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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信息：2017 年 4 月出口纺织品服装约 216.11亿美元 

据海关统计，2017 年 4 月我国出口纺织品服装约 216.11 亿美元，同比增加 3.61%，环

比增加 7.96%。其中出口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98.14 亿美元，同比增加 1.56%，环比增加

7.88%；出口服装及衣着附件 117.97亿美元，同比增加 5.37%，环比增加 8.03%。 

2017年 1-4 月我国累计出口纺织品服装 765.1亿美元，同比减少 1.28%。其中出口纺织

物 330.83亿美元，同比减少 0.11%；出口服装 434.26 亿美元，同比减少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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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年度，截至2017年4月我国累计出口纺织品服装1657.9亿美元，同比减少6.33%。

其中出口纺织物 675.87亿美元，同比减少 4.15%；出口服装 982.04亿美元，同比减少 7.78%。 

2017 年 4 月份规模以上纺织工业增加值增 3.9% 

2017年 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5%(以下增加值增速均为扣除价格

因素的实际增长率)，比 3月份放缓 1.1 个百分点。这里有 4 月份因“五一”小长假提前而

实际工作日比上年同期少一天的因素影响。经季节调整后，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环比

增长 0.56%。1-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 

分行业看，4 月份，41 个大类行业中有 36 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其中，纺织业

增长 3.9%。 

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谈 2017年 1-4月我国对外贸易情况 

根据海关统计，2017年 1-4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 8.4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其中出口 4.57万亿元，增长 14.7%；进口 3.85万亿元，增长 27.8%；顺差 7150 亿元，收窄

26.2%。1-4 月，外贸进出口继续延续去年以来回稳向好的势头，实现较快增长。商务部外

贸司负责人指出，2017年 1-4月我国对外贸易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从商品结构看，机电产品出口 2.64万亿元，增长 14.1%，占比 57.7%，与去年同期基本

持平，其中汽车、船舶、手机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等分别增长 27.5%、20.0%、17.9%

和 13.8%。我国纺织服装等 7大类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也保持较快增长，增幅达到 12.2%

（出口额 9151.6亿元）。 

从经营主体看，民营企业出口 2.10万亿元，增长 17.8%，占比 45.9%，较去年同期提高

1.1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出口第一大经营主体地位。 

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出口 4.75 万亿元，增长 21.6%，占全国外贸总值的 56.5%，

较去年同期提高 0.6个百分点。 

从国际市场看，我对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市场出口分别增长 17.8%、13.5%、13.2%；

对俄罗斯、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快速增长，1-4月

增幅分别达到 29.4%、32.5%、16.7%和 15.1%。 

1-4月，我国进出口较快增长主要原因：一是政策效应逐步显现。近年来，党中央、国

务院出台一系列促进外贸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措施。商务部会同各部门、各地方以空前力

度狠抓政策落实，为企业减负助力，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二是国际市场缓慢复苏。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4 月最新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将 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值由 1月

份的 3.4%提高至 3.5%。从刚刚闭幕的第 121 届广交会情况来看，到会境外客商 19.6万人，

同比增长 5.9%，客商数量达到四年来春交会最好水平，出口成交 300.2 亿美元，同比增长

6.9%，客商和成交实现双增长，初现回稳迹象。三是企业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加快。一大批

企业从供给侧发力，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着力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标准

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企业创新能力增强，动力转换加快。四是大宗商品进口量价齐升。

1-4月，我国原油、铁矿砂、天然气、钢材、铜精矿等 10类大宗商品（占我同期进口总额 

的 24.5%）进口价格上涨 4.5%—96.3%，进口数量增长 5.4%—33.2%，拉动进口增长 12.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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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 

