产业为邻ꎬ蒙古国羊绒产业仍

然显现积极增长势头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ꎬ蒙古国羊绒产品出口额增长率为

９ ０４％ ꎬ其中原料出口额增长率为 ８ １７％ ꎮ 双边羊绒贸易对蒙古国经济增长

起到促进作用ꎮ
(三)成衣制造环节无明显替代效应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ꎬ中国羊绒成衣出口额呈波动下降趋势ꎬ蒙古国羊绒成衣

出口额稳步上升ꎮ 在羊绒成衣制造环节ꎬ中国产品未对蒙古国产品产生替代

效应(见图 ４)ꎮ

图 ４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中蒙羊绒制品出口额趋势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ꎬｈｔｔｐ: / / ４３ ２４８ ４９ ９７ / ꎻ中国商务部:«出

口商 品 技 术 指 南———山 羊 绒 制 品 ( ２０１７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ｃｋ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ｙａｎｇｒｚｐ２０１８ ｐｄｆꎻ蒙古国海关总署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ｍｎ

在羊绒成衣制造方面ꎬ中国的优势并不明显ꎮ ２０１９ 年ꎬ中国出口的羊绒

纱线单价为每千克 １０２ ２７ 美元ꎬ羊绒衫单价为每千克 １２８ ７ 美元ꎬ使用纱线

制衣后出口的利润微薄②ꎮ 近年来ꎬ羊绒成衣加工出现向加工成本更低、关

—６１１—

①

②

蒙古国食品农牧业和轻工业部:«羊绒计划实施情况审计评估报告»ꎬｈｔｔｐｓ: / /
ｍｏｆａ ｇｏｖ ｍｎ / ｅｘｐ / ｃｋｆｉｎｄｅｒ / ｕｓｅｒｆｉｌｅｓ / ｆｉｌｅｓ / ｎｏｏｌｕｕｒ２０１９ ｐｄｆ

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ꎬｈｔｔｐ: / / ４３ ２４８ ４９ ９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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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政策更具优势地区转移的趋势ꎮ 目前ꎬ中国出口东盟国家和马达加斯加的

纱线接近出口总量的 ４０％ ꎮ 此外ꎬ中国每年出口 ２ ５００ 万件羊绒成衣ꎬ这些

羊绒成衣大多非中国自主品牌ꎬ而是通过代工形式完成西方服装企业订单后

贴牌出售ꎮ
中蒙两国出口的羊绒成衣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性ꎮ 蒙古国出口羊绒成

衣主要为自有品牌ꎬ羊绒成衣出口平均单价要高于中国产品ꎮ ２０１９ 年ꎬ蒙古

国一件羊绒衫的平均出口单价为 ５７ 美元ꎬ一件羊绒大衣平均出口单价为 ７８
美元ꎻ中国海关公布数据中未对羊绒成衣的具体类别加以区分ꎬ“羊绒衫”大
类的平均出口单价仅为 ３０ 美元ꎮ

(四) 蒙古国羊绒产业对中蒙羊绒贸易的依赖程度

１ 出口额变动趋势

中蒙羊绒制品出口额增长率趋势的变动具有高度一致性(见图 ５)ꎬ但蒙

古国羊绒制品出口额的平均增长率高于中国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ꎬ蒙古国羊绒制

品出口额增长率为 ９ ０４％ ꎬ其中羊绒原料出口额增长率为 ８ １７％ ꎮ 同期中

国羊绒制品出口额平均增长率仅为 ０ ３５％ ꎮ

图 ５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中蒙主要羊绒制品出口增长率(％)
资料来源:同图 ４ꎮ

蒙古国内羊绒制品消费市场很小ꎬ羊绒产业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ꎮ
在蒙古国出口的羊绒制品中ꎬ七成以上为出口至中国的初加工未分梳绒ꎬ
而中国羊绒制品也主要供应国际市场而非国内市场ꎮ 这是中蒙羊绒制品

出口额变化趋势一致的原因ꎮ 由此还可以看出:一方面ꎬ中国羊绒产业对

蒙古国羊绒原料的需求取决于国际市场对羊绒制品的需求ꎻ另一方面ꎬ对
于蒙古国羊绒市场来说ꎬ中国羊绒产业对国际市场的需求价格变化具有放

大效应ꎮ
—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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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出口单价变动趋势

