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 用 竞 争 情 报 提 升 企 业 核 心 竞 争 力 h t t p : / / w w w . x c s t i . c o m

1



1

●编者的话

许昌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是隶属于市科技局的财政全额供给事业单
位。为适应新时期科技信息工作的需要，更好地服务政府决策和企业发展，
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决定升级改版《许昌竞争情报快递》这一内部交流刊
物。该刊物立足许昌市现有工业基础，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6+3+3”发
展新态势，即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智能装备、新能源汽
车、节能环保 6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装备制造、食品、发制品 3 大优势主
导产业，建材、化工、轻纺 3大传统产业的运行咨询和发展态势，为市、
县两级四大班子领导、重点企业等提供最新的行业动态、财经数据、金融
要点等综合信息，为建设“智造之都宜居许昌”尽微薄之力。您对该刊物有什
么意见和建议，请及时与我们沟通联系，以便我们改进工作、不断提高刊
物质量，更好地服务于许昌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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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2022 年毛纺织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规模分析

毛纺织行业情况、毛纺织行业现状怎么样?信息技术在纺织行业设计、

生产、营销、物流等环节深入应用，将推动生产模式向柔性化、智能化、

精细化转变，由传统生产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纺织行业与信息技术、

互联网深度融合为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毛纺工业是纺织工业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以动物毛纤维及毛型纤维为

原料进行绒毛初级加工、毛条制造、毛纺纱、毛织造、毛染整及毛制成品

加工的制造行业。毛纺织品消费市场趋势为个性化、时尚化成为主流，发

挥毛纺织产品的天然、舒适等高品质特性，向多元化、轻奢化发展，满足

消费者对中高档产品的需求。

据中研产业研究院公布《毛纺织项目商业计划书(2022年版)》显示

毛纺织物的生产全年低位徘徊，累计产量 2.7亿米，同比跌幅为 41.3%。

与毛纺纱线相比，毛纺织物下降幅度巨大。主要是由于毛针织类产品受疫

情冲击较小，其生产和销售情况好于毛机织类产品，毛机织类产品由于以

正装、外套类为主，在疫情导致的新办公形式下，其销售受到较大冲击。

毛针织与机织类产品出口形势与生产形势相似，针织类产品好于机织

类产品，但毛针织产品出口的跌幅，明显不如国内毛针织产量的涨势;毛机

织产品出口的跌幅，也要大于国内总产量跌幅。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0 年毛纱线出口 2.54 万吨，同比下跌

24.6%，毛针织服装出口 8479万件，同比下跌 18.3%;毛织物出口 4914万米，

同比下滑 47.4%;毛机织服装出口 2472万件，同比下滑 37.3%。

2020 年，羊毛含量超过 50%的纱线的出口量为 1.7 万吨，同比跌幅

26.3%，占毛纱线出口比重 66%，减小 2%。羊毛衫出口 5187 万件，同比

跌幅 21.3%，占毛针织服装出口比重 61%，减小 2%。羊毛织物出口 2321
万米，同比跌幅 54.9%，占毛织物出口比重 47%，比重减小高达 8%。

羊绒产品出口形势好于羊毛类产品。但是受到羊绒价格上涨的影响，

出口总金额下滑较快。羊毛产品与羊绒产品出口量。2020年，羊绒纱线出

口 0.4万吨，同比下滑 6.8%，占毛纱线出口比重 16%，增加了 3%。羊绒

衫出口 2036件，同比下滑 10.9%，占毛针织服装比重 24%，增加了 2%。

2021 年上半年纺织业企业 18407 家，亏损企业 4130 家，同比减少

23.8%，亏损金额 88.3亿元，同比减少 21.7%。亏损面 22.4%，较上年同期

下降 7.8个百分点，整体亏损面下降。

近些年，受国际市场低迷、国内经济发展放缓、人工成本上涨过快、

http://www.chinairn.com/report/20211207/114347182.html?id=1817730&name=ZouJun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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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毛纺织行业利润水平呈下滑趋势。预计 2022年相