2017 年秘鲁纺织和服装类出口有望扭转下降趋势 

据秘鲁《经营报》5月 4日报道秘鲁出口商协会消息，2017年 1-3月秘鲁纺织服装类出

口同比增长 0.5%，其中纺织品出口 8560万美元，增长 1%，服装出口 2.09亿美元，增长 0.3%。

据此判断，2017 年出口额将接近 12 亿美元，与 2016 年的 11.96 亿美元基本相当，从而有

望扭转近几年下降的趋势。该商会行业负责人表示，国家应建立提高纺织服装出口企业生产

力的机制，以达到出口 20亿美元的中期目标，这一目标曾在 2011年实现过。 

2017 年 3月巴基斯坦出口棉纱 3.72 万吨 

    2017年 3月巴基斯坦出口纺织品服装 10.65亿美元，同比增加 6.22%，环比增加 7.04%； 

出口原棉 493吨，同比减少 20.99%，环比减少 5.56%；出口棉纱 3.72万吨，同比减少 

9.51%，环比增加 0.98%；出口棉布 1.50亿平方米，同比减少 14.18%，环比增加 20.58%。 

2016年 7月-2017年 3月巴基斯坦累计出口纺织品服装 92.95亿美元，同比减少 1.00%；

累计出口原棉 23916吨，同比减少 57.54%；累计出口棉纱 37.19 万吨，同比减少 13.51%；

累计出口棉布 12.34亿平方米，同比减少 4.64%。 

2017 年一季度越南纺织服装业出口增长 11.2% 

  一季度，越南纺织服装业出口额 6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2%，主要市场包括美国、

欧盟、中国、日本和韩国等。欧盟是越南纺织业第二大出口市场，越南与欧盟的自贸协定将

于 2018年生效，将促进越南纺织服装对欧盟出口进一步扩大。2017年越南纺织服装业出口

目标是增长 10%。为实现该目标，越南专注技术创新、丰富种类、优化产品质量和包装等，

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国际市场上竞争力。 

2017 年 4月棉纺企业调查报告 

项目承担：北京棉花展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调查对象：新疆、山东、河北、河南、江苏、浙江、湖北、安徽、江西、山西、陕西、

湖南等省、自治区的棉纺织企业  

4月纺织品市场销售乏力，企业开机率减少、配棉比基本持平，原料采购速度放缓，棉

纱价格维持弱势。企业对储备棉投放资源中的新疆棉竞争激烈，棉花现货价格保持稳定，但

纺织企业以消化原有库存为主，原料库存有所下降。从用棉情况来看，新疆棉与进口棉使用

比例变化不大，受下游市场需求不足的影响，纱、布产销放缓，价格出现松动。据中国棉花

预警信息系统对全国90家定点纺织企业调查结果显示：4月纱线产量同比减少1.58%，其中，

纯棉纱占比减少 3.3个百分点，混纺纱占比增加 4.15 个百分点;布产量同比略增 0.91%，纯

棉布占比减少 0.8个百分点。 

一、纱线库存略增，坯布库存减少。4月纺织企业纱线和布匹的产、销量环比均有不同

程度地下滑，部分前期销售较好的常规品种出现滞销，价格稳中偏弱，月底棉纱库存略有增

加，坯布库存下降。按照全国被调查纺织企业数据显示：当月纱线产量环比减少 5.72%，其

中,纯棉纱占比为 71.14%，较上月增加 1.64 个百分点，混纺纱占比为 21.56%，较上月减少

0.66 个百分点;布产量环比减少 1.29%，其中，纯棉布占比减少 3.5 个百分点。当月，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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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率为 94.99%，较上月减少 3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减少 5 个百分点。月底，纱线库存