从图 ６ 可以看出ꎬ中蒙两国主要羊绒产品出口单价的走势也较为一致ꎮ
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羊绒纱线和羊绒服装ꎬ蒙古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未分

梳绒ꎬ二者存在价格差ꎮ 观察近 １０ 年来中国出口羊绒纱线与蒙古国出口未

分梳绒的价格差ꎬ这一差异存在缩小的趋势ꎮ 由此看来ꎬ近年来蒙古国羊绒

原料出口价格对中国羊绒产品价格依赖性有所减弱ꎮ

　 　 图 ６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中蒙部分羊绒制品出口单价 (单位:美元 /千克)
资料来源:同图 ４ꎮ

注:２０２０ 年数据为 １ ~ ９ 月ꎮ

３ 蒙古国对中国的羊绒原料需求

以上论述关注中国羊绒产业对蒙古国羊绒原料的需求ꎬ那么蒙古国羊绒

产业是否对中国产品有需求? 需要从原材料和资本品两方面进行考察ꎮ 原

材料方面ꎬ蒙古国主要从中国进口分梳绒和羊绒纱线ꎬ但进口量很小ꎬ２０１９ 年

进口量均不足本国分梳绒、羊绒纱线加工量的 １％ ꎬ２０１８ 年羊绒纱线进口量

较多ꎬ为本国羊绒纱线产量的 １ / １０ꎮ 蒙古国羊绒企业可分为拥有独立整套生

产线的大型企业和进行部分环节加工的中小企业ꎮ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调查

报告ꎬ羊绒纱线的进口需求主要来自中小企业①ꎬ这些企业将原绒初加工后

出口中国ꎬ或从中国进口纱线以加工羊绒服装ꎮ 从这个角度来说ꎬ尽管羊绒

产业整体对中国羊绒产品需求很小ꎬ但这些进口产品对蒙古国中小企业却至

—８１１—

① Ｌａｋｓｈｍｉ Ｂｏｏｊｏｏꎬ 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ＳＭ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ｅｃ
Ｌａｎｄｌｏｃｋ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Ｃａｓｅ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ꎬＡＤＢ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１０１９ꎬ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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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ꎮ 不过近年来ꎬ蒙古国大型羊绒企业的纺纱量增长迅速ꎬ２０１０ 年羊绒

纱线产量仅有 ３３ 吨ꎬ２０１８ 年ꎬ在国家羊绒计划的推动下ꎬ羊绒纱线产量已增

至 ４９２ 吨ꎬ已经有能力满足中小企业的需求ꎮ

表 ３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年中国向蒙古国出口羊绒制品情况 (单位:万千克)

年份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分梳绒 ０ ３２８ ０ ０ ３９３ ９ ０ １４７ ０

羊绒纱线 ０ １７３ ７ ５ ７５９ ４ ０ ２７５ ６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ꎬｈｔｔｐ: / / ４３ ２４８ ４９ ９７ /

４ 蒙古国羊绒产业对中国资本品的需求

资本品方面ꎬ以蒙古国最大的羊绒生产企业“ＧＯＢＩ”公司和提供蒙古国

５０％以上分梳绒出口的“Ｍｏｎｉｔａｌ”工厂为例ꎮ “ＧＯＢＩ”公司成立于 １９７７ 年ꎬ是
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ＵＮＩＤＯ)框架内使用日本政府提供以置换战争赔款

的无偿援助资金兴建的ꎬ最初为国有企业ꎮ ２００７ 年“ＧＯＢＩ”公司实行私有化

后ꎬ两家日本企业“Ｔｏｓｈｉｓｕｋｅ”和“ＨＳ 证券”持有“ＧＯＢＩ”公司 ４０％ 的股份ꎮ
因此ꎬ“ＧＯＢＩ”公司早期的生产设备主要从日本进口ꎮ “ＧＯＢＩ”于 ２００４ 年从

