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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信息：前 7月纺织工业增加值增长 4.5%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消息显示，7 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4%(以

下增加值增速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比 6 月份回落 1.2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月

加快 0.4个百分点。从环比看，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0.41%。1-7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8%。 

分地区看，7 月份，东部地区增加值同比增长 6.4%，中部地区增长 7.9%，西部地区增

长 5.9%，东北地区增长 0.6%。 

7月份，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1-7月份，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3%。主要行

业增加值中，7月份，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3%；1-7月份，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主要产品产量中，7 月份，布 63 亿米，同比增长 2.8%；1-7 月份，布 412 亿米，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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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 月份，化学纤维 449 万吨，同比增长 4.2%；1-7 月份，化学纤维 3008 万吨，同比

增长 4.3%。 

7 月份，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 97.7%，比上年同期提高 0.4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实现

出口交货值 1070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0.7%。 

2017 年上半年印染行业出口持续走低 

2017 上半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序推进，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产量、主营业

务收入、利润、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在合理区间保持增长，内生发展动力有所增强，

但出口回升动力仍显不足。 

2017年1-6月份，规模以上印染企业印染布产量271.72亿米，较2016年同期增加6.14%，

增速较去年回升 6.31 个百分点。 

2017年 1-6 月份，印染企业 500万元以上项目固定资产完成投资 195.86 亿元，同比增

加 0.62%，增速较 2016年同期回落 2.11个百分点。2014年以后，受短期信心不足，劳动力

成本上涨、融资困难等影响，投资增速继续回落。 

2017年 1-6 月份，规模以上印染企业三费比例 5.92%，较 2016年同期增长 0.09个百分

点，其中，棉印染企业为 5.81%，化纤印染企业为 7.48%。成本费用利润率 4.94%，较 2016

年同期增长 0.02 个百分点；销售利润率 4.69%，较 2016 年同期增长 0.02 个百分点；产成

品周转率 14.1 次/年，同比提高 5.49%；应收账款周转率 5.82次/年，同比增长 6.49%；总

资产周转率 0.72次/年，同比增长 4.75%，行业整体营运能力基本平稳。 

2017 年 1-6 月份，规模以上印染企业亏损企业户数 302 家，亏损面 17.64%，较一季度

减少 3.88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总额 8.04亿元，较 2016年同期增长 15.51%。 

2017 年 1-6 月份，印染八大类进出口总额 121.18 亿美元，同比减少 2.68%，增速较一

季度增加 0.31个百分点，较 2016年同期下降 0.74个百分点；贸易顺差 102.35 亿美元，同

比减少 2.21，增速较 2016年同期减少 2.56个百分点。 

2017 年 1-6 月份，印染八大类产品进口数量 5.02 亿米，同比减少 3.47%增速较一季度

提高 7.98个百分点，较 2016年同期回升 5.05个百分点；进口金额 9.41亿美元，同比减少

5.13%，增速较 2016年同期提高 7.32个百分点；进口单价 1.87美元/米，同比减少 1.72%，

增速较 2015年同期提高 2.57个百分点。 

2017 年 1-6 月份，印染八大类出口数量 110.93 亿米，同比增加 5.25%，增速较 2016

年同期下降 2.98 个百分点；出口金额 111.77 亿美元，同比减少 2.46%，增速较 2016 年同

期回落 1.55个百分点；出口平均单价 1.01美元/米，同比减少 7.33%，增速较 2016年同期

回升 1.18个百分点。出口金额和出口单价从 2014年起持续走低。 

当前，面临全球经济弱复苏、市场需求动力不足、资源环境要素受制约和环保压力增大

等问题，印染行业转型升级进程进一步加快。除了依靠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实现行业转型升

级外，印染行业更加注重价值链的创新，从只注重加工生产，向前端设计研发、后端市场营

销终端控制延伸，也更加注重绿色产业链的发展，加强产业链上下协同，推动上下游产业协

同发展。预计下半年，印染行业继续保持平稳发展，主要运行指标保持增长，出口形势有所

好转。 

2017 年上半年化纤行业运行分析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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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化纤行业运行继续保持向好态势。随着纺织市场回暖，对化纤的需求有所好转，

行业整体开工率较去年同期有所提高，化纤市场淡季不淡。另受原油价格上涨的传导，化纤

主要产品平均价格高于去年同期。行业运行质量改善，盈利能力提升。投资有反弹趋势，需

密切关注。 

一、行业运行基本情况 

（一）生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6月化纤产量 2559.27万吨，同比增长 4.82%，增速