对有所好转，市场规模进一步上升至 76.1亿元。2021年，全球疫情与宏观

政策多变、政治格局影响持续存在，贸易全球化与自由化的趋势波动前进，

使行业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但依然取得不错的成绩。在 2022年，毛

纺行业依然将存在众多不确定性。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5.9%，2022
年经济增速将为 4.9%。由于国家财政支持力度、疫苗接种率的差异，发达

国家经济的恢复力度将好于发展中国家。毛纺的传统消费市场以主要发达

国家为主，预期毛纺消费的复苏态势将在 2022年延续。

毛纺织行业研究报告旨在从国家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入手，分析毛

纺织未来的政策走向和监管体制的发展趋势，挖掘毛纺织行业的市场潜力，

基于重点细分市场领域的深度研究，提供对产业规模、产业结构、区域结

构、市场竞争、产业盈利水平等多个角度市场变化的生动描绘，清晰发展

方向。

三季度毛纺行业运行缓速恢复，国际竞争力稳中提升

2022 年即将过去，毛纺行业在新冠疫情的第三年里，面临复杂严峻的

国内外经济与市场形势，以及多重超预期因素的挑战。行业生产与运行努

力克服疫情散发多发、消费需求的波动等不利因素影响，积极持续改善行

业态势。前三季度数据显示，毛纺行业整体生产运行继续呈现复苏增长，

行业利润维持现有水平，行业不断积极融入国内外市场双循环新发展，但

在销售流通等生产经营领域还存在一定困难，持续恢复面临风险挑战。

1、出口对毛纺生产仍有更大贡献作用，行业效益水平有所回落

2022 年至今，毛纺行业的加工生产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前三季度，

规模以上企业绒线产量同比增长 9.7%，毛织物产量同比增长 38.9%。

毛纺生产趋势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最重要的是市场的需求。毛纱线与

毛织物的生产趋势从 2016 年起逐步分化，在产量增速上表现出一定的逆相

关态势，反映出市场对毛纺产品需求的持续波动。

在市场需求上，出口市场的需求在 2022 年表现出更大的贡献作用。中

国海关数据显示 ，1~9 月，毛织物出口共计 5569 万米，同比增长 44%，羊

毛衫出口 4869 万件，同比增长 10.4%，增速分别与毛织物、毛纱线的产量

增速呈现同步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前三季度规模以上毛纺织及染

整精加工企业出口交货值增速达 20.1%，远高于毛纺企业营业收入水平增

速，也高于纺织行业出口交货值平均 9.8%的增速水平。

1~9 月，毛纺行业效益水平较上半年回落，规模以上毛纺织及染整精

http://www.chinairn.com/report/20211207/114347182.html?id=1817730&name=ZouJun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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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企业累计营业收入下滑 3.6%，毛利率 8.1%，利润率 2.6%。毛纺企业

的产销流通渠道较上半年未有明显好转，产成品周转率仍处于较低位，为

6.0 次/年，低于纺织行业 12.2 次/年的平均水平。

2、国内实体经济稳步恢复，纺织服装消费需求慢速回升

前三季度，我国 GDP 同比增长 3.0%，比上半年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

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2%，与 GDP 增长保持同步。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发展相关产业增速由负转正，增加值分别