德国进口了纺织设备ꎬ又在 ２００９ 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革新ꎬ从意大利进口

了纺纱、混纺设备ꎬ从日本进口了纺织设备①ꎮ ２０１８ 年ꎬ“ＧＯＢＩ”公司再次投

入大量资金更新设备ꎬ这次除了引进意大利、日本机械外ꎬ还从中国购置了新

型分梳机ꎮ 这是“ＧＯＢＩ”公司首次采购来自中国的机械设备ꎮ “Ｍｏｎｉｔａｌ”是意

大利羊绒加工企业“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集团在蒙古国设立的羊绒分梳工厂ꎬ年产分梳

羊绒 ２２０ 吨左右ꎬ该工厂的设施根据欧洲标准建造②ꎮ 不同于意大利和日本

企业ꎬ中国企业对蒙古国羊绒产业的投资主要在技术含量不高、手工完成的

洗绒环节ꎮ 可见ꎬ在原材料和资本品两方面ꎬ蒙古国羊绒产业对中国的依赖

程度都比较低ꎮ
以上分析显示ꎬ在关税保护政策取消之后ꎬ蒙古国对外出口羊绒产品以

羊绒原料为主ꎬ但这样的出口结构依然对蒙古国经济发展产生正向影响ꎮ 在

对西方国家羊绒原料出口方面ꎬ中国对蒙古国产生替代作用ꎬ但在羊绒成衣

出口方面ꎬ中国对蒙古国没有明显的替代作用ꎮ 蒙古国在羊绒原料出口需求

方面有赖于中国羊绒产业ꎬ但在羊绒纺织的生产投入方面对中国羊绒产业依

—９１１—

①
②

蒙古国公司治理国家委员会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１４ / ｐａｇｅ / ５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集团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ｃｏｍ / ｃａｓｈｍｅｒｅ －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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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程度很低ꎮ 加入 ＷＴＯ 后取得快速发展的中国羊绒产业一定程度上整合了

中间产品加工环节ꎬ但羊绒产业全球价值链由大型零售商、营销商和拥有奢

侈品品牌的制造商驱动的主要特征没有改变ꎮ 中蒙羊绒产业利用各自比较

优势参与羊绒产业全球价值链并从中获得有限收益ꎮ

三　 蒙古国羊绒服装企业的发展模式

蒙古国羊绒服装产业近年来发展势头良好ꎬ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

增强ꎮ ２０１０ 年前后ꎬ蒙古国宏观经济表现低迷ꎬ受此影响ꎬ羊绒服装企业也大

幅减产ꎮ ２０１５ 年之后ꎬ随着经济复苏ꎬ羊绒服装出口逐渐恢复到 ２００６ 年水

平ꎮ ２０１９ 年ꎬ蒙古国羊绒服饰出口额为 １ ６５８ 万美元ꎬ相比 ２０１０ 年大幅增长

１ ３００万美元ꎬ近五年平均增速达到 ３８％ ꎬ远高于出口总额平均增长率

(６ ８％ )和 ＧＤＰ 平均增长率(４ ２６％ )①ꎬ考虑到国内消费市场扩大ꎬ羊绒产

业产值的增长还将更为显著ꎮ
如上所述ꎬ中国在羊绒中间产品加工环节具有比较优势ꎬ因此能够整合

周边国家羊绒原料加工中间产品ꎬ但这导致蒙古国羊绒企业面临羊绒原料收

购困难的局面ꎬ企业规模扩展空间有限ꎮ 不过ꎬ在羊绒服装产品方面ꎬ中国出

口产品对蒙古国出口产品的替代性并不明显ꎮ
虽然蒙古国羊绒服装业快速发展ꎬ然而ꎬ并非所有羊绒企业都表现良好ꎮ

例如ꎬ２０１７ 年ꎬ蒙古国第二大羊绒集成加工商“Ｂｕｙａｎ”遭遇严重财政困难ꎬ几
乎完全停止生产活动②ꎮ 事实上ꎬ蒙古国羊绒产品市场上表现最佳的是完成

纵向整合的大型加工企业ꎮ 近年来蒙古国羊绒企业集中度不断提升ꎬ目前最

大三家羊绒企业“ＧＯＢＩ”、“Ｇｏｙｏ”、“Ｃａｓｈｍｅｒ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的市场占有率之和呈

