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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胶鞋行业发展现状

1.1 基本情况

我国胶鞋行业在改革开放中 ,随着经济全球

化 ,世界制鞋生产的大转移 ,凭借制造加工业中资

源禀赋的比较优势 ,在“十五”期间抓住入世的有

利机遇得到快速发展 ,特别是近两年来 ,经受了以

橡胶为主的原材料大幅度涨价和煤 、电 、油 、运紧

张等巨大困难的考验 ,经济效益止跌回升 ,生产持

续增长 ,已成为胶鞋第一生产和出口大国。

根据相关资料报道和调查测算 ,目前我国鞋

类产品年产量高达 80亿双 ,占世界鞋类消费总量

124.6亿双(英国 SA TRA 研究中心 2002 年公布

资料)的 64% ,是世界最大的制鞋生产国 ,其中皮

鞋年产量为 27 ～ 28 亿双 ,胶鞋(包括热硫化 、冷

粘 、注射工艺生产的布面胶鞋;全胶鞋和橡塑鞋类

产品)年产量为 50多亿双 ,分别占世界鞋类消费

总量和我国鞋类生产总量的 40%和 62%,年耗胶

量仅次于轮胎工业 ,为 58万 t 以上 ,已成为名副

其实的世界胶鞋第一生产大国 。

据海关统计资料显示 ,2002年我国胶鞋出口

总量为 30.09亿双 ,出口金额为 54.54亿美元 ,比

上年分别增长了 6.3%和8.5%。2003年出口量为

35.44亿双 ,同比增长 17.8%,出口总额为 63.8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7.1%;2004 年出口量增至

42.38亿双 ,出口额 75.67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了

19.5%和18.5%。按照 2003年相关资料计算 ,胶

鞋出口量占世界鞋类产品消费量(除中国外)97.7

亿双的 36.2%,占我国鞋类出口总量 51.49亿双的

68.8%,我国胶鞋出口不仅居橡胶工业产品第一 ,

而且在世界上和国内鞋类产品出口中也列第一位 。

表 1　我国胶鞋出口情况

产品名称
2003年

出口量/万双 金额/万美元
平均价/

(美元·双)
2004年

出口量/万双 金额/万美元
平均价/

(美元·双)

橡/塑制底有金属防护鞋头的防水鞋 49.2179 246.66 5.01 105.06 529.97 5.04

橡/塑制外底及鞋面的防水靴(过膝) 109.3159 1008.46 9.23 160.02 994.17 6.21

橡/塑制外底及鞋面的中短统防水靴(过踝) 3213.0702 9273.17 2.89 3478.05 10444.2 3.00

其他橡/塑制外底及鞋面的防水鞋靴 597.4942 3142.32 5.26 656.37 3423.80 5.21

滑雪靴越野滑雪鞋靴及滑雪板靴 174.6836 2097.84 12.01 237.77 2456.70 10.33

橡/塑制外底及鞋面的其他运动鞋靴 35716.2310 122301.06 3.42 39656.15 135591.84 3.42

橡/塑制外底及鞋面用栓塞法将鞋面条带装配在
鞋底上的鞋

66271.0750 35513.34 0.54 82490.18 49721.13 0.60

其他橡/塑外底及鞋面有金属防护鞋头的鞋靴 113.7312 667.2 5.87 165.60 901.35 5.44

其他橡/塑制底及鞋面的短统靴(过踝) 4607.9658 15352.24 3.33 5184.93 1853.89 3.58

未列名橡/塑制外底及鞋面的鞋靴 161665.3373 289568.71 1.79 198467.82 348266.12 1.75

橡/塑外底 ,纺织材料鞋面的运动鞋靴 、网球鞋 、篮球鞋 10911.4454 63624.11 5.83 11740.85 70302.46 5.99

其他橡/塑制外底 ,纺织材料鞋面的鞋靴 70986.0030 95907.23 1.35 81489.18 115591.65 1.42

合计 354415.5705 638702.34 1.8 423832.98 756767.28 1.79

　　回顾胶鞋行业 20年来的发展 ,经历了由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全面进入市场和融入全球

经济一体化三个阶段的市场竞争的洗礼 ,按照优

胜劣汰 ,适者生存的法则 ,使行业各方面均发生了

重大变化 。

1.1.1 产品结构和生产技术 、工艺装备的变化

随着世界制鞋技术的发展和市场多样化的要

求 ,早在 20世纪 70年代后期 ,原化工部橡胶司就

组织部属胶鞋企业学习借鉴国外冷粘 、注射新工

艺 ,进行“四鞋”(60 年代按材质分类的皮鞋 、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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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 、布鞋 、塑料鞋)相互渗透的产品升级攻关 ,并于