约 17天半，较上月增加半天;坯布库存约 25天，较上月减少约 2天。 

二、企业订单减少，棉纱价格下降。4 月纺织业订单较前期减少，棉纱价格整体偏弱。

棉花市场价格稳中略涨，随着下游市场需求减弱，棉纱价格下降，企业利润减少。进口棉纱

在低库存、高成本的支撑下，价格持续上涨，与国产纯棉纱的价差扩大。月底，标准级皮棉

价格约 15949元/吨，较 3月底增加 87元/吨，增幅约 0.55%;国产纱价格降低 165 元至 23245

元/吨，减幅 0.7%;进口棉纱价格约 23645元/吨，增加 108元/吨，增幅 0.46%。 

三、企业原料库存下降。4月因储备棉投放资源中新疆棉的占比下降，而高品质棉花价

格又尚未回调，纺织企业仍以消化原有库存为主。根据被调查企业棉花库存量和用棉量计算，

截止 4 月 30 日，全国纺织企业棉花工业库存数量为 63.87吨左右，预计为 31 天半的用量。

其中，减少棉花库存的占 48%，增加棉花库存的企业数占 35%，持观望态度的占 17%。当月

新疆棉、进口棉使用比重变化均不明显。调查数据显示，新疆棉使用占比 81.86%，较上月

略增 0.14 个百分点，其中，增加新疆棉使用量的企业占比约 26%，减少使用量的企业占比

为 27%，基本持平的企业占比为 48%;进口棉使用占比为 12.65%，较上月略减 0.12个百分点，

其中减少进口棉使用量的企业占 13%，增加使用量的企业占 9%。 

四、纺织服装出口形势向好。2017年 4月我国出口纺织品服装约 216.11 亿美元，同比

增加 3.61%，环比增加 7.96%;1-4 月，我国累计出口纺织品服装 765.1 亿美元，同比减少

1.28%;2016/17年度，截至 2017年 4月我国累计出口纺织品服装 1657.9亿美元，同比减少

6.33%。整体看，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延续了上个月的良好局面，各项数据继续回升。今

年以来，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环境略好于过去两年，近期外贸进出口有望继续回稳向好，但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5 月 5 日第 121届广交会圆满闭幕，虽然出口成交呈回稳向好

态势，但多数企业认为，出口真正回暖还需时日，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我国纺织品服

装企业也将迎来更大的市场和机遇。 

2017 年一季度新疆口岸纺织服装出口大幅增长 

据海关统计，2017 年一季度新疆口岸出口纺织服装 102.4 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

比（下同）增长 22.8%。其中，出口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26.9亿元，同比增长 32.5%，占

同期新疆口岸纺织服装出口总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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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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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季度新疆口岸纺织服装出口主要特点   

（一）3 月份出口止跌回升。3 月份新疆口岸纺织服装出口月度同比、环比均呈增长态

势，3月份出口额达 42.3亿元，同比增长 43.1%，环比增长 1.7倍。 

（二）边境小额为主要贸易方式。一季度，新疆口岸以边境小额贸易方式出口纺织服装

69.2 亿元，增长 41.0%，占总值的 67.6%。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纺织服装 31.6 亿元，下降

3.5%，占总值的 30.9%；以旅游购物商品方式出口纺织服装 1.5 亿元，增长 17.6%，占总值

的 1.5%。   

（三）民营企业出口占主导地位。一季度，新疆口岸民营企业出口纺织服装 94.6亿元，

同比增长 19.7%，占总值的 92.4%。国有企业出口纺织服装 6.8 亿元，同比增长 75.5%，占

总值的 6.6%。外资企业出口纺织服装 1.0亿元，同比增长 1.5倍，占总值的 1.0%。  

（四）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为主要出口市场。一季度，新疆口岸对吉尔吉斯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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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亿元，占总值的 29.3%；对俄罗斯联邦出口纺织服装 19.6亿元，同比下降 2.3%，占总

值的 19.1%；对塔吉克斯坦出口纺织服装 4.3亿元，同比下降 1.7%，占总值的 4.2%，。   

（五）吐尔尕特和伊尔克什坦是主要出口口岸。一季度，吐尔尕特口岸出口纺织服装

28.0亿元，增长 6.1%，占总值的 27.3%；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口 27.6亿元，增长 3.7%；占总

