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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重污染行业来说，其生产过程会同时产生废

水、废气和固体废物，且排放规模较大。当企业通过

专项技术或设备的投入减少其中单一污染物时，有可

能会挤出其他类型污染减排的研发投入，使其他类型

污染物导致的环境污染加剧。

（2）建立健全纺织业环境污染评价跟踪机制。

2020 年和 2021 年增强纺织业环境规则、提高环境治

理投资效率 13%，使全国层面纺织行业环境污染加重

了 3.51% 和 3.92%。提高环境治理投入水平未能有效

降低污染规模的症结在于环境治理低效率。一方面，

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执行中未实现环境治理高投入与

高产出，环保设备主要用来应对检查；另一方面，地

方政府未建立起有效的环境污染评价机制。对于具有

高污染特征的纺织行业，应建立健全环境监测系统，

及时规范环境违法行为等。

（3）强化纺织业能效标准引领绿色低碳发展。

2020 年和 2021 年纺织业能源消耗降低 15%，使得纺

织业环境污染分别减少 9.20% 和 9.34%，同时纺织经

济增长减缓 0.67% 和 0.65%。需以充分考虑纺织业发

展状况为前提，抓住纺织业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明

确纺织业的能效标准，从而优化能源结构，促进纺织

业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高，推进纺织业全方位节能降

碳。以纺织业能效标准为引领，便于更具针对性、系

统性地开展节能改造，引领整个行业向绿色低碳发展

模式全面转型。

（4）构建全球纺织绿色产业发展的新格局。2020

年和 2021 年纺织业外商直接投资提高 5%，使全国

层面纺织行业环境污染加重了 0.24% 和 0.27%。纺织

业环境污染随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而加剧，这一结

论也成为“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纺织业的客观证

据。随着纺织强国目标的实现，我国纺织业已逐渐向

绿色低碳发展模式转型。面向联合国 2035 年可持续

发展目标和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中国有责

任也有能力联合世界范围内纺织业大国共同建立起纺

织绿色发展联盟，共同构建全球纺织绿色产业发展新 
格局。

3.4.2 中国纺织业环境污染减排的差异化路径

（1）东北和北部沿海经济区都应提高外商直接投

资，在促进纺织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纺织业资源能源

利用效率。2020 年和 2021 年，东北经济区纺织业环

境治理投资效率提高 13%，环境污染分别加重 5.73%
和 5.93%；外商直接投资提高 5%，使纺织业环境污

染分别降低 0.46% 和 0.27%；降低纺织业能源消耗

15%，环境污染分别降低 11.04% 和 12.79%，但同时

纺织经济增长分别降低了 0.66% 和 0.64%。基于这一

现实情况，东北经济区在促进纺织业污染减排上需加

大外商直接投资力度，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能源利

用效率。

（2）北部沿海经济区应加大力度推进纺织业资

源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以及提高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2020 年和 2021 年，北部沿海经济区纺织业外商直接

投资提高 5%，使纺织业环境污染分别降低 0.41% 和

0.81%；降低纺织业能源消耗 15%，环境污染分别降

低 7.01% 和 8.14%，同时纺织经济分别增长 0.24% 和

0.29%。因而，北部沿海经济区的纺织企业可以充分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以降低纺织业

生产中的资源能源消耗。

（3）东部沿海经济区可通过采用先进技术设备、

持续优化能源结构、管理创新等方式等提高纺织业能

源利用效率。2020 年和 2021 年，东部沿海经济区增

强环境规则、提高环境治理投资效率 13%，外商直

接投资提高 5%，分别使纺织业环境污染程度有所增

加；但是降低能源消耗 15%，使纺织业环境污染分别

降低了 7.6% 和 8.29%，同时纺织经济分别增长 0.91%
和 0.87%。东部沿海经济区虽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

争力和先进特色的纺织企业，但能源结构矛盾仍然存

在，纺织企业需借力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源消耗。

（4）南部沿海经济区应通过加大纺织行业环境治

理投资力度，优化能源消耗结构等方式促进纺织业

污染减排。2020 年和 2021 年，南部沿海经济区增强

环境规则、提高环境治理投资效率 13%，外商直接

投资提高 5%，纺织业环境污染加剧。虽然降低能源

消耗 15%，使纺织业环境污染分别降低了 10.37% 和

11.29%，但同时也使纺织经济增长水平降低了 4.02%
和 3.95%。南部沿海经济区纺织产业集中度较高，以

承接国外生产加工环节为主，因此，需由“产能扩

张”模式向“价值增长”模式转变，加速优化转型升

级步伐。

（5）黄河中游经济区应在加大纺织业节能减排政

策的同时，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提高纺织业能源利

用效率。2020 年和 2021 年，黄河中游经济区提高环

境治理投资效率 13%，使纺织业环境污染分别降低了

1.13% 和 0.76%；外商直接投资提高 5%，使纺织业

环境污染分别降低了 0.75% 和 0.58%；降低能源消耗

15%，使纺织业环境污染分别降低了 8.05% 和 8.51%，

但同时使纺织经济增长降低了 2.17% 和 2.23%，需要

在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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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长江中游经济区应加强纺织业环境治理投入