80年代中期取得重大突破 ,胶鞋产品由过去单一

热硫化工艺传统布面 、胶面鞋 ,发展成以橡胶 、橡

塑并用 、热塑弹性体为底材 ,以各种纺织物(棉 、合

成纤维)、天然皮革 、合成革多种材料为帮材 ,采用

热硫化 、冷粘 、注射等多种生产工艺 ,形成了按用

途分类的各种体育专业运动与普通运动鞋系列 ,

旅游 、休闲与时装鞋系列 ,劳动 、安全与特殊用途

靴鞋系列 ,晴雨穿用的轻便鞋和凉 、拖鞋系列等上

万个花色品种;此时正值大量制鞋外资企业进入

我国投资建厂 FDI(国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作

O EM(为国外知名牌贴牌加工贸易)兴起的高潮

期 ,给我国带来了国外技术含量高的运动鞋先进

的设计理论与手段和先进的制鞋技术装备 、检测

仪器及新型原材料 ,通过逐步消化吸收 ,基本实现

了为我所用或国产化 ,这不仅促进了我国胶鞋产

品结构的变化与产品的升级 ,还促进了胶鞋生产

技术工艺装备水平与生产效率的提升 ,运动鞋系

列产品已成为胶鞋的主导产品 ,热硫化工艺装备技

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已居世界领先水平 ,冷粘 、注射

工艺装备水平达到了 20世纪末的世界平均水平。

1.1.2 行业组织结构 、规模和产业布局的变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的深化 ,按

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取向 ,胶鞋行

业已由过去国营与国有大 、中型企业为主体(只有

200家企业),遍布全国各省 、市 、自治区(不包括

西藏)的各大 、中城市及部分大县城 ,现已发展变

化为国有 、民营 、个体与外资多种成分且以民营、

三资企业为主力军的大 、中 、小企业上万家 ,从业

人数达 150万人 ,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各地且由

城市转向周边县级市的乡镇农村 ,并且近几年来

在我国浙江的温州 、瑞安 ,福建的泉州 、晋江 ,广东

的东莞 、中山 ,山东半岛和上海的昆山以及辽宁的

营口与四川的资阳 、内江等地区 ,逐步形成胶鞋产

业的区域性聚集群产业链 ,胶鞋产品的年产量和

出口量占全国总量的 80%以上。

1.2 国外胶鞋行业发展的新趋势

众所周知 ,胶鞋作为制造业中传统加工产业 ,

从全球产业调整和国际产业转移趋势来看 ,按照

市场经济规律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理论 ,其

发展的轨迹总是向机会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

移与聚集 ,使各国的资源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

并在专业化生产和国际分工中受益 。世界制鞋业

曾于 20世纪 50 年代 ,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制鞋

发达国家的制鞋生产开始先后向日本 、韩国和我

国台湾省 、香港等东南亚地区转移 ,其中日本 、韩

国和我国的台湾省到 70年代已成为世界主要的

胶鞋生产和出口国家和地区;80 年代后继而向改

革开放的我国和东南亚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

行新一轮的大转移 ,到 20世纪初亚洲成为世界最

大的制鞋业生产基地 ,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制鞋

产品第一生产和出口大国 ,从而初步形成了胶鞋

产业链新的国际分工格局 。

从产业的价值增殖链“设计-制造-销售”的

角度分析 ,一般呈现出两头粗 、中间细的哑铃型结

构 ,即设计和销售两端会获得整个增值链条中较

高的附加价值 ,而中间生产段只能获得很低的价

值增值。而从目前世界胶鞋产业链新的国际分工

格局看 ,发达国家凭借制鞋的技术优势和品牌优

势 ,继续执掌世界制鞋技术发展的牛耳 ,仍处于胶

鞋产业链的高端与高附加值的中心市场地位 。像

美国的耐克 、锐步 、德国的阿迪达斯 ,日本的美津

浓 、阿西克斯等世界知名品牌的跨国大公司 ,均拥

有专门的研发技术中心和先进的实验室 ,运用人

体工效和生物力学等先进的理论与手段 ,进行运

动鞋系列产品的开发设计及鞋功能的测试与评

估 ,大力研发应用新材料 、新技术 、新工艺 、新设

备 ,不断推出高技术含量 、高附加值的新产品 ,竞

相引领世界运动鞋的新潮流;同时 ,他们还拥有跨

国经营推销网络 ,投巨资进行各种形式的产品品

牌广告宣传 ,控制和左右世界运动鞋的市场 ,而产

品的 80%在国外进行贴牌加工 ,获得的是哑铃型

高端的巨大效益 。相比之下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由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品牌创建能力不足 ,基

本处于世界胶鞋产业链低端的位置 。包括韩国 、

台湾曾是当年制鞋的佼佼者 ,但其长期为世界知

名品牌大公司做 OEM ,拥有的仅是生产中较高

的制造工艺技术 ,没有自己的知名品牌 ,因而在全

球化经济结构调整中很快衰落 ,其中许多制鞋业

主到我国和亚洲其他比较优势的地区投资建厂 ,

实际上仍是继续 OEM 成为世界知名品牌大公司

的加工厂;至于本土的出口定牌加工企业扮演的

角色则是国外大公司的“打工仔” 。这种“中国制

造”标识的定位是在整个产业增值链中间环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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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过程 ,获得的是很低的增值部分 ,甚至是很低