值的 27.0%；都拉塔口岸出口 13.0亿元，增长 35.3%，占总值的 12.7%；霍尔果斯合作中心 

出口 11.5亿元，同比增长 1.2倍，占总值的 11.2%；霍尔果斯口岸出口纺织服装 10.0亿元， 

同比增长 34.0%，占总值的 9.8%。 

二、2017年一季度新疆口岸纺织服装出口增长的原因 

（一）欧亚经济联盟和关税同盟效益显现，对新疆口岸转口贸易拉动日益明显。吉尔吉

斯斯坦是新疆口岸纺织服装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占新疆口岸纺织服装出口半壁江山。吉国自

2015 年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以来，对周边国家的转口贸易更加方便，直接促进了吉国自新疆

口岸纺织服装的进口。 

（二）周边主要出口国家经济呈现复苏势头，对我国商品需求增强。据中亚各国经济主

管部门和相关经济机构预测，塔吉克斯坦 2017年经济增速为 4.8%； 哈萨克斯坦 2017年 GDP

将增长 2.5%； 2017 年俄罗斯经济增速将达 2%。周边主要出口市场经济回暖，需求增加、

消费升级，带动我国优势产品出口大幅增长。 

（三）政策发力新疆纺织服装业进入发展快车道。随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新疆 2017

年将完成纺织服装产业投资 600亿元，新疆纺织服装产业有望保持蓬勃发展，其成果必然通

过新疆口岸进入周边传统出口市场。 

三、当前纺织服装企业需要关注的问题及建议  

（一）贸易壁垒日趋严苛，我国产品亟待转型升级。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对纺织服装

生产过程中化学添加剂的监管持续加强，绿色壁垒日益严苛。如欧盟平均不到 2个月就更新

一版“绿色贸易壁垒”法规，开始阶段是以禁用和限用纺织染料为主，近年开始重点禁用和限

用新的纺织助剂，迄今已禁用和限用纺织染料与纺织助剂 25 类 2000 多个品种。2017 年 1

月份，国际环保纺织协会发布了最新版 Oeko-Tex Standard100 生态纺织品检测标准和限量

值要求，新标准将于今年 4月 1日起正式生效。新标准对纺织品中有害化学残留监管达到了

史上最严程度，但拥有 Oeko-Tex Standard 100证书的生态纺织品不仅销路畅通，而且价格

比普通纺织品要高出 20-30%，欧美地区许多大型采购商都将该标准作为产品采购的技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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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西亚国家地区受欧美地区影响日益加深，很多进出口标准直接搬照欧美，绿色壁垒不

断抬高对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挑战不容忽视。 

（二）新业态不断涌现 纺织服装产业转型需要加快。从行业内部因素看，纺织业国内

产能叠加严重。到目前为止，中国 75%的产能集中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沿海五

省。产业转移缓慢，产能叠加严重，产品主要集中在中低端。未来的纺织服装产业，既是制

造业，又是高新技术产业，既是时尚产业，又是服务业。纺织服装企业需要从“互联网+”到“渠

道+”，不断追求多元化发展。智能制造是传统纺织服装行业转型升级，迈向纺织强国的必然

之路。智能制造不是简单的用机器替代部分劳动力，而是要让“智能化”融入到企业订单、供

应链、生产、销售、服务的每一个环节，打造柔性供应链，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用

智能制造的手段，实现纺织服装产业的转型升级。 

    （三）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加速发展。在政策制定上，2016 年，新疆有关部门研究制

定新疆纺织服装产品向西出口运输财政补贴管理办法，开展对俄罗斯纺织服装市场调研，举

办纺织服装企业外贸人才培训班。在交通运输上，自治区经信委组织精河县生产的地毯通过

中欧班列运输至德国杜伊斯堡。纺织品搭乘中欧班列，有助于扩大新疆纺织服装产品向西出

口，进一步推动新疆纺织服装出口加工基地建设。一系列优惠政策有效帮助新疆纺织服装企

业开拓了国际市场。 

为此建议：一是引导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推进产品环保升级，积极通过生态认证以增强