同比增长 1.6%、2.6%和 2.8%，对行业的向好恢复起到促进作用。

1~9 月，限额以上单位服装鞋帽与针纺织品类商品零售总额 9273 亿元，

同比跌幅 4%，同期穿类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4.7%。下半年以来，国内

纺织服装需求低位调整，处于缓速爬升区间，落后于社会消费需求的总体

趋势，对毛纺行业的恢复发展拉动作用有待进一步释放。

3、全球毛纺消费需求仍居高位，梭织服装较快恢复

受到高通胀影响，主要毛纺消费市场的社会消费零售额增速回落，美

国 9月零售消费额同比基本持平，欧盟区 8 月零售消费额同比下跌 2.6%。

随着毛纺产品消费旺季的到来，今年主要市场的毛纺消费未受到社会总体

零售趋势的太大影响。1~9 月，日本进口毛纺产品合计 1204 亿日元，约合

8亿美元，同比增长 21.5%，增速较上半年增加 4.6 个百分点。1~8 月，美

国进口毛纺产品 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1~7 月，欧盟从区外进口毛纺

产品金额 24亿欧元，同比增长 44.8%，均保持了快速的增长。

欧、美、日市场上，毛梭织服装都表现出了快速增长，进口金额增速

分别达到 36%、68%和 23%，梭织类产品的市场需求明显恢复。

4、中国毛纺竞争力提升，产品附加值有提升空间

中国毛纺产品巩固着对全球毛纺消费市场的重要性。2022 年以来，毛

纺行业紧跟全球消费市场形势，在主要市场的市场份额均有进一步提升。

根据最新数据，中国毛纺产品分别占毛纺产品 1~7 月欧盟区外进口金额、

1~8 月美国进口金额和 1~9 月日本进口金额的 35%、29%和 40%，分别较上

半年增加了 2 个百分点、8 个百分点和 2 个百分点。

各类毛纺产品的进出口价差仍然较大，行业的附加值有待进一步提升。

目前，国内针织纱线类产品的附加值水平好于梭织类产品。以两类产品在

欧盟市场情况为例，1~7 月，欧盟毛纱线进口平均单价为 1.6 万欧元/吨，

其中中国进口的毛纱线平均单价为 2.5 万欧元/吨，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同

期，欧盟进口毛织物平均单价 3.2 万欧元/吨，其中中国进口的毛织物平均

单价为 2.3 万欧元/吨，低于平均进口价格水平。

进入四季度，毛纺市场消费将进入旺季，各项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

续政策措施落地显效，但也要看到，受疫情散发多发、市场需求恢复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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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弱、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等因素影响，毛纺企业生产经营依然面临较多困

难。毛纺行业仍需积极挖掘各类产品、各级消费市场对毛纺产品的需求空

间，构建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市场格局，从而寻求更大机遇

和挑战。

●行业报告

广安市前锋区轻纺产业发展对策浅析与借鉴

近年来，前锋区始终把轻工服装产业作为工业主导产业之一，以轻纺

产业园区为载体，在优化营商环境招引企业、完善基础配套强化服务、建

立渠道助推发展等方面着力，积极承接沿海地区及成渝两地轻纺产业转移，

全区产业加速集聚壮大。

一、基本情况

（一）规模不断扩大，实力逐步提升。按照“一城三园”布局，加快

服装、智能家居、鞋业“三大产业园”建设。目前轻纺产业园累计建成面

积 2.8 平方公里；共有轻工服装企业 58户，其中规上工业企业 41户，实

现产值 105.2亿元，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 44.8%，轻纺产业园规模逐年壮

大，为打造“西部轻工城”，有序承接广成都重庆等大城市智能家居、鞋业、

服装的产业转移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设施不断完善，企业逐步投产。目前完成“五纵四横”道路骨

架网络，完成鑫鸿大道、二横路、八横路等 3条主干道路美化工程。建成

标准厂房 25万平方米，孵化中心 20万平方米厂房建成投用，中水回用管

网、蒸汽管网、雨污分流管网“三网”建设加快推进，有力促进了项目落地

建设。极太服饰、渝强塑业、惠尔斯纸品等项目相继建成投产；投资 10亿
元的艾民儿制鞋项目，将带动投资 65亿元的鞋业产业孵化园及其配套项目

加快建设。

（三）链条不断延伸，门类逐步扩展。围绕重庆智能家居、成都制鞋、

闽粤轻纺服装等产业，与成渝、广东等地商（协）会建立了市场化招商合

作，成功签约引进豪迈家居、CIC服装生产及洗水等项目 27个，协议资金

42亿元，原料加工、印染、家纺、家居、污水处理等企业相继落户。轻纺

服装产业由单一领域向多元化领域发展，向轻纺织服装深加工产业链后端

延伸。

（四）管理不断创新，后劲逐步增强。围绕前锋加快构建“121”现代

工业体系，优先发展轻工服装主导产业的思路，创新“商协会指导引领＋专

业团队运营管理”运营模式，与四川省家具进出口商会、四川鞋业进出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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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开展务实合作，引进广渝置业公司、广州汇融通公司等龙头企业，负责

智能家居、鞋业、轻纺服装产业园的项目招引、产业孵化、运营管理。同

时，推行“管委会＋公司”园区开发运营模式，依托前锋发展投资公司，分

别成立智能家居产业公司、鞋业产业公司、轻纺服装产业公司，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管委会用公司化的管理理念，市场化的运作机制，专业化的服

