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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信息：国家统计局：10月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3% 

国家统计局消息显示，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2%(以下增加值增

速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比 9月份回落 0.4个百分点。从环比看，10月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0.5%;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 

10月份，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1～10月份，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2%。主要

行业增加值中，10月份，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3%;1～10月份，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2%。主要产品产量中，10 月份，布 64 亿米，同比增长 0.2%;1～10 月份，布 588 亿米，

同比增长 2.3%。10 月份，化学纤维 450 万吨，同比增长 6.4%;1～10 月份，化学纤维 4309

万吨，同比增长 5.7%。 

分地区看，10月份，东部地区增加值同比增长 6.2%，中部地区增长 7.2%，西部地区增 

长 6.8%，东北地区增长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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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 97.8%，比上年同期下降 0.2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实现

出口交货值 1118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7.5%。 

前 10月纺织服装出口同比增长 4.9%，服装出口处降势 

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1-10 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2.52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

（下同）增长 15.9%。其中，出口 12.41万亿元，增长 11.7%；进口 10.11万亿元，增长 21.5%；

贸易顺差 2.3万亿元，收窄 17.8%。 

1-10月，纺织品服装累计出口 15004.4亿元，增长 4.9%，其中纺织品出口 6124.1亿元，

增长 7.5%，服装出口 8880.3亿元，增长 3.2%。 

10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2.24万亿元，增长 10.2%。其中，出口 1.25万亿元，增长 6.1%；

进口 9940亿元，增长 15.9%；贸易顺差 2544.7亿元，收窄 20.3%。 

10月，纺织服装出口总值 1431.6亿元，同比增长 0.2%。其中增长主要动力来自纺织品，

纺织品出口 606.6 亿元，同比、环比分别增长 6%和 1.2%。服装出口仍处降势，且降幅有所

扩大，当月出口额 825 亿元，下降 3.7%，降幅较 9月扩大 2.9个百分点。 

再来看 9月数据：9月，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额 259.8亿美元，同比增长 5.1%，其中出

口 237.5亿美元，增长 4.3%，进口 22.3亿美元，增长 13.6%，当月贸易顺差 215.2亿美元，

增长 3.5%。今年前 9月，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额累计 2178.6亿美元，同比增长 0.3%，其中

出口 1997.8亿美元，下降 0.1%，进口 180.8亿美元，增长 5%，累计贸易顺差 1817亿美元，

下降 0.6%。 

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回暖，纺织服装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在年末将会进一步好转，加上去

年同期出口基数低的因素，预计四季度纺服出口将保持向好态势。但成本上升等长期不利出

口的条件依然存在，加上近期汇率宽幅波动因素叠加，出口增长基础偏弱，增长动能仍显不

足。初步预计，四季度及全年出口将与上年保持持平或实现小幅增长。 

一般贸易出口回升：旅游购物急速回落 

今年前 9 月，一般贸易方式出口同比下降 2.3%，加工贸易同比下降 7%，拉动整体出口

实现持平的是小额边境贸易和以旅游购物、市场采购为主的其他贸易方式，小额边境贸易出

口增长 19.2%，其他贸易方式增长 30.3%。9 月，一般贸易出口同比增长 8.5%，增幅超过平

均值。加工贸易同比下降 2.5%。其他贸易方式急速回落。 

“一带一路”沿线：继续成出口增长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继续成为出口增长点。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我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前三季度，我国与沿线 64 个国家在纺织

品服装领域的贸易额达到 748.3亿美元，占贸易总额的 34.3%，占比较去年同期扩大 0.7个

百分点。其中出口 674.1亿美元，同比增长 2.1%，好于同期对全球出口情况。 

量升价跌趋势明显：恢复性增长较突出 

前三季度，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基本呈现回稳向好局面。各季度出口额逐步放大，同比

增减变化幅度区间收窄。至三季度末累计出口中止了自 2015年以来的下降趋势，基本持平。 

1月～9月，纺织品累计出口 811.5亿美元，同比增长 2.4%，服装出口 1186.3亿美元，

同比下降 1.8%。重点出口商品纱线、面料的出口量分别增长 4.8%、8%；针梭织服装合计出

口量增长 2.9%。出口平均单价同比普遍下跌：纱线下跌 0.2%，面料下跌 5.4%，针梭织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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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 5.3%，其中梭织服装下降速度超过针织服装。9月纺织品出口增长 37.8%，该增长属于