纺织服装产品在国际的认可度，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强化国际竞争力。二是及时关

注欧美、中西亚等国家的技术安全要求，及早针对新法规采取设备升级、助剂更换等应对措

施，完善产品质量监管体系，确保产品匹配出口市场合格标准，巩固周边国家市场份额。三

是引导鼓励企业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支持纺织服装行业龙头企业、品牌企业兼并重组，通过

横向联合、纵向整合做优做强，一方面，依托新疆产业优势，进一步开拓“陆上丝绸之路”

市场，另一方面，提高企业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集团。  

行业数据：2017 年 1-3 月纺织工业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汇总表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本月止累计 去年累计 同比±（%） 

1 企业单位数 户 37678 37678 
 

2 亏损企业数 户 5962 6268 -4.88 

3 亏损面 % 15.82 16.64 
 

4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167665254 153556466 9.19 

5 主营业务成本 万元 148371748 135566784 9.45 

7 销售费用 万元 3489514 3260048 7.04 

8 管理费用 万元 5169765 4849378 6.61 

9 财务费用 万元 1796915 1766303 1.73 

10 其中：利息支出 万元 1431784 1462115 -2.07 

11 利润总额 万元 8643602 7636168 13.19 

12 亏损企业亏损额 万元 638633 786974 -18.85 

14 资产总计 万元 435395264 409637059 6.29 

15 其中：流动资产合计 万元 229323914 217256767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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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其中：应收账款 万元 47617154 44576896 6.82 

17             存货 万元 63618359 60234438 5.62 

18             其中：产成品 万元 28193558 26961060 4.57 

19 负债合计 万元 227153983 217306763 4.53 

20 出口交货值 万元 20032836 19237601 4.13 

2017 年 1-3 月纺织工业经济指标分行业完成情况 

单位：亿美元、% 

行  业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资产负债率(%) 

本月止累计 同比±% 本月止累计 同比±% 本月止累计 去年同期 

纺织全行业 16766.53  9.19  864.36  13.19  52.17  53.05  

棉纺及印染 6121.50  10.28  276.07  6.29  53.27  53.60  

毛纺织 470.37  5.64  20.34  0.50  55.21  54.46  

麻纺织 128.70  0.28  6.97  0.00  43.41  43.68  

丝绢纺织 283.91  12.06  13.59  19.23  50.21  52.72  

化纤织造 291.08  10.20  13.65  13.14  62.04  62.30  

针织 706.14  11.40  36.50  14.48  54.24  54.73  

家纺 609.72  0.46  32.99  -6.00  50.54  50.96  

非家纺 711.36  7.05  39.96  3.61  49.37  49.86  

服装 5318.69  7.43  309.44  10.14  46.64  47.40  

化学纤维 1855.63  15.05  96.80  84.68  58.53  60.92  

纺织机械 269.42  10.17  18.05  26.25  54.22  56.44  

2017 年 1-3 月纺织工业产品产量完成情况 

名        称 单 位 本  月 本月止累计 累计同比±% 

  纱 吨 3519916  9548656  6.03  

    1、棉纱 吨 2383924  6570184  5.09  

    2、棉混纺纱 吨 539011  1424074  9.51  

    3、化学纤维纱 吨 596980  1554398  6.98  

  布 万米 605550  1561358  3.73  

    其中：色织布(含牛仔布) 万米 21675  59024  2.61  

   其中：1.棉布 万米 329873  870514  4.75  

      2.棉混纺布 万米 119639  309719  6.35  

      3.化学纤维布 万米 155491  379886  -0.69  

  印染布 万米 479811  1149494  6.95  

  绒线（俗称毛线） 吨 39214  92313  6.58  

  毛机织物（呢绒） 万米 4419  12166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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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麻布(含亚麻≥55%) 万米 2700  7739  9.93  

