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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月关注 

一、服装业一批强制标准废止、调整 

按照国务院《深化标准化改革工作方案》和国务院办公厅《强制性标准整合

精简工作方案》有关要求，工信部对工业和通信业强制性行业标准开展了全面清

理。经过评估和逐项评审，工信部提出了整合精简结论，并已经国务院标准化协

调推进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 

近日，按照国务院《深化标准化改革工作方案》和国务院办公厅《强制性标

准整合精简工作方案》有关要求，工信部对工业和通信业强制性行业标准开展了

全面清理。 

依据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结论的通知》(国标委

综合函[2017]4 号)要求，工信部决定废止《吊艇杆》等 150项强制性行业标准，

其中服装行业 1项，即《压力容器类产品图样标注的规定》。 

二、2017 年四面楚歌，服装企业将何去何从 

2017 年开年以来，服装原料仍旧居高不下，无数服装企业在“涨价”的风

口浪尖受着冲击，原料价格堪比股市，一天一个价，让服装老板们个个心惊肉跳。 

可是服装企业碰到的“糟心事”又岂止“原料上涨”这一桩！在经历过去年

残酷的环保风暴后，浙江、广东等地元气大伤。这两天，服装人的朋友圈又充斥

着环保整治的消息，第三批中央环保督查工作全面启动，浙江嘉兴开展喷水织机

整治提升专项行动，年内要淘汰 10000台喷水织机等等，这些消息再次让搅得行

业人心惶惶。 

服装行业因为是多年来的传统产业，因而很多人视之为“老鸟”、“坏鸟”，

经常躺着都会中枪。但其实，服装行业的生命力往往被人忽视，或者说熟视无睹，

很多理念很先进、从不愁订单、日子很滋润的服装企业，它们技改舍得砸钱，有

志于把工厂做到世界一流。可以说，全国服装业的生命力非常强健，甚至在某种

程度上还在引领其他行业的智能制造理念和实践，所以，服装产业是一个常做常

新的产业，它只是需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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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赞比亚服装业正经历繁荣重启 

赞比亚服装产业是继铜矿开采业和农业之后的赞比亚主要经济支柱产业之

一，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该产业自二十多年前经济自由化以来的表现一直低

于预期。 

但毫无疑问，服装业在对赞比亚国内生产总值(GDP)作出巨大贡献和创造大

量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方面存在巨大潜力。 

在 2016 年的皮革和服装博览会上，赞比亚政府也表示，皮革和服装业具有

很高的增长潜力，可以大大有助于该国的增长和财富创造。 

赞比亚服装服装业如今正面临来自进口廉价服装以及通常被称为“salaula”

的非常便宜的二手服装的激烈竞争。 

中非贸易研究中心分析，赞比亚服装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巨大的潜

力在其价值链的所有环节促进就业和财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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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宏观经济 

一、本月宏观经济运行及影响 

（一）全国制造业经理采购指数 

1.2017 年 3月全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2017 年 3月份，全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1.8%，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制造业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图表1：全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经季节调整 

 
数据来源：全国政府网 银联信 

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为 53.3%，与上月持平，继续保持平稳扩张；

中型企业 PMI 为 50.4%，低于上月 0.1 个百分点，延续扩张态势；小型企业 PMI

为 48.6%，比上月上升 2.2个百分点，收缩幅度明显收窄。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 PMI的 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

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高于临界点，从业人员指数位于临界点，原材料库存指

数低于临界点。 

生产指数为 54.2%，比上月上升 0.5个百分点，位于扩张区间，表明制造业

生产增速继续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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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订单指数为 53.3%，高于上月 0.3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之上，表明制造

业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从业人员指数为 50.0%，比上月上升 0.3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表明制造

业企业用工量与上月相比变化不大。 

原材料库存指数为 48.3%，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继续低于临界点，表

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继续下降。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 50.3%，虽比上月回落 0.2个百分点，但仍高于临界

点，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略有加快。 

2.2017 年 3月全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2017 年 3月份，全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5.1%，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

分点，升至近三年的高点，非制造业扩张步伐进一步加快。 

图表2：全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经季节调整） 

 
数据来源：全国政府网 银联信 

分行业看，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2%，比上月上升 1.0个百分点，服务

业继续稳中有进。其中零售业、航空运输业、邮政业、互联网及软件信息技术服

务、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保险业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 55.0%以

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业务总量增长较快。道路运输业、餐饮业、房地产业、居民

服务及修理业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临界点以下，业务总量有所回落。建筑业

商务活动指数为 60.5%，高于上月 0.4个百分点，扩张速度有所加快。 

新订单指数为 51.9%，比上月上升 0.7个百分点，持续位于扩张区间，表明

非制造业市场需求增速加快。分行业看，服务业新订单指数为 51.7%，比上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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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1.2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之上。建筑业新订单指数为 53.3%，虽比上月回落

1.5个百分点，但仍高于临界点。 

投入品价格指数为 52.3%，低于上月 1.4个百分点，仍位于临界点之上，表

明非制造业企业用于生产运营的投入品价格总体水平涨幅继续收窄。分行业看，

服务业投入品价格指数为 51.0%，比上月回落 1.2 个百分点。建筑业投入品价格

指数为 59.8%，比上月回落 1.8个百分点。 

销售价格指数为 49.7%，比上月下降 1.7个百分点，落至临界点之下，表明

非制造业销售价格总体水平有所下降。分行业看，服务业销售价格指数为 48.9%，

比上月下降 2.2个百分点。建筑业销售价格指数为 54.3%，比上月上升 1.0 个百

分点。 

从业人员指数为 49.1%，比上月下降 0.6个百分点，持续低于临界点，表明

非制造业从业人员数量继续减少。分行业看，服务业从业人员指数为 48.8%，比

上月回升 0.4个百分点。建筑业从业人员指数为 50.8%，比上月回落 6.3 个百分

点。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61.3%，虽比上月回落 1.1个百分点，但仍处于高位景

气区间。 

（二）工业生产者价格变动情况 

2017 年 3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7.6%，环比上涨 0.6%。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10.0%，环比上涨 0.5%。一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同比上涨 7.4%，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9.4%。 

图表3：2017年3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跌幅走势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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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银联信 

图表4：2017年3月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涨跌幅走势 

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银联信 

1.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变动情况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10.1%，影响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7.4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上涨 33.7%，原材料工

业价格上涨 14.9%，加工工业价格上涨 6.5%。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0.7%，影

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0.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0.7%，

衣着价格上涨 1.3%，一般日用品价格上涨 1.4%，耐用消费品价格下降 0.4%。工

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同比上涨 21.4%，燃料动力类价格上

涨 18.7%，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上涨 17.1%，化工原料类价格上涨 10.3%。 

据测算，在 3 月份 7.6%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同比涨幅中，去年价

格变动的翘尾因素约为 5.8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约为 1.8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同比上涨 21.8%，燃料动力类

价格上涨 19.0%，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上涨 16.1%，化工原料类价格上涨

10.0%。 

2.工业生产者价格环比变动情况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价格环比上涨 0.5%，影响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0.3 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上涨 0.6%，原材料工

业价格上涨 0.3%，加工工业价格上涨 0.5%。生活资料价格环比持平（涨跌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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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下同）。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0.2%，衣着价格持平，一般日用品和耐用消