去年同期 G20峰会期间浙江主产区停产限产导致基数大幅减少所致的恢复性增长。 

东部出口形成正拉动：中西部与东北未恢复 

前三季度，东部 10省区累计出口 1728.8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86.5%，出口额同

比增长 0.7%，对整体出口形成正拉动，其中江苏、河北和北京增长较快。东北三省合计出

口同比下降 7.2%，中西部 18省市合计出口下降 4.5%，其中仅新疆、广西、湖南和陕西四地

实现增长。 

对欧盟：市场乏善可陈英国下降迅速 

由于缺乏增长动力，欧盟市场近期表现平淡，前三季度对欧盟出口仍未恢复增长，同比

下降 2.1%，在传统市场中降幅仅次于日本。其中重点商品针梭织服装出口量持平，出口均

价下跌 4%。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中最大的单一市场，自去年四季度始开始走低。我国对英

出口持续下滑，前三季度累计同比下降 9.7%，降幅在欧盟中居前。 

据欧盟海关统计，1 月～8 月，欧盟自全球进口纺织品服装 853.6 亿美元，增长 1.1%，

自中国进口占 33.2%，同比下跌 0.5 个百分点。自东盟和孟加拉国进口各占 10.9%和 14%，

占比分别提升 0.6个和 0.1个百分点，自这两地进口分别增长 6.5%和 2%。 

对美国：出口相对平稳实现微幅增长 

对美出口相对平稳，前三季度出口额同比微幅增长 0.1%。重点商品针梭织服装合计出

口量增长 2.9%，纺织制成品出口额增长 6.5%，其中家用纺织品增长 5.4%，产业用纺织品增

长 11%。出口价格下降，针织、梭织服装分别下降 4.7%和 6%。 

根据美国海关统计，1 月～8 月，美国自全球进口纺织品服装 774.7 亿美元，其中中国

占 35.6%的份额，比去年同期下降 0.6 个百分点。自全球进口下降 0.4%，自中国进口下降

2%，东盟、印度、墨西哥仍保持对美出口增长。 

对东盟：恢复速度较快出口增长居首 

东盟市场恢复速度较快，三季度我国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长 10.7%，自 2015 年一季度以

来再次实现两位数增长。出口商品结构也逐步还原正常状态，面料、纱线出口增长，服装下

降。1月～9月，对东盟累计出口纺织服装 248.8 亿美元，增长 2.1%，其中面料、纱线出口

分别增长 5.2%和 11.6%，服装下降 4%。 

对日本：服装走势趋好中高档销量增 

日本市场出现回暖迹象。1 月～9 月，虽然四大传统市场中，我国对日本的出口下降幅

度最大，但从三季度表现看整体走势趋好，出口额逐月放大，重点出口商品针梭织服装累计

出口量保持 1.7%的增长，出口价格高出全球均值 30%。其中附加值高的梭织服装出口量增长

7%，针织服装下降 1%，表明中高档产品在日本市场的销量趋于稳定增长。 

根据日本海关统计，1月～8 月，日本纺织品服装进口 234.7亿美元，下降 1.7%，其中

自中国进口同比下降 3%，自东盟增长 2.7%。中国产品在日本所占份额为 60.1%，较去年同

期再降 0.8个百分点。 

服装进口占比提升：主要商品实现增长 

国内经济持续平稳向好带动服装进口增长，前三季度服装累计进口同比增长 8.2%，占

进口总额的比重扩大到 30%。纱线、制成品进口同比分别增长 6.1%和 7%，面料下降 1.7%。 

进口价格方面，纱线、面料实现增长，针梭织服装下跌。 

棉花现恢复性增长：内外棉价差略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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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棉花进口虽仍只有 9.3 万吨，但同比增长幅度高达 53%，增长迅速的主因是由于

去年同期基数较低。进口单价同比提升 1.3%。1 月～9 月累计进口 90.4万吨，增长 37.7%。

进口平均单价 1890美元/吨，增长 9.4%。 

根据中国棉花协会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9月储备棉竞拍进入最后一个月，为满足配棉