  苎麻布(含苎麻≥55%) 万米 3298  9926  14.64  

  蚕丝 吨 12579  35670  10.14  

    其中:绢纺丝 吨 631  1594  7.90  

  蚕丝及交织机织物(含蚕丝≥50%) 万米 5760  15224  4.05  

 无纺布(非织造布) 吨 407905  1059427  2.59  

 帘子布 吨 69654  196938  6.35  

  服装 万件 255031  682481  1.11  

    1、梭织服装 万件 134038  360226  0.32  

        其中:羽绒服 万件 2368  7625  6.83  

              西服套装 万件 4277  11520  -4.15  

            衬衫 万件 7936  20826  -4.00  

    2、针织服装 万件 121023  322322  2.01  

  化学纤维用浆粕 吨 134032  370611  -6.23  

  化学纤维 吨 4415460  11925178  6.87  

    其中：人造纤维(纤维素纤维) 吨 389840  1144299  11.22  

            其中:粘胶短纤维 吨 313506  928287  11.60  

                 粘胶纤维长丝 吨 22609  61097  9.79  

                 醋酸纤维长丝 吨 32113  95308  4.21  

         合成纤维 吨 4020719  10766453  6.41  

            其中:锦纶纤维 吨 307203  827400  8.24  

                 涤纶纤维 吨 3511449  9346921  6.32  

                 腈纶纤维 吨 67998  198771  2.98  

                 维纶纤维 吨 7819  22077  3.82  

                 丙纶纤维 吨 27531  69042  12.89  

                 氨纶纤维 吨 49120  141671  15.43  

2017 年 1-3 月纺织品服装进出口额统计 

单位：亿美元、% 

项   目 

出口 进口 

小计 纺织品 服装 小计 纺织品 服装 

当年 同比 当年 当年 当年 同比 当年 当年 

一、贸易方式 564.61 -3.05 245.04 319.57 58.78 5.42 39.44 19.34 

1.一般贸易 425.44 -6.06 199.92 225.52 35.70 13.77 20.98 14.72 

2.进料加工 50.11 -7.96 23.86 26.25 13.15 0.57 12.87 0.27 

3.来料加工 10.76 -10.16 1.03 9.73 4.25 -9.92 3.87 0.38 

4.其他贸易 78.30 24.15 20.22 58.08 5.52 -14.25 1.71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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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类型企业 