费品价格均上涨 0.1%。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环比上涨 1.9%，有色金属材

料及电线类价格上涨 0.6%，化工原料类价格上涨 0.5%，燃料动力类价格上涨

0.3%。 

（三）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 

2017 年 3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0.9%。其中，城市上涨

1.0%，农村上涨 0.6%；食品价格下降 4.4%，非食品价格上涨 2.3%；消费品价格

下降 0.1%，服务价格上涨 2.7%。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

上涨 1.4%。 

3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环比下降 0.3%。其中，城市下降 0.3%，

农村下降0.4%；食品价格下降 1.9%，非食品价格上涨 0.1%；消费品价格下降 0.5%，

服务价格上涨 0.1%。 

图表5：2017年3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幅 

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银联信 

1.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变动情况 

3 月份，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下降 2.4%，影响 CPI 下降约 0.74 个百分点。其

中，鲜菜价格下降 27.9%，影响 CPI下降约 0.95 个百分点；蛋价格下降 11.8%，

影响 CPI 下降约 0.07 个百分点；畜肉类价格下降 1.3%，影响 CPI 下降约 0.06

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下降 3.2%，影响 CPI下降约 0.09个百分点）；水产品价格

上涨 4.8%，影响 CPI 上涨约 0.09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上涨 3.0%，影响 CPI 上涨

约 0.05 个百分点；粮食价格上涨 1.4%，影响 CPI 上涨约 0.0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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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均有所上涨。其中，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

务、居住、教育文化和娱乐、交通和通信、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5.3%、2.9%、2.4%、2.3%、2.0%、1.3%和 0.7%。 

据测算，在 3 月份 0.9%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上涨

的翘尾因素约为 0.4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约为 0.5个百分点。 

2.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环比变动情况 

3月份，食品烟酒价格环比下降 1.3%，影响 CPI环比下降约 0.39个百分点。

其中，鲜菜价格下降 7.9%，影响 CPI下降约 0.21 个百分点；蛋价格下降 4.0%，

影响 CPI 下降约 0.02 个百分点；畜肉类价格下降 2.5%，影响 CPI 下降约 0.12

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下降 3.5%，影响 CPI下降约 0.10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下

降 1.2%，影响 CPI下降约 0.02个百分点；水产品价格下降 0.3%，影响 CPI 下降

约 0.01 个百分点。 

3月份，其他七大类价格环比三涨两降两平。其中，衣着、医疗保健、居住

价格分别上涨 0.6%、0.5%、0.2%；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分别下降

0.4%、0.2%；生活用品及服务、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持平。 

（四）进出口情况分析 

据海关统计，2017 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6.2万亿元人民币。

其中出口 3.33 万亿元，增长 14.8%；进口 2.87 万亿元，增长 31.1%；贸易顺差

4549.4亿元，收窄 35.7%。 

从出口来看，机电产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仍为我国出口主力。一季度，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 1.93 万亿元，增长 15.1%，占我国出口总值的 58.1%。其中，

手机出口增长 21.1%，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出口增长 12.5%。同期，传统劳动密集

型产品合计出口 6547 亿元，增长 10.5%，占出口总值的 19.7%。 

进口方面，铁矿砂、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量价齐升。一季度，我国进口铁矿

砂 2.71 亿吨，增加 12.2%；原油 1.05 亿吨，增加 15%；大豆 1952 万吨，增加

20%；天然气 1503万吨，增加 4.3%。同期，进口价格总体上涨 13.5%，例如铁矿

砂进口均价上涨 80.5%，原油上涨 64.7%，成品油上涨 47%。 

二、财政货币政策 

（一）财政政策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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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912 亿元，同比增长 12.2%。其中，中央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892 亿元，同比增长 11.1%[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

入 8020 亿元，同比增长 12.8%。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9961 亿元，

同比增长 9.6%。 

1-3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4366 亿元，同比增长 14.1%。其中，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159亿元，同比增长 17.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

入 24207 亿元，同比增长 11.7%。中央收入增幅高于地方 5.4个百分点，主要是

属于中央收入的进口环节税收保持快速增长，拉动同期中央收入增幅提高约 7

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37793亿元，同比增长 14.7%；

非税收入 6573亿元，同比增长 10.6%。 

一季度财政收入较快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价格上涨因素。

2017年以来，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和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带动

以现价计算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二是经济企稳向好因素。受价格回升等带动，

企业生产趋于活跃、利润明显增加、投资信心增强。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增加，

带动了工业和服务业税收增长。三是一般贸易进口价量齐升，进口总额大幅增长，

带动进口环节税收同比增收较多，拉动全国收入增幅 3个多百分点。 

主要收入项目情况如下： 

（1）国内增值税 14741亿元，同比增长 5.8%。其中，受营改增政策翘尾减

收影响，改征增值税下降 11.7%；受相关产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销售收入快速

增长等影响，工业增值税、商业增值税分别增长 19.1%、32.4%。 

（2）国内消费税 3140亿元，同比增长 5.1%。 

（3）企业所得税 7643亿元，同比增长 18.8%。主要受企业利润快速增长的

带动。 

（4）个人所得税 3819亿元，同比增长 21.2%。主要受居民收入增长、财产

转让所得增加等带动。 

（5）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 3738亿元，同比增长 41.9%；关税 700 亿元，

同比增长 29.5%。 

（6）出口退税 3435 亿元，同比增长 8.2%。 

（7）城市维护建设税 1166亿元，同比增长 5.1%。 

（8）车辆购置税 781亿元，同比增长 18.4%。 

（9）印花税 631 亿元，同比增长 1.2%。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 31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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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下降 11.4%。 

（10）资源税 341 亿元，同比增长 61.7%。主要是部分矿产品价格上涨，以

及 2016 年 7 月 1 日起全面推开资源税改革、对绝大多数矿产品实行从价计征带

来翘尾增收。 

（11）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中，受部分地区商品房销售较快增长等影响，

契税 1203 亿元，同比增长 18.9%；土地增值税 1422 亿元，同比增长 26.1%；房

产税 569 亿元，同比增长 13.5%。另外，耕地占用税 547亿元，同比增长 10.8%；

城镇土地使用税 576亿元，同比增长 10.5%。 

（12）车船税、船舶吨税、烟叶税等税收收入 213亿元，同比增长 6.8%。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3 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057 亿元，同比增长 25.4%。其中，中央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2364亿元，同比增长 24.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693

亿元，同比增长 25.6%。 

1-3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5917 亿元，同比增长 21%。其中，中

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5767 亿元，同比增长 14.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0150亿元，同比增长 22%。 

从主要支出项目情况看：教育支出 6913 亿元，增长 18.7%；科学技术支出

1183亿元，增长 49.3%；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493亿元，增长 12.3%；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8183亿元，增长 22.9%；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4106亿元，增长

29.4%；城乡社区支出 4622亿元，增长 21.2%；农林水支出 2920亿元，增长 10.5%；

交通运输支出 2019 亿元，增长 13.3%；住房保障支出 1353 亿元，增长 46.8%；

债务付息支出 1165亿元，增长 20.9%。 

（二）货币政策 

1.广义货币增长 10.6%，狭义货币增长 18.8% 

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59.96万亿元，同比增长 10.6%，增速分别比上

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0.5 个和 2.8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 48.88万亿元，同