需求及节约用棉成本，纺织企业积极竞拍备货，对现货市场形成有力支撑，国内现货棉花价

格持续稳中小升。 

9月，全球产量增加成为制约国际市场行情的两大因素。月初美国飓风伊尔玛来袭，美

棉产量较前期预测下降，对期货市场形成刺激，ICE棉顺势上涨；中旬，美国农业部（USDA）

供需报告再次大幅调增美棉产量，而上调幅度足以弥补飓风对产量的影响，致使全球期末库

存大幅增加，创三年新高。9月下旬，虽仍有飓风的影响，但其程度无法与产量增加相抗衡，

至月末国际期现货市场持续下跌走势，国内外棉现货价差持续扩大。 

中国进口棉价格指数 FCIndexM 月均为 80.17 美分/磅，环比跌 5.25美分，月末最后交

易日为 78.38美分/磅，较上月底跌 8.39美分/磅，1%关税下折人民币为 13186元/吨，低于

同期中国棉花价格指数 2809元/吨，较上月末扩大 1609元/吨。 

2017 年 1-10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微增 0.94%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17年 1-10月份我国纺织品服装累计出口 2201.56亿美元，同比

微增 0.94%。其中，纺织品出口 898.28亿美元，同比增长 3.3%，服装及其附件出口 1311.41

亿美元，同比下跌 0.62%。以人民币计，今年 1-10月份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保持 4.92%的较

高增速，其中，纺织品出口增长 7.5%，服装及其附件出口增长 3.2%。刚刚结束的第 122 届

广交会成交金额继今年春季广交会后再次突破 300 亿美元大关，实际成交达 301.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8.2%，增势显著。其中纺织服装成交 17.4亿美元，增长 6.8%，占总成交额的 5.8%，

整体看中国出口恢复的动向趋稳。 

从单月数据看，10月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为 216.82亿美元，较上月环比下降 8.7%，单

月出口额连续第 2 个月回落。其中，纺织品出口 91.85 亿美元，环比增长 2.4%；而服装及

其附件出口 124.98亿美元，环比下降 15.44%。 

另外，2017年 1-10 月我国鞋类产品累计出口 400.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数量同

比增长 8.7%。 

2017 年 7-9 月巴基斯坦纺织机械进口额同比增长 27% 

根据巴基斯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 9月，巴基斯坦纺织机械进口额为 5805万美

元，较去年同期的 3963万美元增长了 1843万美元，增幅 47%。 

2017 年 7-9 月，巴基斯坦纺织机械累计进口额为 1.46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27%。去年

同期，巴基斯坦纺织机械的进口额为 1.16亿美元。 

2017 年三季度纺织服装专业市场运行分析 

2017 年 1-9 月，流通分会重点监测的 46 家专业市场总成交额为 7499.84 亿元。其中，

41家可比样本市场总成交额达到 7083.34亿元，同比增长 7.42%。 

一、2017年 1-9 月专业市场总体运行情况 

2017年 1-9 月，46家重点监测市场总成交额为 7499.84亿元。其中，41家可比样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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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总成交额达到 7083.34亿元，同比增长 7.42%。41家市场中，22家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

平均增幅为 9.90%；15 家市场成交额同比下降，平均降幅为 4.54%；4 家市场成交额与去年

同期持平。 

（一）市场运行效率分析 

从市场运行效率看，1-9 月 41 家可比样本市场平均运行效率为 45644.35 元/平米（年

化），同比增长 7.42%；平均商铺效率为 354.06万元/铺（年化），同比增长 2.05%。 

（二）市场区域结构分析 

从区域结构看，1-9 月 46 家重点监测市场中，东部地区专业市场成交额为 6399.47 亿

元，占到专业市场总成交额的 85.33%；中部地区专业市场成交额为 623.90亿元，占到专业

市场总成交额的 8.32%；西部地区专业市场成交额为 476.47 亿元，占到专业市场总成交额

的 6.35%。 

表 1-46家重点监测市场区域成交额分析 

指 标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成交额（亿元） 6399.47 623.90 476.47 

占比（%） 85.33 8.32 6.35 

数据来源：流通分会数据库 

在 41家可比样本市场中，东部地区专业市场成交额为 6264.97亿元，同比增长 8.35%；

中部地区专业市场成交额为 341.91 亿元，同比下降 0.14%；西部地区专业市场成交额为

476.47亿元，同比增长 1.55%。 

表 2-41家可比样本市场区域成交额分析 

指 标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成交额（亿元） 6264.97 341.91 476.47 