上升态势ꎬ２０１９ 年达到 ８０％ 以上ꎬ其中“ＧＯＢＩ” 公司市场占有率近 ７０％ ꎮ
２０１７ 年ꎬ“ＧＯＢＩ”收购了市场占有率居第二位的“Ｇｏｙｏ”公司ꎬ集团规模进一

步扩大ꎮ “ＧＯＢＩ”公司能够形成明显的国内竞争优势和一定国际竞争力是以

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首先ꎬ政府对大型羊绒企业的重点扶持ꎮ 羊绒产业是关系蒙古国一半以

—０２１—

①

②

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ꎻ蒙古国国家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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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口收入的重要行业ꎬ扶持羊绒产业是近年来蒙古国政府推行多元化产业

政策的主要措施之一ꎮ 以“ＧＯＢＩ”为首的大型羊绒企业由于具有民族企业的

特殊象征意义ꎬ不少议员政要是大型羊绒企业的股东ꎬ因此它们可以获得比

普通企业更多的经济与政治资源ꎮ ２０１９ 年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

(Ｋｈ Ｂａｔｔｕｌｇａ)访问美国期间ꎬ一方面试图推动美国国会通过针对蒙古国羊绒

产品进行关税减免的«第三邻国贸易法案»ꎬ另一方面则为“ＧＯＢＩ”公司进入

美国市场打开通道ꎮ 据美通社报道ꎬ“ＧＯＢＩ”公司将利用政府补贴在美国开

设线下直营店ꎬ并开通专门面向美国消费者的线上商店①ꎮ
其次ꎬ“ＧＯＢＩ”公司获得日本企业稳定的直接投资ꎮ “ＧＯＢＩ”公司是日本

政府援助框架内本国企业最早在海外投资设立的羊绒工厂之一ꎬ作为战争赔

款的一部分ꎬ日本企业于 １９８１ 年投资协助设立该工厂ꎬ目标是在原料产地加

工羊绒原料并销往国际市场②ꎮ 日本企业向“ＧＯＢＩ”提供贷款和设备ꎬ推动

“ＧＯＢＩ”公司扩建ꎬ同时获得使用“ＧＯＢＩ”公司加工羊绒的优先权③ꎮ ２００７ 年

私有化改革之时ꎬ两家日本公司与蒙古国“Ｔａｖａｎｂｏｇｄ”集团组成合资公司ꎬ共
同持有“ＧＯＢＩ”公司 ７５％的股份ꎬ这一投资模式得到蒙古国政府的支持和民

众的认可ꎮ 日本企业对“ＧＯＢＩ”公司的投资稳定ꎬ这有利于“ＧＯＢＩ”公司进行

持续的设备更新换代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ꎮ 日本是最早承接欧美企业羊绒

加工产能的亚洲国家之一ꎬ拥有成熟的羊绒纺织技术和国际领先的机械设

备ꎬ来自日本的管理人员也为“ＧＯＢＩ”公司带来国际前沿的经营理念ꎮ
再次ꎬ关注国际消费市场分化趋势ꎬ适时推出针对不同消费者群体的细

分品牌ꎮ 随着快消服装品牌进入羊绒产业ꎬ价格更为低廉的混纺羊绒制品开

始走近普通消费者ꎬ中国羊绒纺织业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地理优势快速扩

张ꎬ使得羊绒服饰大众化的趋势得以固化ꎮ 羊绒服装市场出现分化:高端奢

侈品市场更加注重纺织原料和加工过程的生态可持续性ꎬ同时ꎬ更为庞大的

平价羊绒服装消费者群体正在形成ꎮ “ＧＯＢＩ”公司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进行相关

市场调研ꎬ于 ２０１５ 年推出针对高端消费者的“ＧＯＢＩ Ｏｒｇａｎｉｃ”品牌ꎬ该品牌主

打未经染色的“原色羊绒衫”ꎬ将蒙古国羊绒颜色偏深、传统加工流程需先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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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再染色的劣势变为优势ꎮ “ＧＯＢＩ”延续 １００％纯羊绒衫的品牌特性ꎬ相对注