比增长 18.8%，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2.6个和 3.3个百分点；流通中

货币(M0)余额 6.86万亿元，同比增长 6.1%。一季度净投放现金 301亿元。 

2.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 4.22万亿元，外币贷款增加 510亿美元 

3 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 11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3%。月末人民币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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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 110.8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4%，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0.6 个

和 2.3个百分点。 

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 4.22万亿元，同比少增 3856亿元。分部门看，住户

部门贷款增加 1.85 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3870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1.46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 2.66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

加 9637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2.67 万亿元，票据融资减少 1.08 万亿元；非银

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 2813亿元。3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2万亿元，同比

少增 3497 亿元。 

3 月末，外币贷款余额 836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一季度外币贷款增加

510亿美元，同比多增 726亿美元。3月份，外币贷款增加 65亿美元，同比多增

145亿美元。 

3.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 5.06万亿元，外币存款增加 592亿美元 

3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 160.98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月末人民币存款

余额 155.6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3%，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1.1 个

和 2.7个百分点。 

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 5.06万亿元，同比少增 3506亿元。其中，住户存款

增加 3.96 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 2267亿元，财政性存款减少 1643 亿元，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 1153亿元。3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 1.27万亿元，

同比少增 1.25万亿元。 

3 月末，外币存款余额 77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一季度外币存款增加

592 亿美元，同比多增 205 亿美元。3 月份，外币存款增加 196 亿美元，同比多

增 89亿美元。 

4.3 月份银行间人民币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 2.62%，质押式债券

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 2.84% 

一季度银行间人民币市场以拆借、现券和回购方式合计成交 167.47万亿元，

日均成交 2.75万亿元，日均成交比上年同期下降 7.4%。其中，同业拆借日均成

交同比增长 14.8%，现券日均成交同比下降 22.3%，质押式回购日均成交同比下

降 5.2%。 

3月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 2.62%，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高 0.16 个和

0.53 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 2.84%，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高

0.23个和 0.7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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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季度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 9942 亿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

务发生 2417亿元 

一季度，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对

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发生 7954亿元、1988亿元、641亿元、1776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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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本月行业运行分析 

一、北京百年服装业华丽转身 

铜牛内衣、雪莲羊绒衫、雷蒙西装、伊里兰羽绒服……传统服装业的兴盛见

证了北京人生活品质的提升，但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非首都功能疏解提速，服

装印染加工业态全面退出京城，前身为“北京服装”的北京时尚控股公司也华丽

转身。 

北京时尚控股日前宣布，旗下京工服装集团设在丰台的仓库，将成为集服装

研发设计、教育、文化等多业态于一体的时尚创新园。至此，时尚控股在城六区

的所有生产仓储用地，全部升级为聚焦高级定制、服务设计的时尚聚集地。 

老仓库变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园区内既有和服装行业相关的品牌孵化区和设计研发区，又有供孩

子们动手体验的艺术创意中心，儿童服装、教育、文化、艺术等业态都将在此扎

根。但谁也想不到，这片位于新发地桥东、占地 1.6万平方米的新园区，前身是

使用了 40多年的一个老旧仓库。 

不少老北京都熟知京工服装集团的雷蒙西装、好学生童装、伊里兰羽绒服品

牌，但殊不知早在十多年前，京工集团的服装加工产业就已经退出了北京。“北

京服装业整体实现了向时尚产业的转型。”京工服装集团董事长李耀东表示，这

片园区将在今年开工，明年建成。按照设想，不只是北京设计师，京外合作商的

设计师也可在新园区入驻，带动外地服装行业发展。 

羊绒衫工坊一天出样品 

在南五环的大兴瀛海，有一座老服装工业园，雪莲羊绒公司就坐落于此。雪

莲的拳头产品——各色新款时尚的羊绒制品只在北京设计，生产环节都已挪到了

京外。 

徜徉其中，这里不见机器轰鸣的服装大车间，取而代之的是“小而美”的高

级定制工坊，几个封闭式的染罐仅供产品打样所用，污水几乎实现零排放……雪

莲羊绒衫的市场口碑仍在，但雪莲羊绒公司早已不是当年的雪莲，目前园区内四

个厂房相继改造完毕，变身以羊绒服饰高级定制和非遗文化为主题的时尚创意园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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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莲羊绒公司这片园区将变成什么模样？“生产环节仅保留研发打样和个性

化定制。”北京时尚控股副总经理赵宏晔表示，高级定制手工坊负责产品设计、

面料研发等，根据消费市场的最新潮流，第一时间反应并打样。“非遗传承主题

也是时尚，下半年非遗大师将入驻工坊。”据介绍，雪莲园区将锁定羊绒高级定

制和非遗文化两大主题，集合文化创意及服务、羊绒服饰展示、流行趋势发布等

多项时尚新业务。 

老服装转型投身新文创 

根据北京产业禁限目录，“服装印染业”已被列入坚决淘汰的产业范围。“十

二五”期间，北京时尚控股共调整退出劣势企业 56 户，主动淘汰关停不符合首

都城市战略定位的生产企业 29 户。传统服装印染、服装加工生产全面转向京外

地区的同时，文创产业成了时尚控股的新业态。北京第二棉服装厂升级为莱锦文

化创意产业园，铜牛物资公司的仓库则变身北京铜牛电影产业园。北京时尚控股

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立表示，“十三五”时期，时尚控股将重点围绕品牌运营、

文化创意、信息科技领域，推进产业转型发展。 

从工业制造中心向文化创意和时尚中心转型，是巴黎、米兰、纽约等国际大

都市都经历过的变化。今年，北京时尚控股将继续举办 2017 北京时装周，为中

外设计师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 

二、2017 年第一季度我国服装外贸形势大幅回暖 

4 月中旬，海关总署发布了 2017 年第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数字。统计分

析显示，3 月我国服装品服装出口 200.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03%。其中，服

装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 90.9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32%；服装及衣着附件出

口 109.1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23%。2017年一季度，我国服装品服装累计出口

548.82亿美元，同比增长 0.4%。其中，服装纱线、织物及制品累计出口 232.63

亿美元，同比增长1.2%；服装及衣着附件累计出口 316.19亿美元，同比微降 0.1%。

进口方面，3月，我国服装纱线、织物及制品进口 15.58亿美元，前 3月累计进

口40.42亿美元，累计同比增长9.0%。这也是继2017年前2月累计进口增长14.5%

以来的又一个较高增幅，与去年进口同比两位数下降的走势形成鲜明对比。从数

字上看，3月我国服装外贸整体迎来了喜人增长，给人以市场回暖的信号。 

三、2017 年 3 月份规模以上服装业增加值增长 4.6% 

2017 年 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7.6%(以下增加值增速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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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比 1-2月份加快 1.3个百分点。从环比看，3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0.83%。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6.8%。 

分三大门类看，3 月份，采矿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0.8%，制造业增长 8.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9.7%。 