务水准，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服务。

二、困难及问题

(一）专项规划编制滞后，布局不够合理。专项规划目前处于前期设计

论证阶段，设计单位招标已经结束，编制尚未实质性启动，导致目前招引

入园企业，布局散、乱，不利于整体规划和资源整合，缺乏有序性和规范

性，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二）要素保障存在短板，建设进度缓慢。一是用地指标紧张，土地

要素瓶颈依然存在，今年引进智能家居产业项目 27个，需土地 1480亩，

仅供地 735亩；二是蒸汽管网、尾水管网、中水回用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

尚未完工；三是水电气价格较经开区同类企业偏高，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加

大；四是企业招工用工难。虽然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企业依然存在工人

熟练程度不高、用工数量不足等问题，目前全区轻纺企业用工存在约 2000
余人差口。

（三）融资瓶颈依然存在，资金十分短缺。由于轻纺企业多为轻资产

型企业，大多数由区政府代建厂房，企业规模小，效益差，可供抵押资产

较少，金融机构放贷意愿不强，审贷门槛高，很难获得银行贷款，部分企

业被迫采用民间借贷的方式融资，导致融资风险增高，成本剧增，企业发

展举步维艰，缺乏竞争力和活力。

（四）重点项目建设缓慢，产业集群落后。一是盈峰、新九龙 2个印

染项目主体尚未完工，民康印染项目尚未开工建设；二是制鞋产业园 10万
平方米制鞋孵化厂房建设进度缓慢，时建时停；三是智能家居产业园目前

招引企业 36户，落地建设仅天宇方、洪鸿木业、宇颖木创等 3户企业。致

使部分业主难以入住，影响产业的集聚。

（五）生产企业出口下降，形势不容乐观。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福

辉、华镪等出口型轻纺企业订单总量下降，虽然采取了扩大金融供给、开

展供应链贸易服务及政策奖补等应对措施，但企业经营压力依然巨大。

三、对策及建议

（一）加快编制专项规划，确保项目规范建设。建议区政府相关职能

部门，深入分析我区资源环境、市场价格、税收税制、土地、劳动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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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物流等因素和市场需求变化，进一步明确轻工纺织服装产业的分工布

局、产业结构和发展目标，科学编制专项规划。督促设计单位根据前锋实

际按照合同约定期限按期提交设计成果，确保招引企业按照设计规划有序

入园，整合资源，科学利用。

（二）加强完善要素保障，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一是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加强向省市主管局的汇报和工作衔接，力争早日解决轻工服装园区用地

指标，保证招引企业能够及时供地；二是积极筹措资金，保障蒸汽管网、

尾水管网、中水回用管网等基础设施加快建设进度，确保入园企业正式投

产时能够使用；三是政府要加大力度协调国网、爱众等水电气保障企业，

确保前锋区轻工服装企业水电气价格不高于经开区同类企业水电气价格，

实现企业公平竞争；四是要及时足额兑现招工推荐奖励，调动企业工人积

极性，稳定用工队伍。

（三）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增强企业发展竞争力。一是区政府要积极

督促金融机构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在全国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拿

出支持前锋中小企业的实际举措；二是整合利用好应急转贷资金、惠鑫小

贷公司资金，开展供应链贸易服务，合理确定供应链贸易服务资金利率；

三是及时足额兑现政府出台的奖励扶持政策资金，提振企业生产信心。

（四）加快推进重点项目，承接产业有序转移。加大督促力度，倒排

工期，积极推进 10个已签约项目开工建设和豪迈家居等 4个项目竣工投产。

加快推进 10万平方米制鞋孵化厂房建设，突出产业招商，抢抓成都、重庆

纺织产业向外转移的机遇，依法依规，科学有序承接成都、重庆制鞋和重

庆家居产业转移，形成产业集群、集聚发展。

（五）完善产业扶持政策，帮助外贸企业渡难关。全面落实区级领导

帮扶企业制度，定期不定期召开形势分析会，梳理统计受中美贸易摩擦直

接影响的轻纺企业有关情况，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对受中美贸易直接

影响的企业，给予企业产业扶持资金补贴，缓解企业经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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