重质量标准ꎬ面向中等收入水平的消费者ꎬ与此同时也购置了混纺设备ꎬ开发

混纺羊绒服饰生产线ꎮ “ＧＯＢＩ”公司实施市场细分战略甚至早于中国羊绒企

业的领头羊“鄂尔多斯”ꎮ
最后ꎬ瞄准非传统国际市场ꎮ 伴随羊绒产品大众化ꎬ更多新兴国家的羊

绒制品消费潜力得到开发ꎮ 在中蒙羊绒制品前十大出口目的国的名单上ꎬ除
了传统的欧洲和北美国家之外ꎬ出现了本区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日本和韩

国ꎬ其中韩国更成为蒙古国羊绒制品的第一大进口国ꎮ 两邻国中国和俄罗斯

也榜上有名ꎮ ２０１９ 年韩国总理李洛渊访问蒙古国期间ꎬ特意穿上了“ＧＯＢＩ”
公司生产的羊绒大衣ꎬ该品牌在韩国的接受度可见一斑①ꎮ

表 ４ ２０１９ 年中蒙羊绒制品前十大进口国对比 (单位:亿美元)

序号 中国 进口额 蒙古国 进口额

１ 美国 ２ ５８５ ８ 韩国 ０ ０９３ ９

２ 法国 ０ ８３２ ７ 英国 ０ ０３７ ０

３ 日本 ０ ７７０ ８ 美国 ０ ０２４ ６

４ 德国 ０ ４６４ ６ 日本 ０ ０２４ ５

５ 英国 ０ ４６３ ３ 中国 ０ ０２３ ８

６ 韩国 ０ ２９６ ９ 德国 ０ ０１５ ９

７ 荷兰 ０ ２７３ ７ 法国 ０ ０１０ ０

８ 意大利 ０ １９０ ５ 加拿大 ０ ００７ ７

９ 瑞士 ０ １１１ １ 意大利 ０ ００７ ５

１０ 西班牙 ０ ０９０ ９ 俄罗斯 ０ ００５ ６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从“ＧＯＢＩ”公司的竞争力提升实践可以获得以下两点启示ꎮ 第一ꎬ由于

中国羊绒产业集中于价值链中部ꎬ在将羊绒产业“挤”向更为边缘的原料初加

工的同时ꎬ也为蒙古国羊绒产业沿价值链升级留下空间ꎮ 不过ꎬ通过纵向整

合向价值链下游延伸需要一定的条件ꎬ具体到“ＧＯＢＩ”的案例ꎬ需要开放外国

直接投资和国际合作ꎬ同时集聚作为低收入国家的蒙古国的大量国内资源ꎮ
有研究显示ꎬ侧重大型企业的产业战略不利于中小企业ꎮ 亚洲开发银行的调

—２２１—

① НСУ － ын Ерөнхий Сайд Ли Наг Ён ГОВЬ － ийн Ноолууран Пальтогоор
Гангарчээꎬｈｔｔｐ: / / ｂｏｘｎｅｗｓ ｍｎ / ｍａｄｅ － ｉｎ －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 ｖ / ５２６