比去年同期下降 3.57 个百分点，显示化纤行业结构调整、控制总量取得一定效果。其中，

涤纶产量 2035.76 万吨，同比增长 3.59%；锦纶产量 179.62 万吨，同比增长 11.41%；人造

纤维产量 224.91万吨，同比增长 10.53%。 

表 1  2017年 1-6月化纤产量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化纤协会 

上半年，化纤行业整体开工率高于去年同期，并且在 5、6 月份的传统淡季仍保持较高

负荷，呈现出了淡季不淡的行情。特别是涤纶长丝行业平均负荷维持在近 80%的较高水平，

且库存较低，产销形势较好。直纺和切片纺企业的负荷较上年同期均有明显提高，6、7 月

份直纺负荷达 85%以上的高位。 

图 1  2016-2017年化纤主要子行业开工率 

  

资料来源：CCF、CCFEI 

（二）市场---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传导，上半年主要化纤产品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上

涨 20%-40%。涤纶产品受原油价格波动、PTA 期货多空博弈、供需关系变化等的影响，呈现

两波明显的涨跌行情；锦纶价格大起大落，走势与原料 CPL几乎完全一致，上半年平均价格

较去年同期高出 40%；粘胶短纤价格受化纤整体走势和原料的影响，也呈先涨后跌的走势，

6-7月份，随着刚需回复、环保压力导致实际开工产能下降，供需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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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化纤价格上升明显，但我们将时间向前推移到 2010 年，可以

发现化纤产品价格一路下行，并且跌幅超过油价，说明化纤行业通过自身的结构调整和技术

进步，为下游行业挤出了一定的盈利空间。去年下半年以来的这轮上涨，一方面要是由于大

宗商品价格上升而导致的成本驱动，另一方面也是修正化纤价格持续下跌的价值回归，而且

目前仍然处于历史相对低位。 

（三）库存---2016 年化纤行业是一个去库存的过程，主要产品库存在四季度末降至低

位，但随着库存降低和效益好转，行业开工率提升，化纤库存自进入 2017 年后持续增加，

下游春节减产导致需求下降，加快了化纤库存累积，多数产品的库存在 3月末达到高峰。库

存增加加大了化纤市场压力，当原料价格下降时，化纤产品失去成本支撑，价格快速回落。

随着下游需求的回暖，又展开一轮去库存的行情，7月份化纤主要产品的库存均回落到较低

水平。 

（四）进出口---1-6月，共进口化纤 43.78万吨，同比增加 6.56%，显示国内对进口产

品保持一定的刚性需求。腈纶和氨纶的进口量微跌，其他产品进口量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粘

胶短纤仍是最大进口品种，进口产品主要是莫代尔纤维；涤纶长丝进口增幅最大，达 10.36%。 

从外需来看，全球经济加快增长，制造业回暖，经济和贸易增速创近 6 年新高。同时，

随着全球纺织产业布局调整加快，对化纤产品的需求增加。上半年，我国化纤直接出口 209

万吨，同比增长 5.49%，全年出口量有望突破 400 万吨。 前五位出口市场是土耳其、美国、

巴基斯坦、越南、埃及。其中，对埃及出口涤纶长丝增长较快。 

表 2  2017年 1-6月化纤产品进出口情况 

 进口量（吨） 同比 出口量（吨） 同比 

化学纤维 437797.7 6.56% 2090909.1 5.49% 

其中：涤纶长丝 63357.7 10.36% 1057189.5 2.48% 

涤纶短纤 59603.6 7.63% 526499.2 10.57% 

锦纶长丝 55248.6 2.23% 104120.0 10.65% 

腈纶 89164.7 -0.97% 25676.4 128.24% 

粘胶长丝 2305.9 5.19% 40608.8 9.36% 

粘胶短纤 97825.9 1.39% 173795.4 -0.29% 

氨纶 13019.4 -0.74% 28377.4 -2.56% 

资料来源：据中国海关数据整理 

（五）需求---随着终端需求回暖，化纤主要下游行业加弹、织机、经编等开机率较去

年上半年有不同程度的提升，特别是加弹机保持较高开机率，圆机表现稍弱。据了解，近年

来，下游织造生产面料 DTY 用量达 65%左右，尤其是针织经编、纬编上生产绒类产品的 DTY

用量比例达 75%以上。 

（六）投资---上半年，化纤行业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30.64亿元，同比增长 20.3%，

