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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并没有如人们预期中那样被完全取消。尽管配额已经开

始由从前的配额管理分配时代进入即将来临的招标时代，然

而配额问题依旧成为纺织企业最头疼的问题。而活跃在进出

口两地的灰色货代，也依然在配额取消之前进行最后的疯狂

。 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 纺织品出口配额

招标尚未正式开始，但是9月底，国家商务部已经下发了《纺

织品出口许可数量招标实施细则》。《细则》规定，2006年

的部分纺织品出口许可数量（配额）将实施招标制，商务部

招标委员会将对所有投标企业的投标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列

，按照排序先后累计投标企业的投标数量，确定中标企业。

中标企业的中标价格将为其投标价格，中标企业的中标数量

为其投标数量。 虽然现在还无从考证具体的中标结果，但很

显然，有可能终结长期以来部分企业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的出

口配额，而不得不向灰色货代们高价购买“配额”的日子。

2005年国庆大假，记者偶遇一位长期从事纺织业出口的“灰

色货代”，在百般打探之后，终于从其口中获得纺织行业出

口内幕。 配额倒卖 灰色货代刘华（化名）毫无疑问是个很谨

慎的人，对于记者报出的纺织行业入行者身份确认半天，才

肯慢慢道来其中端倪。 “以前纺织品行业的出口都是由商务

部进行统一管理分配的，这就肯定导致在配额分配上出现偏

差。于是，关系到位配额多的企业，完全可以将多余配额卖

给一些配额不足的企业。” 刘华告诉记者，通常配额黑市价



都要比国家的配额价高三四倍，比如袜子，假如国家的配额

价是每打1美元的话，黑市价就会导致这些公司每出口一打袜

子，多付2到3美元的价格。“这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是

一笔付得十分不甘心的费用。但是没办法，谁让你没有配额

呢？”刘称，每年很多企业都要为此多付出几十万甚至几百

万美元的代价。 “其实，商务部每年除了会将大部分配额分

配给各省市的大纺织品出口单位，也会公开拍卖一些美国和

欧盟等国的限制配额。跟这次的《细则》中规定的招标拍卖

一样。当然，由于僧多粥少，所以拍卖到配额的单位经过这

轮拍卖，价格其实跟黑市价也差不太多了。比如我国出口美

国的出口量最大的品种之一棉制针织衬衫，一般配额价是每

打40美元。而这个拍到的配额往往也并不一定就是需要的企

业拍到的，所以，如果拍到的企业再把这个配额拿去炒卖，

那么价格很容易就升到每打五六十美元。” 刘告诉记者，一

个集装箱按4000件打算的话，那么一个集装箱的衬衫光购买

配额就要二三十万美元。“当然，这是针对无法拿到分配的

低价配额的企业，那些有配额的企业其实是不用发愁的。这

样一来，就造成了很多企业对配额头痛不已：没有配额，你

就根本没办法出口；有配额，但是成本却上来了，利润同样

很薄。” 刘华告诉记者，美国、欧盟等国长期以来，一直与

中国都存在纺织品贸易纠纷。“中国纺织品价廉是公认的了

，再加上众所周知的原因，所以这些国家长期对中国纺织品

的出口进行设限，这也是配额紧张并且最终被倒炒的最根本

原因。” “当然，如果只是这样简单的倒炒配额，其实也就

不存在货代一行了。但是，纺织品的出口是有很多漏洞可钻

的，所以货代也就应运而生了。” 灰色货代 刘华告诉记者，



“货代百分百是个暴利行业，但是具体的很多细节其实也是

一言难蔽之的。” 刘华称，货代的方法简单而且操作极易可

行。“即第三方中转的方法。我们国家现在的纺织品出口环

境其实有点奇怪，美国、欧盟等国对我国出口拼命设限，按

说加入WTO后，美国欧盟这些国家就应该完全取消对中国的

出口配额限制了，但是中国的情况却是要到2008年才完全取

消出口配额。反过来，我国对孟加拉、菲律宾、马来西亚、

缅甸等国家地区，却没有纺织品出口配额限制。而这些国家

因为本国经济环境问题，对美国欧盟等国的出口配额远没有

中国这样紧张。所以，这就导致第三方中转的方法出炉。” 

刘华告诉记者，“其实第三方中转也是在倒卖配额，只是倒

卖的是第三方国家地区的配额而已。比如孟加拉出口到美国

的配额证成本可能是每打几美元，然后一个集装箱可能要几

万美元，那么再多转几次手，可能炒到十万美元左右，那么

相比中国的一个集装箱二三十万美元，是不是还是要便宜很

多？所以，现在沿海大概有60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