分经济类型看，3 月份，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集体企业增长

1.5%，股份制企业增长 7.9%，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7.1%。 

分行业看，3月份，41个大类行业中有 33 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其

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 7.7%，服装业增长 4.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增长 4.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 6.8%，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0.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4.2%，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10.6%，专用设备制

造业增长 13.5%，汽车制造业增长 12.3%，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增长 5.4%，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9.0%，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6.1%，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0.0%。 

分地区看，3月份，东部地区增加值同比增长 7.6%，中部地区增长 8.5%，

西部地区增长 8.8%，东北地区同比持平。 

分产品看，3月份，596种产品中有 430种产品同比增长。其中，钢材 9676

万吨，同比下降 0.7%；水泥 20162万吨，增长 0.3%；十种有色金属 457 万吨，

增长 4.0%；乙烯 159 万吨，下降 2.5%；汽车 269.5 万辆，增长 4.8%；轿车 105.7

万辆，下降 4.8%；发电量 5169亿千瓦时，增长 7.2%；原油加工量 4750 万吨，

增长 5.9%。 

3月份，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 96.9%，比上年同期下降 0.2个百分点。工

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 10737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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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行业产业链上游分析 

一、棉花市场 

1季度国民经济运行开局良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9%，环比增长 1.3%，

服装工业稳中向好。3 月全国大部棉农开始备播备耕，植棉意向较上期预测增加；

国家储备棉轮出正式启动，企业积极参与，竞拍活跃；服装企业开工率增加，棉

花库存消耗较快，商业库存继续下降，棉花进口大幅增长，服装品服装出口增幅

较大。 

3月全国大部棉农逐步展开春耕工作，全国棉花协会进行第 3次植棉意向调

查，调查结果显示：2017 年全国植棉意向面积 4286.1 万亩，同比增长 3.79%，

比上期预测增加 0.94 个百分点。分区域看，新疆目标价格政策确定，棉农的植

棉意向小幅增加；内地因棉价上涨棉农收益增加，植棉意向继续增加。 

3月 6日储备棉开始轮出，企业积极参与竞拍，月内实际成交 46.58 万吨，

初期成交率较高，之后成交量价整体呈下降趋势，总体成交率 75.73%。储备棉

轮出丰富市场资源，但储备棉以中低品级为主，并不能完全满足企业用棉需要，

加上出库、运输等费用，综合成本与新棉相比优势并不明显。 

月内服装企业经营正常，棉纱价格继续上涨，订单量及纺纱利润稳定，棉花

库存消耗较快，据全国棉花协会调查，3 月底全国商品棉周转库存总量约 160.9

万吨，较上月大幅减少 57.68万吨，减幅 26.4%。为保证配棉，服装企业加大对

新疆新棉的采购，现货市场交易整体平稳，价格稳中略降，全国棉花价格指数

(CCIndex3128B)月末 15862 元/吨，较上月底跌 101 元/吨；月均成交价 15933

元/吨，环比跌 47元/吨，但同比仍涨 4048元/吨。 

受多种因素影响，国际市场维持震荡走势，国际棉花价格小幅上涨，内外市

场联动性增强，国内外现货价差趋于收窄，棉花进口大幅增长，服装品服装出口

增幅较大。据海关统计，3 月我国进口棉花 12.1 万吨，同比上涨 109%；今年前

3个月累计进口棉花 37.5 万吨，同比上涨 79%。3 月我国服装品服装出口额 200.2

亿美元，同比上涨 18.8%。 

3月 29日全国棉花协会在京召开全国棉花形势分析会，会议回顾 2016 年棉

花、棉服装产购销情况，通报 2016 年度新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储备棉轮出及

相关政策；分析预测 2017 年棉花、服装形势，包括棉花产量、消费预测、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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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势、服装运行情况等。会议围绕棉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深入讨论，针对推

进棉花产业提质增效、提高棉花质量、支持内地棉花生产、发展新疆长绒棉等问

题进行充分的交流。 

3 月 31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的指导意见》，划定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2.38 亿亩（与粮食生产功能区重叠

8000万亩），其中以新疆为重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主产区为补充，划定棉花

生产保护区 3500万亩。 

二、纱线市场 

据海关统计，2017 年 3月我国外纱进口量约 18.25万吨，环比增加 5.18%，

虽然不及 2016 年 3 月份 19.05 万吨的进口量，但在印度、巴基斯坦、印尼等棉

纱与国产纱价格持续倒挂(人民币价差 1000-1500 元/吨)、2017年 3月 6 日储备

棉轮出销售全面启动为棉服装厂降成本的情况下，3月份的棉纱进口量仍明显超

出业内预期。从数据来看，3月份我国对越南棉纱的进口数量增幅扩大，增长的

重点是 JC21S/JC20S、JC32S/JC30S 及 JC21S/2、JC32S/2 等精梳针织纱及

C8S-C16S 环锭纺纱，广东、江浙、上海等针织业集中的区域进口表现强劲，特

别是宁波港进口精梳纱抵港、入库及清关增长幅度遥遥领先。另外，除越南纱外，

从新疆陆路运输进口的中亚纱数量也茁壮成长(主要是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

坦及阿塞拜疆等产地)，成为继越南、印度、巴基斯坦之后，全国织布厂、贸易

商进口的另一个支点。内外销订单对面料、服装、坯布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纺

企的配棉品级、品质必须同步提升。全国中小纱厂纺 C8S-C21S 棉纱大多以精梳

落棉、车肚棉甚至一道短绒等再掺加地产棉或储备棉等为原料，存在 CV值不均、

强力不足、毛羽偏多、色差略大等诸多问题，而越南纱受设备水平、纱锭规模及

工人技术水平、进口棉花价格等因素影响，C21、C32、JC21、JC32 等主要采用

美棉、印度棉或西非棉(少量中亚棉，澳棉比例不高)配棉，C40S 及以下支数棉

纱的品质既高于印巴纱，又高于国内中小纱厂产品，虽然清关后报价高于同支数

国产纱 500-800 元/吨，但由于包漂包染，解决了纱厂交货、回收货款的后顾之

忧。山东、江浙等地几家织造厂表示，2、3 月部分订单中客户明确需要采用越

南纱，国内外市场对越南纱、印尼纱、泰国纱及马亚西亚纱品质的认可快速提高。

进口以 12/1 月订单交货居多，棉纱保税增加并不明显。从调查来看，与印巴纱

厂一般需要提前 45-60 天确认订单并支付保证金不同，越南纱厂大多只需 20-30

天安排订单即可，操作比较灵活。一方面 12 月、1 月份 ICE 主力合约低点险些

跌破 70 美分/磅(70.10 美分/磅，7月合约)，3/4/5 月船期 2016/17年度美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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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棉及非洲棉等现货报价也大幅下挫，越南、印尼、孟加拉国等产地棉纱 FOB、

CNF报价低至脚面，全国贸易商、织布厂乘机大量下单；另一方面由于印度期货

纱外盘价格高不胜寒，外盘几乎门可罗雀，越南纱在价格上低于印度纱

0.07-0.10 美元/公斤，在品质上又实现超越，而且零关税进口对国内布厂、中

间商的吸引力不可谓不大。全国在东南亚、中亚、非洲、南美等建厂的棉纱大量

返销回国。据了解，目前在国外投资建厂、兼并国外纱厂的中方企业越来越多，

随设备、技术及棉花等原料的整体提升，产品也由初期的 32S 以下普梳纱、OE

纱等向 JC21、JC32、C40S 纱甚至 40S 以上方向调整，东南亚及其它地区对高档

次精梳纱、高支高配普梳纱的消费需求并不旺盛，而且可接受、消化的价格偏低，

因此返销回国既是利润、销量的需要，也是近两年维持生产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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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本月行业快讯 