增速有反弹的趋势。其中，涤纶行业增长 45.11%，人造纤维行业增长 27.7%，锦纶行业增速

较前几年有所回落。 

化纤行业自 2012 年进入调整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持续回落，但今年上半年 20.3%

的增速较前几年明显反弹，虽然在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纤维新材料方面的投资有所增加，

但也应密切跟踪，防止控制总量任务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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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质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6月份，化纤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4154亿元，同

比增长 15%；实现利润总额 20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53%，是纺织子行业中增长最快的行业。 

行业亏损面 17.02%，同比减少 5.5个点；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大幅减少 42%。 

行业利润主要来自人纤、涤纶和锦纶三大行业，其中涤纶行业利润总额 82.14 亿元，同

比增加 82.35%；其次是人纤行业，利润总额 65.03亿元，同比增长 35.17%；；锦纶行业利润

总额 22.73亿元，同比增长 22.5%；氨纶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大幅增长 62.53%。 

从化纤行业运行质量来看：行业盈利能力明显增强，主营业务利润率达 4.81%，同比提

高 1.2个百分点；平均负债水平有所下降，偿债能力有所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略有好转；三

费比例有所下降，其中财务费用同比下降明显。 

表 3  2017年 1-6月化纤行业运行质量情况 

 

资料来源：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上半年，化纤整体价格明显高于去年同期，主要产品的加工区间扩大，这也是行业利润

大幅增长的原因。从图 17和图 18可以直观看出行业利润的增长。 

二、重点关注 

（一）原油---原油价格经过 2016年一年的波动攀升之后，年底达到 50美元/桶上方。今

年上半年，原油价格延续保持在 50美元上下波动，OPEC虽然为提升油价一直在做着减产的

努力，但美国页岩油产量不断增加，双方博弈剧烈，油价整体走势偏弱。 

美国页岩油成本不断降低，已经完全适应了 50美元/桶左右的油价区间，所以预期其产

量将会继续增加。而 OPEC产油国成本远高于美国页岩油，财政压力巨大。OPEC 减产虽对油

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在 50 美元上下博弈剧烈。 多家机构预测，2017 年油价仍将在 50

美元/桶左右的区间运行。 

（二）原料---PTA：近两年，PTA 装置大规模停产改变了 PTA 行业原本产能过剩的局面，

也使 PTA 市场保持了弱平衡状态。但 2017年，行业要密切关注部分 PTA停产装置重启的问

题，蓬威石化 90 万吨产能已于 2 月重启，另有翔鹭 450 万吨和远东 140 万吨产能有重启计

划。此外，良好加工费下厂家不会轻易停产检修，因此预计 PTA市场供应量将增加。 

MEG：部分聚酯企业开始逐渐接受煤制乙二醇产品，掺用比例也有一定提升。2017年煤

制乙二醇开工负荷明显提升，装置运行稳定，产量较去年有明显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聚酯行业乙二醇短缺问题。 

CPL：2017年是 CPL 扩能高峰，新增产能可能将达 100 万吨，超过现有产能的 1/3，预

计 CPL价格将下降。 

（三）新增产能---2017年，化纤新增产能压力依然存在，初步统计，2017年聚酯计划新

增产能 380万吨，以瓶片和涤纶长丝为主；粘胶纤维计划新增 30-50万吨，不过大多预计年 

底投产，对今年的行情影响不大，对明年的行业运行将产生较大影响；锦纶行业新增产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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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行业运行态势估计会有所好转。 

另外还需关注长期停产装置的重启，随着行业并购重组步伐加快，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

高。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被收购重组的聚酯产能达 238万吨，随着行情好转，这些产能正

在加速重启，将对市场形成一定压力。 

（四）环保问题---2017年环保进行时，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落实，各地政府也纷