的加工费而已。

如前所述 ,尽管我国胶鞋行业也已经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 ,现已成为世界的生产和出口大国 ,并

且近两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正在步入新

型工业化可持续发展之路 ,企业愈来愈重视科技

进步 、产品开发 、自有品牌的培育和国内外营销网

络的建设 ,但就行业整体而言 ,基本处于世界胶鞋

产业链的低端 ,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知名品牌大公

司相比 ,还是与今后想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要求来看 ,我国胶鞋行业的差距都是显而易见的。

1.3 国内胶鞋行业存在的差距和问题

1.科研开发投入不够 ,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

能力不足 ,产业国际竞争力较低。全球产业结构

调整与国际分工收益大小主要取决于国际竞争

力 ,并始终以创新能力为竞争的焦点 。由于我国

制鞋企业科研和技改经费投入大都低于 3%的销

售额 ,与国外同类企业相差十几倍 ,对技术研发体

系和机构的硬软件建设及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影响

较大 ,国家级技术中心和实验室屈指可数 ,高素质

创新型的人才匮乏 ,真正拥有自主设计开发能力

的企业为数不多 ,导致新产品开发设计和“四新”

研发应用水平不高 。在“引进-消化-模仿-创

新”的发展进程中 ,产品开发还处在借鉴模仿为主

的阶段 ,全面转入创新阶段还有差距 ,甚至不少

中 、小企业采取“拿来主义”互相抄袭仿制 ,产品水

平相近 ,同质化竞争白炽化 ,使新产品投放市场不

久就卷入微利的价格大战;“四新”的应用滞后于

国外 ,加上知识产权制度不健全 ,创新成果难以得

到有效保护 ,造成自有核心技术薄弱 ,不仅影响产

品技术含量 、档次 、附加值的提高 ,还影响整体产

业水平的提升 ,形成了产品结构不合理 。行业调

查显示 ,各类产品综合平均 ,高档产品比例只占

5.9%,中档占 32.9%,低档占 61.2%,反映了我

国胶鞋产品以低档为主和产业发展处于低价位、

数量型增长的现状 ,其国际竞争力较低 。

2.品牌创建能力薄弱 ,缺乏世界级的中国名

牌。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快速发展 ,将

面临全球出现加工能力过剩 ,利润空间缩小 ,品牌

竞争激烈而带来新一轮国际竞争。名牌是市场竞

争中的“原子弹” ,据有关资料报导 ,发达国家品牌

数量占世界品牌总量的 90%,而名牌占品牌总量

比例虽然不到 3%,但却拥有 40%以上的市场 ,其

销售额竟占了全球销售额的 50%;而名牌是企业

产品过硬的质量和先进企业文化、经营理念等综

合素质的体现与长期积累的结晶 ,象耐克 、阿迪达

斯 、美津浓等世界名牌无不是以高质量 、高功能和

高文化品位的运动鞋 ,占据高端市场而著称于世

的。我国胶鞋企业除了有代表性的双星 、回力 、

3537和荣光 、环球等一批老与新的国内知名品牌

外 ,大多数中小企业在快速发展中低档次、数量型

的增长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 ,企业采用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采标率较低 ,企业民族自

有品牌的影响力还不够大 ,占据的只是国内外中

低档市场 。如我国胶鞋产品总量的 70%出口 ,但

企业出口产品(包括 “三资”企业百分之百做

OEM)90%为外商来样贴牌出口产品;海关胶鞋

产品进出口资料显示 ,同类运动鞋平均单价进口

国外品牌金额是我国出口金额的 2.5倍;耐克公

司进入世界企业 500强 ,而中国制造业传统产业

中无一挂名。从总的胶鞋产业来看 ,由于民族品

牌培育不足 ,至今缺乏一些世界级的中国名牌 ,还

没有形成与世界名牌抗衡的实力。

3.市场开拓能力差 ,走出去的经营战略有待

升级 。如前所述 ,我国的胶鞋企业规模小而散 ,社

会化 、专业化生产与管理水平和经营水平较低 ,除

少数大型龙头企业重视用信息化技术建立现代营

销网络外 ,大多数中小企业开拓市场仍圃于传统

营销手段 ,行业整体对国际市场的快速应变能力

较差 ,如产品开发的市场定位 、出口国家口岸的开

拓 ,尤其是面对 WTO 后配额时代到来遇到的国

外新筑起的技术 、安全环保和社会责任标准等非

关税壁垒认识不足 ,行动滞后 ,应对国外新的反倾

销预警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少数走出去的企业到

国外开拓市场也是以推销产品为主 ,与世界知名

跨国公司实行全球化采购和经营不可同一而论 ,

距真正能学会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打

入高端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上这些主要差

距和问题互相关联互为因果 ,是我国传统加工行

业中胶鞋产业发展的软肋 ,将直接制约胶鞋产业

发展的质量与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并将制约我国

胶鞋行业参与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中的实力与能

力 ,更无法满足今后走新型工业化可持续发展道

路对传统产业发展的要求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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