一、行业运行动态 

（一）2017年 3 月全国棉服装行业景气报告 

2017 年 3 月全国棉服装景气指数为 49.13，与 2 月相比提高 0.29。随着服

装行业销售旺季的到来，企业生产节奏明显加快。3月，棉纺企业运行向好，生

产稳定，下旬开始产品销售进度放缓，库存较 2 月有所增加，但整体好于去年同

期。 

3月原料采购价格指数 50.5，较 2月提高 0.1。储备棉投放前，市场观望情

绪弥漫，国内棉花价格缺少上涨动力。3月 6日，国家储备棉投放，部分棉纺企

业集中补库，当日成交均价 15476元/吨，成交率 100%，带动国内外棉花价格急

速上涨。随着储备棉投放常态化，竞拍企业拍储意愿逐渐回归理性，国内外棉花

价格较储备棉投放初期有所回落。3 月，国际棉花价格为 13188 元/吨，环比上

涨 2.26%；国内 3128 级棉花价格 15917 元/吨，环比上涨 0.06%。受石油价格下

跌、需求乏力影响，涤纶短纤和粘胶短纤价格整体下降。3月，主流粘胶短纤均

价约 17180元/吨，环比下降 0.07%，涤纶短纤均价约 8025元/吨，环比下降 8.62%，

涤纶短纤价格下降明显。 

3月原料库存指数 48.46，较 2月提高 1.45。储备棉投放第一周，成交均价

15145元/吨，成交率 98%，服装企业积极参与拍储，增加原料库存，纺企成交量

占总成交量 56.87%。储备棉投放第六周，成交均价 14738元/吨，较投放第一周

下降 2.69%，成交率 81%，较投放第一周下降 17 个百分点，纺企成交量占比

41.72%，较投放第一周下降 15.15个百分点，储备棉轮出逐渐降温。多数服装企

业认为，今年储备棉日投放量充足，目前价格越拍越低，且 9-10 月份新棉上市

之前，市场棉花供应或不会出现缺口，因此，纺企棉花库存保持在 2个月左右。

3月，化纤短纤价格下降，纺企随用随买，非棉纤维库存量低位。 

3 月生产指数 50.04，较 2 月提高 0.11。根据中棉行协调研了解，90%以上

的棉服装企业开工率达 100%，满负荷生产。3月底，国内棉花、化纤短纤、纱线

价格相继下跌，产品销售进度放缓，但生产未受较大影响。从整体来看，3月，

服装企业生产排单状况还是呈现良好状态，纱布产量较 2月份有所提高。 

3 月产品销售指数 49.72，较 2 月增加 0.18。3 月，服装行业进入传统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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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季，但受储备棉投放影响，纯棉纱线整体市场呈先强后缓态势。3月中上旬，

国内外棉纱价格走强，3月下旬，随着抛储气氛的降温，国内纱线价格有所回落。

受纱线价格影响，终端织布产品价格先小幅上涨，后呈现平稳趋势。3 月，32

支纯棉普梳纱平均价格为 23724 元/吨，环比上涨 1.25%，纯棉坯布平均价格为

5.82元/米，环比上涨 1.22%。 

3 月产品库存指数 46.91，较 2 月提高 0.25。3 月底，纱线价格回落，买涨

不买跌的心理因素促使下游织布企业减少纱线采购，增加产品促销，棉纺企业纱

线库存量较 2月份有所增加，织布企业坯布库存量减少。根据中棉行协跟踪企业

数据显示，3月，纱线库存量环比增加 5.11%，坯布库存量环比减少 3.00%。 

3 月企业经营指数 49.14，较 2 月下降 0.54。3 月，服装行业市场行情变化

整体较为平稳，国内棉花价格相对国外棉价较为稳定，虽棉纱价格在 3月下旬有

所下跌，但棉花价格也有所下跌，服装行业整体利润基本维持稳定。储备棉的轮

出缩小了内外棉价差，国产纱线国际竞争力得以提升，国内中低支纯棉纱订单逐

步增加，多数企业家普遍对于 2017年行业发展持乐观态度。 

（二）服装产业出口基本面向好 3月棉纱线出口金额上涨 

2017 年 3 月我国棉纱线出口金额为 1.58 亿美元，当月同比增长 7.28%，一

季度累计出口金额 3.69 亿元，累计同比增长 3.28%。 

当前服装出口情况尚未改善，但在人民币贬值、“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下，

2017 年服装出口压力将不断得到缓解。同时，在我国大力实施供给侧改革的战

略背景下，传统服装制造行业将逐步去产能化，服装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因

此，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未变，2017年服装市场行情依旧存在想象空间。 

（三）一季度全国重点服装服装专业市场总成交额同比增长近 8% 

管近年来全国服装服装行业整体增速有所放缓，但有产业集群支撑的产地型

专业市场的增长劲头持续强劲，并成为全国服装品市场运行走势的晴雨表和风向

标。全国服装工业联合会流通分会 24 日透露，2017 年前 3 月其重点监测的 42

家服装服装专业市场总成交额同比增长 7.86%。 

从区域结构来看，前 3月全国东部地区专业市场成交额占专业市场总成交额

的 88.75%，同比增长 8.61%；中部地区专业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 16.40%；而与

此同时，西部地区专业市场成交额下滑，同比下降 12.53%。 

纵观全国服装服装专业市场的成交额变化原因可以发现，2017 年春节提前

至 1月到来，给各地专业市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影响。部分专业市场表示，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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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前，向前延长了销售旺季，客流量提高、冬装销量上升，拉高了一季度成交

额。然而，也有部分专业市场由于春节闭市的提前，而错过了部分传统销售旺季，

并直接导致了销售淡季的提前，一季度总成交额下跌。 

，一季度是传统春节促销、市场闭市、冬装清仓、春装上市衔接紧密的重要

时期，市场应提前根据自身情况精细布局，掌握好运行节奏。 

据全国服装工业联合会流通分会介绍，当前有强大的产业集群支撑的服装专

业市场已表现出更强的竞争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几个依托于大型产业集群中的

专业市场群，呈现出了连年增长的成绩，这也显示出产业集群的规模和发展程度

直接决定着专业市场的发展水平。 

二、区域运行动态 

（一）2017年以来新疆服装服装产业投资、出口均呈现两位数增长 

4 月 12 日，江苏省如东服装商会与伊宁县人民政府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入

园企业分别和伊宁县伊东工业园签订企业投资协议，力争用 3到 5年将伊宁县轻

纺产业区打造成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最大产业援疆基地、全疆最大就业基地和全国

最大坯布生产基地；4 月 20 日，在福建晋江举行的昌吉回族自治州服装服装产

业对接会上，5家晋江企业签约落户昌吉，总投资额达 14.9亿元…… 

这只是新疆凭借优越投资环境吸引资本落户的缩影。2017 年以来，新疆服

装服装产业开局良好，各项指标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投资持续升温 

3 月 29 日，总投资 40 亿元的 90 万锭数字化智能化纺纱项目在石河子安装

落户，项目建成后可年产 16万吨精梳针织纱，预计年产值 50亿元，年利税可达

5.3亿元以上，这是山东如意集团投资新疆的又一大手笔。 

目前，新疆如意服装服装有限公司已累计完成投资 62.1亿元，形成 50万锭

纺纱、色织面料和毛巾生产能力，年产高档色织面料 3000万米、高档毛巾 3000

吨。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发展服装服装产业带动就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梁勇介绍，2017 年新疆将要完成服装服装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720 亿元以上，实