纷重拳出击，纺织行业正遭受重重考验。但这是行业高速发展之后应付出的代价，也是行业

转型升级必经的阵痛。环保整治敦促纺织印染行业重视环保生产问题，也倒逼企业转型升级，

提高生产技术，朝绿色方向发展。 

今年，对于再生纤维行业来说，靴子终于落地，那就是禁废令。4 月 18 日，中央审议

通过了《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7月 19日，中国

环保部向 WTO提交文件，拟于 2017年年底前开始将不再接收外来垃圾，涉及 4类 24种（包

括废弃塑胶、纸类、废弃炉渣与纺织品）。该禁令将对再生纤维行业影响巨大。 

三、全年化纤行业运行预测 

综上分析，下半年，化纤行业运行影响要素的形势为：原油将在 50美元低位振荡；PTA、

EG、CPL等主要原料供应量预期增加；新增产能及重启产能将对市场造成较大压力；环保整

顿影响下游开工；已发布的 7月经济数据全面不及预期。纺织内需仍将平稳增长，外需也将

继续回暖，特别是一带一路和非洲市场。 

预计下半年化纤市场较上半年平稳，但主要产品价格区间和盈利水平低于上半年；化纤

行业全年运行质效总体好于去年；随着去年基数的提高，效益增幅会明显回落。 

2017 年上半年美国棉纺织品和服装进口量同比持平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报告，2017 年上半年，美国棉纺织品和服装进口量约相当于 860 万

包棉花，和 2016年同期的 850万包基本持平。其中，棉制品出口下降 3%，为 180万包。按

数量计算，棉纺织品和服装贸易逆差小幅增加到 680万包。 

美国棉纺织品进口主要来自几个来源，前五个来源的进口量占到 2017 年上半年进口总

量的三分之二。虽然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增多，但中国仍是第一大供应国。2017 年上半年，

中国占美国棉纺织品和服装进口量的 30%，印度占 12%，其余为巴基斯坦、越南和孟加拉国，

各占 8%左右。 

2017 年 1-7 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快速增长 

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近日表示，根据海关统计，今年 1-7月我国进出口额 15.46万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 18.5%；其中出口 8.53万亿元，增长 14.4%；进口 6.93万亿元，增长 24.0%；

顺差 1.60万亿元，收窄 14.5%。 

从商品结构看，机电产品出口 4.87万亿元，增长 14.2%，占比 57.1%，与去年同期基本

持平，其中汽车、船舶、计算机及其零部件和手机等分别增长 29.3%、16.9%、19.8%和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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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从经营主体看，民营企业出口 4.01万亿元，增长 17.3%，占比 4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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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际市场看，我国对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市场出口分别增长 18.4%、15.5%、12.1%； 

对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快速增长，增幅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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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28.6%、24.2%、20.9%和 13.9%。 

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指出，2017 年 1-7 月，我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以

下几方面因素： 

一是国际市场回暖；二是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三是企业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加快；四

是大宗商品进口量价齐升拉动我国进口较快增长。 

从全年来看，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

还不稳固，“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国内综合要素成本不断上涨，订单

和产业转移仍然较快，我国出口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保持进出口回稳向好势头的任务

仍然艰巨。 

行业数据：2017 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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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81  37781  
 

2 亏损企业数 户 5223  5284  -1.15  

3 亏损面 % 13.82  13.99  
 

4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366092491  334027906  9.60  

5 主营业务成本 万元 325159147  296062284  9.83  

7 销售费用 万元 7302314  6753688  8.12  

8 管理费用 万元 10794633  10067400  7.22  

9 财务费用 万元 3706699  3600807  2.94  

10 其中：利息支出 万元 2968858  2972942  -0.14  

11 利润总额 万元 18802659  16856247  11.55  

12 亏损企业亏损额 万元 1018704  1192163  -14.55  

14 资产总计 万元 455393945  424957635  7.16  

15 其中：流动资产合计 万元 238229425  223068528  6.80  

16       其中：应收账款 万元 51149746  48131524  6.27  

17             存货 万元 66034208  61550850  7.28  

18             其中：产成品 万元 29802527  28231910  5.56  

19 负债合计 万元 236965554  223265356  6.14  

20 出口交货值 万元 45066639  43013718  4.77  

2017 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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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09.25  9.60  1880.27  11.55  55.76  52.54  

棉纺及印染 13143.47  10.07  604.06  4.29  55.75  53.21  

毛纺织 1088.36  4.55  54.56  6.12  58.44  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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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纺织 288.75  4.70  12.94  -4.40  44.11  44.29  