1.国有进出口公司 62.19 -4.19 23.85 38.34 7.30 16.83 5.57 1.73 

2.集体企业 14.29 -11.25 7.37 6.92 1.03 79.39 1.00 0.03 

3.三资企业 117.48 -6.97 53.87 63.61 34.87 3.35 23.32 11.56 

4.民营企业 370.64 -1.18 159.95 210.69 15.58 2.54 9.55 6.03 

三、分原料加工 

1.棉制产品 173.73 -8.02 53.89 119.85 24.28 10.62 17.16 7.11 

2.毛制产品 12.99 46.86 3.75 9.23 1.85 2.63 0.99 0.86 

3.麻制产品 2.89 -17.07 2.89 0.00 0.47 7.04 0.47 0.00 

4.丝制产品 8.82 83.70 2.04 6.77 0.47 -13.19 0.09 0.37 

5.化纤制产品 259.85 -3.04 136.96 122.88 20.77 2.07 15.90 4.87 

6.未列名其他材料 106.34 -1.87 45.50 60.83 10.96 2.47 4.82 6.13 

四、主要国家地区 

1.亚洲地区 252.97 -5.08 134.23 118.74 48.26 5.69 33.88 14.37 

(1)香港 27.48 -13.41 12.01 15.46 0.27 -19.33 0.22 0.05 

(2)日本 49.50 -1.38 11.74 37.76 7.50 0.27 4.60 2.90 

(3)韩国 17.82 -4.31 6.78 11.04 4.34 -4.40 3.51 0.83 

2.欧洲 117.86 -1.81 36.74 81.13 7.82 4.25 3.71 4.11 

(1)欧盟 98.26 -4.14 30.89 67.37 7.54 4.37 3.56 3.97 

3.非洲 38.98 -6.95 20.03 18.95 0.64 7.07 0.05 0.59 

4.大洋州 15.56 -7.74 4.44 11.12 0.06 3.79 0.05 0.00 

5.北美自由贸易区 109.12 -1.20 37.12 72.00 1.90 4.40 1.70 0.20 

(1)美国 96.02 -1.15 30.91 65.11 1.73 5.84 1.61 0.11 

2017 年 1-3 月纺织品服装分省市进出口额统计 

单位：亿美元、% 

省市名称 

出口 进口 

小计 纺织品 服装 小计 纺织品 服装 

当年 同比 当年 当年 当年 当年 当年 

1.北京 5.01 -10.57 1.78 3.23 3.05 2.06 0.99 

2.天津 4.89 2.20 2.78 2.11 0.89 0.51 0.38 

3.河北 11.29 23.57 4.21 7.07 0.28 0.26 0.02 

4.山西 0.24 -9.58 0.24 0.00 0.00 0.00 0.00 

5.内蒙古 1.09 -16.46 0.39 0.70 0.00 0.00 0.00 

6.辽宁 9.07 4.21 1.88 7.19 1.89 1.11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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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吉林 1.12 8.68 0.42 0.70 0.33 0.16 0.17 

8.黑龙江 1.14 -38.58 0.42 0.72 0.03 0.02 0.01 

9.上海 39.23 -3.83 16.31 22.92 16.06 5.67 10.39 

10.江苏 97.90 4.84 48.22 49.68 6.34 4.67 1.67 

11.浙江 137.93 0.57 79.89 58.04 6.39 4.83 1.55 

12.安徽 6.96 -4.47 3.38 3.57 0.97 0.95 0.01 

13.福建 41.15 -20.84 13.90 27.25 2.40 2.18 0.22 

14.江西 11.33 5.95 3.22 8.11 0.33 0.30 0.02 

15.山东 45.34 0.59 21.83 23.50 3.34 3.06 0.28 

16.河南 3.76 -5.94 2.10 1.65 0.29 0.10 0.19 

17.湖北 5.10 -10.80 1.53 3.57 0.31 0.27 0.03 

18.湖南 2.97 46.98 0.70 2.27 0.34 0.33 0.01 

19.广东 111.13 6.61 29.70 81.42 14.53 12.39 2.14 

20.广西 8.82 -37.75 5.48 3.33 0.07 0.07 0.00 

21.海南 0.12 -19.16 0.10 0.02 0.21 0.02 0.19 

22.四川 2.57 -10.36 1.53 1.04 0.33 0.14 0.19 

23.重庆 1.96 -83.77 0.62 1.34 0.11 0.08 0.03 

24.贵州 0.09 -96.83 0.03 0.06 0.00 0.00 0.00 

25.云南 1.19 -53.57 1.00 0.19 0.03 0.02 0.02 

26.西藏 0.37 5.61 0.05 0.32 0.01 0.00 0.01 

27.陕西 0.77 3.11 0.39 0.38 0.02 0.01 0.00 

28.甘肃 0.04 -97.95 0.03 0.01 0.00 0.00 0.00 

29.青海 0.34 5.36 0.22 0.12 0.00 0.00 0.00 

30.宁夏 0.75 2.57 0.24 0.51 0.00 0.00 0.00 

31.新疆 10.95 29.25 2.41 8.54 0.20 0.19 0.01 

全国纺织品服装进出口贸易总值表 

年   度 项   目 
进出口

(亿美元) 

出口(亿

美元) 

进口(亿

美元) 

贸易差

额(亿美

元) 

累计比去年同期(%) 

进出

口 
出口 进口 

2011年 全国 36420.6 18986.00 17434.60 1551.40 22.50 20.30 24.90 

2011年 纺织 2772.80 2541.23 231.57 2309.66 19.35 19.87 13.96 

2011年 纺织占全国比重 7.61 13.38 1.33 148.88 

   2012年 全国 38667.6 20489.40 18178.30 2311.10 6.20 7.90 4.30 

2012年 纺织 2873.64 2625.63 248.01 2377.62 3.64 3.32 7.10 

2012年 纺织占全国比重 7.43 12.81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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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全国 41603.1 22100.20 19502.90 2597.30 7.60 7.90 7.30 