现工业增加值增长 40%以上。为确保任务顺利完成，2017年自治区实施发展环境

优化行动、投资促进行动、招商引资行动等 9大行动。行动已见成效。 

4月 28日，从自治区发展服装服装产业带动就业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2017

年一季度全区服装服装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37.4 亿元（其中兵团 9.79 亿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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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同期增长 39%，其中，阿克苏、巴州和昌吉 3个地州投资总额名列全区前三，

分别为 15.35亿元、3.03 亿元和 2.98亿元，阿勒泰、昌吉和吐鲁番成为全区投

资增速最快的 3个地州市，兵团投资增长 72.4%。一季度，全区服装服装工业增

加值 21.72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4.2%。 

出口稳步增长 

在阿克苏服装工业城落户的阿克苏欧琪思服饰有限公司 2017 年起正式开

建，作为阿克苏服装工业城首个服装服装全产业链项目，该公司瞄准的目标就是

国外市场。 

据统计，2017 年一季度，新疆口岸出口服装服装 102.4 亿元人民币，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长 22.8%。其中，出口服装纱线、织物及制品 26.9 亿元，同比增

长 32.5%，占同期新疆口岸服装服装出口总值(以下简称总值)的 26.3%；出口服

装及衣着附件 75.5亿元，同比增长 19.7%，占总值的 73.7%。值得注意的是，一

季度，新疆口岸民营企业出口服装服装 94.6 亿元，同比增长 19.7%，占总值的

92.4%。民营企业服装服装出口持续发力，为新疆服装出口打下坚实基础。 

此外，从新疆服装服装出口的国家来看，全国新疆口岸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

服装服装 46.3亿元，同比增长 10.7%，占总值的 45.2%；对哈萨克斯坦出口服装

服装 30 亿元，占总值的 29.3%；对俄罗斯联邦出口服装服装 19.6亿元，占总值

的 19.1%；对塔吉克斯坦出口服装服装 4.3 亿元，占总值的 4.2%。在 2017 年固

定资产投资的强势拉动下，新疆服装服装产业将保持蓬勃发展，其成果必然通过

口岸贸易进入周边传统出口市场。 

4 月 12 日，江苏省如东服装商会与伊宁县人民政府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入

园企业分别和伊宁县伊东工业园签订企业投资协议，力争用 3到 5年将伊宁县轻

纺产业区打造成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最大产业援疆基地、全疆最大就业基地和全国

最大坯布生产基地；4 月 20 日，在福建晋江举行的昌吉回族自治州服装服装产

业对接会上，5家晋江企业签约落户昌吉，总投资额达 14.9亿元。 

这只是新疆凭借优越投资环境吸引资本落户的缩影。2017 年以来，新疆服

装服装产业开局良好，各项指标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投资持续升温 

3 月 29 日，总投资 40 亿元的 90 万锭数字化智能化纺纱项目在石河子安装

落户，项目建成后可年产 16万吨精梳针织纱，预计年产值 50亿元，年利税可达

5.3亿元以上，这是山东如意集团投资新疆的又一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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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疆如意服装服装有限公司已累计完成投资 62.1亿元，形成 50万锭

纺纱、色织面料和毛巾生产能力，年产高档色织面料 3000万米、高档毛巾 3000

吨。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发展服装服装产业带动就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梁勇介绍，2017 年新疆将要完成服装服装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720 亿元以上，实

现工业增加值增长 40%以上。为确保任务顺利完成，2017年自治区实施发展环境

优化行动、投资促进行动、招商引资行动等 9大行动。行动已见成效。 

4月 28日，从自治区发展服装服装产业带动就业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2017

年一季度全区服装服装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37.4 亿元（其中兵团 9.79 亿元），较

去年同期增长 39%，其中，阿克苏、巴州和昌吉 3个地州投资总额名列全区前三，

分别为 15.35亿元、3.03 亿元和 2.98亿元，阿勒泰、昌吉和吐鲁番成为全区投

资增速最快的 3个地州市，兵团投资增长 72.4%。一季度，全区服装服装工业增

加值 21.72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4.2%。 

出口稳步增长 

在阿克苏服装工业城落户的阿克苏欧琪思服饰有限公司 2017 年起正式开

建，作为阿克苏服装工业城首个服装服装全产业链项目，该公司瞄准的目标就是

国外市场。 

据统计，2017 年一季度，新疆口岸出口服装服装 102.4 亿元人民币，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长 22.8%。其中，出口服装纱线、织物及制品 26.9 亿元，同比增

长 32.5%，占同期新疆口岸服装服装出口总值(以下简称总值)的 26.3%；出口服

装及衣着附件 75.5亿元，同比增长 19.7%，占总值的 73.7%。值得注意的是，一

季度，新疆口岸民营企业出口服装服装 94.6 亿元，同比增长 19.7%，占总值的

92.4%。民营企业服装服装出口持续发力，为新疆服装出口打下坚实基础。 

此外，从新疆服装服装出口的国家来看，全国新疆口岸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

服装服装 46.3亿元，同比增长 10.7%，占总值的 45.2%；对哈萨克斯坦出口服装

服装 30 亿元，占总值的 29.3%；对俄罗斯联邦出口服装服装 19.6亿元，占总值

的 19.1%；对塔吉克斯坦出口服装服装 4.3 亿元，占总值的 4.2%。在 2017 年固

定资产投资的强势拉动下，新疆服装服装产业将保持蓬勃发展，其成果必然通过

口岸贸易进入周边传统出口市场。 

（二）石狮一季度服装服装业销售 108.5亿增 9.6% 

《石狮市 2017 年 1-3 月经济运行情况通报》显示，一季度工业生产小幅回

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59.6亿元，增长 7.2%，增幅比上月累计提高 1 个百分

点；销售产值 217.1亿元，增长 8.4%，产销率 99.0%，其中服装服装业完成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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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 108.5 亿元，增长 9.6%，占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 50.0%。 