丝绢纺织 628.32  11.36  30.39  21.25  52.80  52.32  

化纤织造 675.16  10.83  35.97  16.64  64.16  61.88  

针织 1588.47  10.90  84.40  13.37  58.62  55.23  

家纺 1369.79  6.59  73.06  0.29  52.88  50.94  

非家纺 1566.45  7.55  87.53  -0.79  50.80  48.73  

服装 11495.84  7.97  654.50  11.95  51.59  46.94  

化学纤维 4154.16  15.09  199.96  53.10  63.10  59.62  

纺织机械 610.48  12.74  42.89  23.11  56.71  56.25  

2017 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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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1264  20515447  5.08  

    1、棉纱 吨 2602769  13972008  3.93  

    2、棉混纺纱 吨 621270  3181264  9.06  

    3、化学纤维纱 吨 657226  3362175  6.30  

  布 万米 662926  3458260  4.52  

    其中：色织布(含牛仔布) 万米 23916  129175  4.97  

  其中：1.棉布 万米 360779  1894425  5.08  

2.棉混纺布 万米 130043  686646  6.47  

3.化学纤维布 万米 172024  876923  1.90  

  印染布 万米 525815  2717214  5.62  

  绒线（俗称毛线） 吨 38871  208291  7.07  

  毛机织物（呢绒） 万米 5410  27092  -2.88  

  亚麻布(含亚麻≥55%) 万米 2099  13610  -2.36  

  苎麻布(含苎麻≥55%) 万米 4852  22183  11.06  

  蚕丝 吨 14451  73058  3.25  

    其中:绢纺丝 吨 814  3827  2.75  

  蚕丝及交织机织物(含蚕丝≥50%) 万米 5801  32836  4.21  

无纺布(非织造布) 吨 430401  2264671  3.32  

帘子布 吨 75060  434350  6.11  

  服装 万件 287166  1474755  1.94  

    1、梭织服装 万件 153709  791101  1.73  

       其中:羽绒服 万件 2990  15322  6.64  

              西服套装 万件 4587  24119  -3.47  

          衬衫 万件 9216  46433  -2.22  

    2、针织服装 万件 133461  683679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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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纤维用浆粕 吨 113959  739738  -2.86  

  化学纤维 吨 4783400  25592667  4.82  

    其中：人造纤维(纤维素纤维) 吨 379584  2249150  10.53  

            其中:粘胶短纤维 吨 314518  1852968  11.57  

                 粘胶纤维长丝 吨 20353  123121  6.19  

                 醋酸纤维长丝 吨 28019  181012  1.70  

         合成纤维 吨 4397419  23311008  4.29  

            其中:锦纶纤维 吨 336096  1796204  11.41  

                 涤纶纤维 吨 3865025  20357638  3.59  

                 腈纶纤维 吨 63320  393034  3.27  

                 维纶纤维 吨 8260  46148  8.93  

                 丙纶纤维 吨 26925  145300  9.56  

                 氨纶纤维 吨 52739  296883  15.88  

2017 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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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53 0.49 558.56 716.96 120.42 4.79 81.73 38.69 

1.一般贸易 964.56 -2.82 459.08 505.48 70.87 11.30 41.87 29.00 

2.进料加工 108.68 -6.25 50.48 58.21 28.20 -3.01 27.52 0.68 

3.来料加工 20.95 -11.42 2.07 18.89 9.90 -9.31 8.82 1.08 

4.其他贸易 181.33 32.23 46.94 134.39 11.11 1.45 3.51 7.60 

二、主要类型企业 

1.国有进出口公司 136.46 -2.81 53.21 83.25 13.52 8.10 10.33 3.19 

2.集体企业 31.19 -7.25 15.92 15.27 1.99 56.25 1.93 0.07 

3.三资企业 252.76 -5.58 116.08 136.68 72.26 2.71 49.45 22.81 

4.民营企业 855.12 3.33 373.35 481.77 32.65 6.06 20.03 12.62 

三、分原料加工 

1.棉制产品 392.72 -2.88 121.39 271.33 46.08 5.52 32.65 13.44 

2.毛制产品 31.74 33.86 9.40 22.34 5.46 0.54 3.30 2.16 

3.麻制产品 5.55 -6.94 5.55 0.00 0.82 2.20 0.82 0.00 

4.丝制产品 19.00 101.34 4.17 14.83 0.91 -9.79 0.20 0.72 

5.化纤制产品 591.47 -0.16 316.98 274.50 44.09 4.04 34.46 9.63 

6.未列名其他材料 235.05 0.70 101.07 133.97 23.05 6.61 10.30 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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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国家地区 