2013年 纺织 3196.20 2920.75 275.45 2645.30 11.22 11.24 11.06 

2013年 纺织占全国比重 7.68 13.22 1.41 

    2014年 全国 43030.4 23427.50 19602.90 3824.60 3.40 6.10 0.40 

2014年 纺织 3343.33 3069.58 273.75 2795.83 4.60 5.10 -0.62 

2014年 纺织占全国比重 7.77 13.10 1.40 

    2015年 全国 39586.4 22765.70 16820.70 5945.00 -8.00 -2.80 -14.10 

2015年 纺织 3176.92 2911.48 265.44 2646.04 -4.48 -4.78 -1.01 

2015年 纺织占全国比重 8.03 12.79 1.58 

    2016年 全国 36849.30 20974.40 15874.80 5099.60 -6.80 -7.70 -5.50 

2016年 纺织 2942.99 2701.20 241.79 2459.41 -7.36 -7.22 -8.91 

2016年 纺织占全国比重 7.99 12.88 1.52 

    2017年 3月 全国 8999.70 4827.90 4171.80 656.10 15.00 8.20 24.00 

2017年 3月 纺织 623.39 564.61 58.78 505.83 -2.31 -3.05 5.42 

2017年 3月 纺织占全国比重 6.93 11.69 1.41 

    
2015 年全国分行业分品种能源消耗情况 

图一： 

行   业 
发电煤耗法 电热当量法 煤合计 焦炭 原油 

万吨标准煤 万吨标准煤 万吨 万吨 万吨 

全社会总计   397015 44059 54088 

其中：工业 280206 209726 375650 43923 54052 

一  采矿业 14721 10376 30222 237 1024 

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5960 4345 28493 63.0 0.03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3996 3156 186 0.00 987.5 

二  制造业 248931 191947 179475 43644 53028 

其中：轻工业 14892 10467 11024 152.0 0.09 

      纺织工业 9810 5898 6077 4.00 0.01 

     石油和化学工业 72142 59304 79866 3648 53027 

      建材工业 35060 29384 31195 904.0 0.21 

      钢铁工业 74731 64985 33512 37336 0.02 

      有色金属工业 20502 10440 14499 565.0 0.01 

      机械工业 16658 9096 2380 996.0 0.15 

      通讯及电子工业 3454 1579 169 17.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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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工业 1682 794 753 22.0 0.00 

三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6553 7403 165953 41.0 0.27 

其中：电力、热力 14672 6545 165382 39.0 0.27 

分行业工业总计 280206 209726 375650 43923 54052 

图二： 

行 业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天然气 电力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亿立方

米 
亿千瓦时 

全社会总计 11368 2664 17360 4662 1932 58020 

其中：工业 477 21 1516 3133 1234 41550 

一  采矿业 40 2 491 32 163 2378 

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0.64 1.72 165.03 0.43 14.42 884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1.29 0.00 47.50 28.47 143.06 459 

二  制造业 403 19 960 3093 719 31178 

其中：轻工业 85.87 1.43 133.49 21.13 40.48 2421 

      纺织工业 26.73 0.26 30.61 10.72 11.06 2141 

     石油和化学工业 70.48 4.02 167.15 2785.52 412.08 7024 

      建材工业 30.08 2.46 293.05 207.40 84.03 3105 

      钢铁工业 11.32 0.24 68.11 3.80 44.05 5333 

      有色金属工业 6.67 0.73 44.94 44.74 42.52 5505 

      机械工业 149.34 8.07 199.69 16.23 72.14 4137 

      通讯及电子工业 20.38 0.69 17.61 2.45 8.66 1026 

      其他工业 2.51 0.74 5.83 0.90 3.62 486 

三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3.30 0.08 65.41 8.57 352.71 7994 

其中：电力、热力 25.97 0.08 60.74 8.38 343.7 7435 

分行业工业总计 477 21 1516 3133 1234 41550 

原中咨公司  张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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