近年来，石狮市委市政府大力扶持服装服装产业的发展，全方位支持服装服

装产业转型升级，今年，市政府又出台了《关于促进服装鞋服产业创新转型发展

若干措施的通知》，从金融服务支持、鼓励智能化技改、财税政策支持、推动“互

联网+”、健全公共服务平台、企业管理辅导、培育成长型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等

八大方面，采取具体扶持措施，以政策组合拳促进服装鞋服产业转型升级。 

随着国内服装服装产业产能的迅速壮大，石狮服装服装企业开始谋求“出

海”，化解过剩产能。为服务企业“出海”，去年以来，石狮市政府和纺服业界组

织相关力量，加大投入，通过国际采购团、国际服装协会、电子商务平台等方式

和途径，加大在海外的推介力度，来自中东、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采购商纷

至沓来。在组织企业前往新兴市场参展的同时，石狮服装服装业界“抱团发展”，

以国际轻纺城、服装城的名义集体赴海外新兴市场参展，取得显著效果。统计显

示，石狮服装城的外销结构中，来自中东、俄罗斯、东南亚这些新兴市场所占的

出口销售份额接近 50%。 

在“出海”过程中，一些龙头企业加大产品研发和生产力度，主动优化产品

出口结构。针对欧美市场对高端产品的需求，去年以来，石狮服装服装业先后开

发出玉米面料、碳纤维面料、太极石面料、纳米化纤面料等一批新产品，大受国

际市场欢迎。业内人士表示，过去，由于服装服装产品集中在低端领域，销售很

难进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目前，随着中高端产品比例提升，这一状

况明显逆转。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市外贸运行中，外贸流通企业的支撑作用大，

服装服装、鞋类皮革制品仍是自营出口的主力军，并且出口市场呈现出多元化的

特点。 

去年以来，石狮市持续加大开拓国际市场力度，到目前为止，自营出口国已

由三年前的 120个增至 163个，成为泉州制造业出口国家最多的行业。 

（三）青岛服装谷跻身首批国家级服装服装创意设计园区 

3 月 26 日，服装服装创意设计园区发展峰会在京举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对

首批国家服装服装创意设计试点园区(平台)进行授牌。 

服装谷作为国家第一批服装服装创意设计试点园区(平台)受邀参会。青纺联

控股集团董事长、服装谷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闫勇作“服装谷——打造最具产业

支撑力的国家级服装服装创意设计园区”的主题发言中，介绍了服装谷跻身首批

国家级服装服装创意设计园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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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谷”是青岛服装转型升级的全新载体和重要平台，项目核心区为始建

于 1934 年的上海纱厂旧址，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和百年产业积淀。服装谷致

力于传承青岛服装百年文明优秀基因，弘扬郝建秀小组“火车头精神”，延续工

业精神文脉，助推服装产业的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 

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17万㎡，建筑面积 14万㎡，完好地保留了近百年的特色

建筑、青藤攀援的水塔、110 余年的金桂树、建于 1934 年的胶济铁路桥等历史

文化符号和工业遗存，在保留历史建筑特点的基础上注入现代设计元素，形成独

具特色的服装文化和创意设计氛围。 

项目地处东北亚经贸关键节点，两小时航空经济圈辐射北京、上海、首尔、

东京等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同时紧邻胶州湾跨海大桥、环湾大道、地铁 M1 线、

国际机场、火车北站、青岛港等，航海、航空、铁路、公路、地铁等交通便利。 

项目拥有雄厚的产业支持平台——青岛纺联控股集团。作为青岛服装百年文

明的传承主体和创新发展平台的青纺联控股集团致力于新型纤维面料的开发及

应用，拥有国家唯一的“多组份差别化纱线坯布开发基地”和“多组份纱布精品

基地”，拥有完备的服装产业链配套体系，青纺联台儿庄产业基地、纤维科技公

司、面料工厂、服装公司、家纺工厂、酒店用服装品工厂、青纺联技术中心、纤

维面料检测中心、面料研发中心、全国功能性服装品联盟等，发挥新材料应用、

新工艺创新的技术优势、协作制造优势和贸易优势。 

服装谷的项目运营思路，即以创意设计为引领，汇聚设计师资源，搭建设计

师集群；以产业链和整合资源为支撑，汇聚产业资源，搭建产业联盟；以买手市

场为依托，汇聚服务贸易资源，搭建展示交易平台。形成以时尚为引领、以产业

为支撑的服装主题生态圈，打造“产业链+生态圈”服装服装产业转型升级新模

式。以服务设计师、服务实体经济、服务消费者为宗旨，向研发与设计、市场营

销、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要效益，由“服装制造”向“服装创造”转变，推动

全国服装服装行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 

以创意设计为引领，整合优秀设计师资源，将联合国家设计师协会、地方设

计师运营机构、品牌商、运营商、独立设计师等资源联手成立“谷里”服装服装

创意设计联盟，立足充裕的创意设计物理空间和 O2O服务平台，为设计师提供完

整成长的价值链和工作、生产、休闲场所。 

以产业链资源为支撑，整合青纺联纤维面料公司及入园贸易公司搭建的纤维

面料供应链服务平台、打样中心、检测中心打造最具产业支撑力的 ODM服务平台，

为品牌商、贸易商、国际化连锁机构和个体提供从接单——设计——打样——生

产——物流配送的 ODM 一条龙服务。联合全国服装工业企业管理协会等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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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青纺联及各企业，搭建国内首家权威功能性服装品行业联合组织——全国功能

性服装品联盟，打造集标准认证、产品检测、市场推广、渠道运营、数据咨询、

金融支持等一体的商务服务平台。 

以买手市场为依托，整合品牌商、贸易商、终端消费者、潮流集市、O2O营

销中心、品牌孵化中心等买手市场，搭建展示交易平台，通过各种会展、发布、

峰会、论坛等活动，无缝对接客户需求。利用拥有百年工业遗存的老厂房开发出

华·秀 168百年秀场、华·秀国际会展中心、华·秀国际会议中心、华·秀商务

中心、服装博物馆、服装谷/1号·中央秀场、韵·布艺工坊、TOP商业拍摄基地、

百米艺术长廊等融入服装元素和文化底蕴的特色空间，打造 SHOWROOM 集群，为

不同设计风格的设计师和买手打造私属、时尚、便捷的交易平台。 

目前，服装谷园区入驻企业已达 120余家，引入了包括盛雅琪服装科技、比

特时尚、灏外服饰、嘉世迪时装、三迪时空、中际色彩等一批具备创新能力的平

台公司，将引入包括大师、新锐设计师在内的 1000 名以上优质设计师资源，逐

步汇聚形成一个服装服装主题的创新团队集群；园区的会展经济持续发力，年吸

引人流量过百万；园区已先后承办“2016 第三届世界进口商品展暨采购大会”、

“2016 国际妈咪宝贝博览会”、“2016 跨境电商大会”、“第八届色彩全国颁奖典

礼”、“全球吉尼斯旗袍盛典”、“东北虎(NE·TIGER)高端定制发布会”、时装周模

特海选、新锐设计师品牌发布、捷豹、奔驰、宝马等高端车展、可口可乐新品发

布会等系列高端主题活动，已成为国际国内最具文化底蕴和影响力的时尚发布中

心。 

未来，服装谷将继续优化空间布局，引入优质项目，全力推动战略合作伙伴

间在跨界资源整合、工贸一体化、产融结合等方面的合作，努力打造成为全国知

名、有全球影响力的服装主题生态圈，全力创建服装谷国家级服装服装创意设计

示范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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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本月海外市场扫描 