1.亚洲地区 564.86 -2.51 306.63 258.24 98.04 4.35 69.43 28.61 

(1)香港 60.67 -16.75 26.46 34.22 0.60 -17.98 0.50 0.09 

(2)日本 96.50 -0.06 24.68 71.82 16.88 3.98 10.35 6.53 

(3)韩国 38.16 0.01 14.36 23.79 8.98 -6.20 7.51 1.47 

2.欧洲 273.53 0.56 80.84 192.69 17.00 7.64 8.58 8.42 

(1)欧盟 227.64 -1.15 67.67 159.97 16.36 7.68 8.26 8.11 

3.非洲 94.24 4.12 49.34 44.90 1.28 12.17 0.15 1.14 

4.大洋州 30.93 0.18 9.35 21.58 0.12 8.42 0.11 0.01 

5.北美自由贸易区 244.89 1.78 82.20 162.69 3.76 2.00 3.37 0.40 

(1)美国 213.41 1.45 68.11 145.30 3.42 2.62 3.17 0.24 

2017 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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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9 0.99 4.22 7.47 5.48 3.68 1.80 

2.天津 10.67 -4.18 6.12 4.56 1.94 1.08 0.86 

3.河北 25.93 20.78 9.53 16.40 0.57 0.53 0.04 

4.山西 0.49 -14.70 0.47 0.02 0.01 0.01 0.00 

5.内蒙古 2.17 -4.24 0.85 1.32 0.01 0.01 0.00 

6.辽宁 18.43 -0.55 4.13 14.30 4.60 2.67 1.94 

7.吉林 2.20 0.52 0.94 1.26 0.69 0.31 0.38 

8.黑龙江 2.48 -38.95 1.01 1.48 0.10 0.08 0.02 

9.上海 85.50 -0.40 36.42 49.08 32.67 12.05 20.62 

10.江苏 223.30 8.50 112.10 111.20 12.87 10.03 2.84 

11.浙江 312.88 -0.26 182.84 130.04 12.82 9.85 2.97 

12.安徽 15.99 -3.31 7.49 8.50 1.83 1.80 0.03 

13.福建 95.34 -13.41 32.99 62.35 4.98 4.59 0.39 

14.江西 25.36 7.93 7.35 18.02 0.67 0.64 0.04 

15.山东 98.75 1.55 48.43 50.32 6.91 6.41 0.50 

16.河南 8.23 -4.68 4.56 3.68 0.82 0.26 0.55 

17.湖北 12.36 -16.15 3.42 8.94 0.73 0.66 0.07 

18.湖南 6.93 62.77 1.64 5.30 0.66 0.64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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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广东 254.39 7.17 65.53 188.86 30.20 25.39 4.81 

20.广西 21.76 -14.15 12.80 8.96 0.18 0.17 0.01 

21.海南 0.26 -14.78 0.21 0.05 0.39 0.04 0.35 

22.四川 5.88 -3.55 3.68 2.20 0.52 0.26 0.26 

23.重庆 3.56 -72.09 1.40 2.17 0.28 0.19 0.08 

24.贵州 0.37 -86.27 0.09 0.28 0.01 0.01 0.00 

25.云南 2.42 -28.20 1.97 0.45 0.09 0.03 0.06 

26.西藏 0.77 -24.07 0.13 0.65 0.02 0.00 0.02 

27.陕西 1.53 2.03 0.95 0.58 0.05 0.04 0.01 

28.甘肃 0.08 -98.52 0.05 0.03 0.00 0.00 0.00 

29.青海 0.71 -35.23 0.43 0.28 0.00 0.00 0.00 

30.宁夏 1.53 -20.93 0.48 1.05 0.01 0.00 0.00 

31.新疆 23.54 31.44 6.33 17.21 0.32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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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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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全国 19094.80 10472.70 8622.10 1850.60 13.00 8.50 18.90 

2017年 6月 纺织 1395.95 1275.53 120.42 1155.11 0.85 0.49 4.79 

2017年 6月 纺织占全国比重 7.31 12.18 1.40 

    
近十年我国净进口化纤情况表 



 

12 

 

单位:万吨 

商品名称 2016年 2015 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2010年 2009年 2008 年 2007年 