“中国制造”对蒙古国羊绒产业的影响

研报告显示ꎬ蒙古国除首都乌兰巴托和矿产区之外的其他地区获得融资支持

的机会更低ꎬ而这些地区正是中小羊绒企业的所在地①ꎮ 第二ꎬ上述最后两

项优势(消费市场细分与非传统国际市场)的形成与中国纺织企业大举进入

羊绒制品市场促成的羊绒产品大众化趋势密切相关ꎮ 斯科特沃尔德隆的

研究表明ꎬ中国企业的参与重塑了羊绒产业全球价值链ꎬ使得羊绒制品变得

更加平价ꎬ成为更多消费者的消费选择②ꎮ 蒙古国羊绒产业发展历史较短ꎬ
产业基础薄弱ꎬ难以在奢侈品市场与国际著名品牌竞争ꎬ羊绒制品的受众扩

展至普通消费者和非传统国际市场ꎬ也为蒙古国羊绒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ꎮ

结论与建议

研究表明ꎬ中国羊绒产业、中蒙双边贸易给蒙古国羊绒产业带来的影响

具有复杂性ꎬ有必要在全球产业分工的背景下开展分析ꎮ 一方面ꎬ快速发展

的中国羊绒产业以明显的比较优势整合周边产绒国的羊绒资源ꎬ蒙古国则成

为初加工羊绒原料出口大国ꎮ 蒙古国政府采取多种方式提升羊绒出口产品

的附加值ꎬ但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ꎮ 对于发达国家市场ꎬ中国出口的羊绒纺

织中间产品对蒙古国产品产生了明显的替代作用ꎬ存在将蒙古国羊绒产业推

向价值链上游的趋势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中国羊绒产业的主要竞争力在于中间

产品加工环节ꎬ客观上也为蒙古国羊绒产业升级留下空间ꎮ 在此空间中脱颖

而出的是具有纵向整合能力的大型企业ꎬ这些企业具有政治资源与外国投资

的双重优势ꎬ在中国羊绒产业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效应下推出细分产品ꎬ深
耕非传统国际市场ꎬ在全球羊绒产业中占据一席之地ꎬ使近年来蒙古国羊绒

服装业的竞争实力逐渐增强ꎮ 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蒙羊绒产业都在更加深

入地参与羊绒制品全球产业链ꎬ两国间存在多层次的互动与竞争ꎬ也存在合

作共赢的机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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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宫的«羊毛羊绒中小型企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上海海洋大学 ２０１５ 年硕士论文)通

过对 ４０ 家中小羊绒加工企业的调查发现ꎬ仅有 １９％ 的中小企业有机会获得商业银行的

优惠贷款ꎬ没有企业获得政府的优惠贷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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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ꎬ中国与蒙古国的经贸往来集中于能源和矿产ꎮ ２０２０ 年蔓延全球的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能源需求疲软ꎬ蒙古国倚重矿产品出口的经济增长模

式再一次暴露出脆弱性ꎮ 拓展中蒙在经贸领域的合作空间ꎬ羊绒产业是一个

十分具有潜力的方向ꎮ 具体来讲ꎬ中国可以与蒙古国在以下层面开展合作ꎮ
第一ꎬ以蒙古国企业开始购买中国羊绒分梳设备为契机ꎬ政府支持中国羊绒

分梳、纺纱企业“走出去”ꎬ到急需技术与设备的蒙古国进行投资ꎬ同时消化国

内过剩产能ꎬ这一举措也可以为蒙古国城市与牧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ꎬ有
利于提升蒙古国民众心中的中国政府和企业形象ꎮ 第二ꎬ进一步向蒙古国羊

绒企业开放中国消费市场ꎬ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ꎬ促进国内羊绒产业

的良性竞争ꎬ同时为蒙古国羊绒产品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运输提供交通便利ꎮ
第三ꎬ中国羊绒企业享有国内消费市场ꎬ对外则主要根据订单要求被动生产ꎬ
对国际市场出现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趋势不够关注ꎮ 然而ꎬ国际趋势最

终要影响到国内产业ꎮ 在这方面ꎬ蒙古国羊绒产业由于一直面向国际市场而

走在中国前面ꎮ 蒙古国“可汗纺”行业标准不仅衡量羊绒品质ꎬ还对生产环节

提出明确的环境保护要求ꎬ可资借鉴ꎮ 第四ꎬ与蒙古国共同跟进和调研国内

外羊绒消费市场趋势ꎬ共同完善被国际市场认可且可执行的行业标准ꎬ为行

业健康发展和打造具有更高接受度的国际品牌创造条件ꎮ 第五ꎬ关注到中蒙

羊绒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不完全对等的地位ꎬ中国政府与企业可以学习

日本模式ꎬ通过恰当的援助和投资方式与蒙古国羊绒企业建立面向未来的合

作共赢关系ꎮ
中国制造业发展如何影响周边国家ꎬ是中国加入 ＷＴＯ 以来学界一直在

讨论的问题ꎮ 当中国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对周边工业化国家的积极影响被证

实ꎬ更多的研究开始聚焦其对周边后发国家的影响①ꎮ 在中国政府大力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今天ꎬ亚洲是否在以中国为中心进行区域整合的问题再次

受到学界关注ꎮ 纺织服装业是中国重要的出口优势产业ꎬ中蒙羊绒贸易对蒙

古国羊绒产业的影响具有一定代表性ꎬ正因为如此ꎬ中蒙羊绒产业的案例为

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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