一、美国服装业或焕发第二春，全国工厂失去竞争优势 

随着全国各项成本的上升，利润微薄的服装业已经被严重冲击。而全国生产

工人每年工资都有大幅度的提高，然而却没能提高生产能力，全国工厂失去竞争

优势。 

随着服装业的技术转型，许多公司正考虑在美国东南部的厂区内采用高度自

动化且环保的生产设施；因为在美国东南部地区，服装业所需的基础设施已经建

设完毕。 

全球经济状况，社会形势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对服装业都有重大影响。生产技

术正在革新，消费趋势也在改变。全国曾经是世界上从事服装业成本最低的国家，

但由于中产家庭数量快速增加，经济持续发展，使得美国服装业者在全国的生产

成本不断增加。政策变化和美国关税正在使公司考虑将生产线转移回美国。由于

这些原因，美国的服装行业出现了复苏的迹象。 

美国服装业出口的背景 

从 1994 年到 2005 年间，美国有超过 90 万个从事服装服装类的工人失业。

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全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以及新工

业产能使得美国的服装品生产业成为一个亏本的行业。大多数美国服装公司选择

停业或将业务迁移到国外，美国服装业似乎永远不会重现希望。 

服装业回归美国 

回到 2017 年。服装品作为高度自动化且环保的产业回归美国。近五年来，

大量外资服装企业在美国投资，并且厂房选址集中选择在美国的东南部。 

这些位置是根据靠近港口、低廉成本和优质的劳动力等因素结合后作出的决

定。随着消费者社会公共意识不断加强，许多零售商鼓动供应商建立一个环保型

工厂，以获得公众的支持。 

由于美国东南部曾经遍地都是服装厂，所以行业成功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已经

到位。污水处理厂已经具有能够处理这类污水的能力，无需大量资本投资。与此

同时，还有大量拥有专业技术的劳动力，以支持行业新手。培训计划已经到位，

以帮助工人准备好操作高度自动化的设施，并且大学也有发展的服装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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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年有 20亿美金投入美国服装业。经历过行业衰退的现存服装公司正

在重组企业并进行自动化生产。美国目前是世界第三大服装品出口国，2009 年

至 2015 年间出口额增长了 39%。 

全国工资水平提高 

全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品出口国，国内正涌现一批新兴的中产阶级，其工

资涨幅平均每年高达 15%。而全国生产工人每年工资都有大幅度的提高，然而却

没能提高生产能力。这种不平衡的工资增长使全国失去竞争优势。 

美国能源利用率高 

页岩油的使用为美国带来了显著的竞争优势。较低的天然气价格使美国工业

用电所需成本降低。哈佛商学院的 Michael Porter 表示，美国在利用这些非传

统资源的方面领先世界各国 10到 15年。 

美国的政策发生变化，刺激国内出口 

2017 年 1月 23日，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创造一个支持自

由贸易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其中包括 11 个除了全国以外的太平洋国家。该

协议将逐步取消参与国之间约 18000项关税，并帮助小公司了解出口规则和贸易

壁垒。特朗普认为终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二、全国产品在韩国 44 个领域占优势 服装业最明显 

数据显示，全国产品在韩国约 55%的工业部门较韩国商品更拥有优势。 

根据韩国工业经济与贸易研究所的数据，全国在 80个主要产业中的 44个领

域拥有更高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显性比较优势表示一种产品或一个工业部门相对于他国的竞争力。数字大于

1表示一国在某国售出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产品。 

全国在韩国大多数服装相关产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都大于 1，包括皮革、

服装和鞋履。美国在 39个工业领域也拥有比较优势，包括农业。 

日本在 34 个领域拥有更强的竞争力，主要是化学相关产业，但它在家电商

品方面丧失了优势。 

韩国要想推动本国贸易，它应该提高在化学产业相对于日本的竞争力，同时

促进在服装品、石油、化学、钢铁、机械、电子产品和汽车领域对全国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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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本月重点企业跟踪 

一、2017 年湖北棉花种植面积有望回升 

今年农民春耕种植意向调查显示，湖北省棉花种植面积有望增加 40 万亩，

预计总种植面积达 340 万亩左右。“价格是牛鼻子。去年后期收购价每斤达 3.5

元。部分农民觉得有钱可赚。”省农业厅种植业处副处长、棉花专家刘堂铭分析，

受去年棉花价格回升影响，今年我省棉区老种植户种植意向增加，正积极备种备

肥。 

在天门市麻洋镇曾菱村，5去年种了 4亩棉花，今年打算种 5亩。天门市农

业局的春耕备耕调查显示，棉花主产区渔薪镇，通过对 16 户村民的调查，今年

意向种植棉花 13 亩，较上年增加 2 亩。天门市储备棉花种子 105 吨，预计棉花

播种面积达 15万亩。 

二、山东如意预计 2017 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7%至 57% 

3月 30日，山东如意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 2017年 1-3月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30.00 万至 630.00万，同比变动 7.25%至 57.13%。服装制造行业

平均净利润增长率为 25.56%。 

公司于 2016 年 8 月份完成非公开发行，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收购相关服装资

产，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合并报表范围扩大，收入及利润相应增加。本报告期，

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主营业务毛利率有所下降；受行业季节性及节假日等因素

影响，一季度经营业绩同比仅小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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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行业信贷机会风险分析 

图表 17：2017年 5月全国服装行业机会和风险分析 

序号 指标 风险 机会 

1 行业环境 

当前全国服装业面临的外部形势依然

复杂，行业发展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

逐渐加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快速上升的

生产要素成本以及越来越复杂的国际

贸易格局，这些都对全国服装业的稳定

增长构成了一定压力。 

《产业用服装品行业“十三五”发展指导

意见》确立目标：“十三五”期间，产业用

服装品行业保持快速平稳增长，产业结构

进一步优化，质量效益显著提高，部分领

域应用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推进服

装强国建设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2 经营情况 

3 月我国服装品服装出口 200.17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3.03%。其中，服装纱

线、织物及制品出口 90.98亿美元，同

比增长 17.32%；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

109.19亿美元，同比增长 28.23%。2017

年一季度，我国服装品服装累计出口

548.82亿美元，同比增长 0.4%。其中，

服装纱线、织物及制品累计出口

232.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服装

及衣着附件累计出口 316.19 亿美元，

同比微降 0.1%。 

重点领域运行质量稳中趋好，服装、家纺

行业品质提升与品牌建设取得成效，行业

发展动力加速转换，行业中等规模以上企

业信息化应用率已超过 70%，以红领集团、

红豆集团为代表的行业大规模定制模式已

有近 200家企业应用。 

3 产业链 

2016 年国内棉花收购价大幅上涨，将

导致 2017 年棉花成本提升，成本的支

撑作用增强；化纤替代优势长期存在，

在棉价涨幅大于化纤涨幅的情况下，替

代因素将抑制棉价涨幅。 

国内棉花产量连续 4 年下降，消费量保持

平稳，产不足需的情况比较明显，同时进

口量大幅下降，使得国内库存消耗较快。 

贷款建议：春节黄金周的全国零售数据基本延续了去年四季度开始的弱复苏迹象，我们认为 2017年纺服

行业基本面将呈现筑底态势，本期整体建议仍谨慎为主，投资机会上建议关注估值低、分红收益率良好

的行业蓝筹；主业稳健基础上围绕主业积极开展业务延伸和扩张的细分行业龙头。 

数据来源：银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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