年增长％ 21.77 5.58 34.06 9.77 11.43 44.48 66.31 -30.96 105.72 -282.95 

化纤合计 -312 -256 -242 -181 -165 -147.8 -102.3 -61.52 -89.1 -43.31 

短纤维 -91.6 -70.4 -71.6 -43.8 -52.5 -55.4 -27.4 -11.1 -22.1 -2.4 

长  丝 -220.1 -185.5 -170.8 -137 -112.2 -92.4 -74.9 -50.4 -67 -40.9 

年增长％ 185.75 -66.16 66.24 -44.85 94.96 25.52 -10.89 30.75 -47.61 85.33 

粘胶纤维 -18.5 -6.5 -19.2 -11.5 -20.9 -10.72 -8.54 -9.59 -7.33 -14 

短纤维 -11.9 -0.5 -9.2 -2.3 -12.4 -2.56 0.21 -2 -2.08 -6.52 

长  丝 -6.68 -5.96 -9.99 -9.21 -8.56 -8.16 -8.75 -7.59 -5.25 -7.48 

年增长％ 17.51 11.74 31.87 17.71 4.9 46.21 80.57 -36.49 178.94 -193.9 

合成纤维 -293 -249 -223 -169 -144 -137 -93.8 -51.9 -81.8 -29.3 

短纤维 -79.7 -69.9 -62.4 -41.5 -40.2 -52.8 -27.6 -9.1 -20 4.1 

长  丝 -213.4 -179.6 -160.8 -127.8 -103.6 -84.3 -66.2 -42.8 -61.7 -33.4 

年增长％ 14.07 8.54 24.44 17.84 2.06 35.6 54.38 -24.47 57.42 276.6 

涤纶纤维 -275 -241 -222 -179 -152 -148.6 -109.6 -70.99 -94 -59.71 

短纤维 -89.6 -83.1 -75.8 -60.5 -55.8 -69.6 -45.3 -25.5 -31.7 -21.7 

长  丝 -185.7 -158.3 -146.6 -118.2 -95.8 -79 -64.3 -45.5 -62.2 -38 

年增长％ 72.47 1866.04 -107.1 -43.33 2.17 -24.78 -28.76 -5.08 -23.33 -27.74 

锦纶纤维 -7.4 -4.29 -0.22 3.07 5.42 5.3 7.05 9.9 10.43 13.6 

短纤维 0.2 0.5 0.6 0.6 0.6 0.7 0.7 0.5 1 0.8 

长  丝 -7.6 -4.7 -0.8 2.5 4.8 4.6 6.4 9.4 9.4 12.8 

年增长％ -22.18 -0.26 -31.28 12.15 -5.49 8.93 0.39 28.9 -51.23 -16.86 

腈纶纤维 10.8 13.9 13.9 20.3 18.1 19.1 17.6 17.5 13.6 27.8 

短纤维 10.8 13.9 13.9 20.3 18.1 19.1 17.6 17.5 13.6 27.8 

年增长％ 24.98 16.57 3.9 10.65 -18.61 159.94 57.18 -29.85 22.29 29.78 

丙纶纤维 -3.57 -2.85 -2.45 -2.36 -2.13 -2.62 -1.01 -0.64 -0.91 -0.75 

短纤维 -0.7 -0.6 -0.4 -0.5 -0.4 -0.5 -0.2 -0.1 -0.1 -0.1 

长  丝 -2.9 -2.3 -2 -1.8 -1.7 -2.1 -0.8 -0.6 -0.8 -0.6 

年增长％ 18.92 22.41 4.66 -14.57 30.93 9.45 22.6 -29.25 4.01 125.62 

其他纤维 -17.6 -14.8 -12.1 -11.5 -13.5 -10.3 -9.42 -7.68 -10.86 -10.44 

短纤维 -0.4 -0.6 -0.6 -1.3 -2.6 -2.5 -2 -1.5 -2.7 -2.9 

长  丝 -17.1 -14.2 -11.4 -10.3 -10.9 -7.8 -7.5 -6.2 -8.1 -7.5 

说明：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整理，近十年我国化纤净出口（-净进口）累计 1600万吨，其

中长丝 1152 万吨，短纤维 448 万吨，呈稳定上升趋势；除腈纶外，其余大宗化纤品种，包

括粘胶长短丝均因为净出口状态；2016 年净出口 312 万吨，其中合纤出口 293 万吨（涤纶

27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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