力度，控制纺织业污染物排放，形成绿色生态纺织产

业集群。2020 年和 2021 年，长江中游经济区提高环

境治理投资效率 13%，使纺织业环境污染均降低了

0.06；外商直接投资提高 5%，使纺织业环境污染均提

高了 0.94%。长江中游经济区纺织印染行业是我国发

展最早、最具国际竞争优势的行业，但同时环境危害

严重，这也是导致长江中游经济区成为重点承接地的

主要原因。因此，长江中游经济区应提高纺织印染废

水的处理率以及物料的再利用率，严格核定并控制水

污染排放。

（7）大西南经济区应提升纺织业技术水平，通过

推动绿色生产方式的实施加快推进绿色制造、加强环

境保护。2020 年和 2021 年，大西南经济区增强环境

规则、提高环境治理投资效率 13%，使纺织业环境污

染分别增加 7.05% 和 7.23%；外商直接投资提高 5%，

使纺织业环境污染分别提高了 1.39% 和 1.41%；降低

能源消耗 15%，使纺织业环境污染均降低了 6.12%，

但使纺织经济增长均下降了 0.79%。大西南经济区具

有较强的劳动力资源优势，需通过研发创新提高纺织

产品附加值，推进绿色制造。

（8）大西北经济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

区域，有着较好的纺织经济发展基础，亟须推进纺织

业转型升级。2020 年和 2021 年，大西北经济区增强

环境规制 13%，使纺织业环境污染分别降低 0.53% 和

0.21%；外商直接投资提高 5%，使纺织业环境污染降

低 0.34% 和 0.31%；降低能源消耗 15%，使纺织业环

境污染分别降低 9.12% 和 9.24%，同时使纺织经济分

别增长 0.03%。因此，纺织业亟须加大外商直接投资

力度，增强纺织经济发展动能，多措并举协同推进纺

织业转型升级。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的改进拉开档次法考察

1998—2021年我国纺织业环境污染状况，运用 Dagum
基尼系数进行纺织业环境污染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

联立方程回归构建纺织业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联

系统进行情景分析，研究提出纺织业污染减排的一般

路径及差异化路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1998—2021 年，长江中游、东部沿海、南部

沿海和北部沿海经济区纺织业环境污染指数高于全国

均值，大西南、大西北、黄河中游和东北经济区纺织

业环境污染指数较全国均值偏低；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国层面上，纺织业环境污染指数比党的十八大之前

略有降低。区域层面上，长江中游、南部沿海、黄河

中游、大西北以及大西南经济区纺织业环境污染指数

略有上升，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东北经济区环境污

染指数均略有降低。

（2）观测期内八大综合经济区纺织业环境污染空

间非均衡性显著，且呈波动下降的态势，总体基尼系

数均值从 1998 年的 0.458 下降到 2021 年的 0.323，年

均下降 1.30%。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区域

间差异最大，其次是大西南和大西北经济区间的差

异，长江中游与大西北经济区、黄河中游与大西南经

济区、大西南与大西北经济区的基尼系数较低。区域

间差异是我国纺织业环境污染指数空间差异的主要

来源。

（3）纺织业环境治理投资绩效的提高有效地促进

了纺织业环境污染减排；降低纺织业能源消耗总量是

推进纺织业污染减排的关键路径，但要以不影响纺织

经济增长为前提；纺织业污染排放随外商直接投资的

增加而降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示范

和模仿效应等直接途径，以及资源流动、竞争机制等

间接途径促进了经济区纺织业污染减排。

（4）中国纺织业环境污染减排的一般路径为：加

强纺织行业专项环境污染规制的执行力度；建立健全

纺织行业环境污染评价跟踪机制；构建全球纺织绿

色产业发展的新格局；强化纺织业能效标准引领绿

色低碳发展。差异化路径为：东北、北部沿海和黄河

中游经济区应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东部沿海、大西南经济区可采用先进技术设

备、持续优化能源结构、管理创新等方式提高纺织业

能源利用效率；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经济区应优化

能源消耗结构；大西北经济区亟须推进纺织业转型 
升级。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得到以下四点启示：

一是考虑到目前我国不同区域纺织业环境治理的

空间非均衡性显著，亟须强化目标协同、多污染物控

制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提升纺织业环境治理

的系统性。二是考虑到区域间差异是我国纺织业环境

污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需重点关注纺织资源的区

域间优化配置以及制定差异化的环境治理标准。三是

考虑到提升环境治理投资绩效能够以不影响纺织经济

增长为前提促进污染减排，全国重点纺织集群积极开

展纺织企业绩效升级工作，政府部门发挥牵头抓总作

用，不断提升环境治理投资绩效。四是考虑到受资源

分布和能源结构等因素影响，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在空

间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聚类特征和区域差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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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区纺织企业需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以点带

面，促进不同区域之间的供需关联，提高资源能源配

置效率，全面推进纺织业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与融合发

展，向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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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athway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s Textile Industry

ZHENG Yuwen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048, China)

Abstract: As a pillar industry of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s crucial for the 
comprehensiv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green and low-carb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ttern. In this paper, the improved factor analysis method and 
Dagum Gini coefficient were uesd to examine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tatu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China’s textile industry, the simultaneous 
equation regression was used for conducting scenario analysis of textile industry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exploring emission reduction path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rom 1998 to 2021,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dex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at the national level slightly decrease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among the eight comprehensive economic zones, but the overall Gini 
coefficient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At the national level,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trengthen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increas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d not effectively promoted pollution reduction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Policies of reducing 
energy consumption had effectively promoted pollution reduction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but they had also affected the growth of the textile economy 
to a certain extent. Based on this, a general path for pollution reduction in China’s textile industry was proposed. From the averag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dex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various economic zones,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had the highest value, 
while the rest were ranked from high to low in the eastern coastal economic zone, southern coastal economic zone, northern coastal economic zone, 
southwestern economic zone, northwestern economic zone,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Economic Zone, and northeast economic zone. 
Based on this, a differentiated path for pollution reduction in China’s textile industry was proposed.
Keyword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extile industry; regional differences; emission reduction path; simultaneous equation regre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