占比（%） 88.45 4.82 6.73 

增幅（%） 8.35 -0.14 1.55 

数据来源：流通分会数据库 

（三）流通层级结构分析 

从流通层级来看，46家重点监测市场中包括 28家产地型专业市场、18家销地型专业市

场。2017 年 1-9 月，28 家产地型市场成交额为 6343.78 亿元，18 家销地型市场成交额为

1156.06亿元。 

在 41 家可比样本市场中，产地型市场成交额为 5969.28 亿元，同比增长 8.26%；销地

型市场成交额为 1114.06亿元，同比增长 3.13%。 

二、2017年 1-9 月新增专业市场分析 

据流通分会统计，2017年 1-9月新增纺织服装类专业市场 29家，新增专业市场总投资

额为 559.38亿元；新增专业市场总建筑面积为 973.48万平方米。 

其中新开工市场 8家，新开工市场投资额 214.28亿元，建筑面积 417.05 万平米；新开

业市场 21家，新开业市场投资额 345.10亿元，建筑面积 556.43万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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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成本分析 

2017年1-9月新增纺织服装专业市场的平均投资成本（单位建筑面积投资额）为 5746.19

元/平米。其中，东部地区新增市场的投资成本为 5481.82 元/平米，中部地区为 6788.32

元/平米，西部地区为 6359.16元/平米。 

（二）区域指标分析 

从区域结构看，今年 1-9 月东部地区新增纺织服装专业市场 20 家，新增市场投资额

409.58亿元，占到全国新增市场投资额的 73.22%，新增市场建筑面积 747.16万平方米，占

全国新增市场总面积的 76.75%；中部地区新增市场 5家，投资额 93亿元；西部地区新增市

场 4家，投资额 56.8 亿元。 

表 3-2017年 1-9 月各区域新增纺织服装专业市场投资额及占比 

指 标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成交额（亿元） 409.58 93 56.8 

占比（%） 73.22 16.63 10.15 

数据来源：流通分会数据库 

表 4-2017年 1-9月各区域新增纺织服装专业市场建筑面积及占比 

指  标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建筑面积（万平米） 747.16 137 89.32 

占比（%） 76.75 14.07 9.18 

数据来源：流通分会数据库 

三、2017年三季度亮点数据分析 

（一）“金九”魅力不减 秋装销售势头强劲 

结合流通分会景气监测连续数据不难发现，2017 年第三季度，专业市场一扫上半年受

到春节提前、异常天气、电商大促等各类客观因素影响的阴霾，实现了成交额、客流量、发

货量的连续上升。市场景气指数的向好趋势也在三季度重点监测市场的各项数据中得到了验

证。1-9月，41家可比样本市场总成交额达到 7083.34 亿元，同比增长 7.42%，与上半年的

5.16%的增幅相比，1-9 月增幅再创新高，可见今年专业市场经营良好、商户秋装销售势头

强劲。 

（二）产地型市场保持旺盛生命力 

近年来，产地型市场由大批量现货批发的销售模式逐渐转型为小批量、多批次批发的销

售模式，生产销售流程的反应速度得以提高，进而提升了产业链效率；2017 年 1-9 月，重

点监测的产地型市场成交额为 5969.28亿元，同比增长 8.26%；产地型市场已连续三年保持

7个百分点以上的增幅，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三）产业转移带动新增市场数量理性增加 

从新市场数量来看，2013年 1-9月新增市场 44 家、2014年 1-9月新增市场 31家、2015

年 1-9月新增市场 25 家、2016年 1-9月新增市场 27家、2017年 1-9月新增市场 29家。从

最近五年的连续数据来看，在经历了投资过热、市场饱和、新增市场数量锐减阶段之后，近

两年来新增专业市场数量呈现平稳的理性回升趋势，这一趋势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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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投资过热的余温仍在继续消解，另一方面，我国城市结构调整带来的产业转移，是

新增市场数量稳步增加的主要原因。 

在 2017 年 1-9 月的新增市场中，以产业承接为目的的新市场比重较大。一方面，为了

更好地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纺织服装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商户及劳动力的回流，西部地区、中部

地区新开工、新开业的纺织服装专业市场数量明显增加。另一方面，为承接北京各大服装专

业市场商圈的外迁，东中西部各地区新开业的专业市场数量较多，商圈疏解、搬迁、承接工

作稳步推进。 

行业数据：2017 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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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01  38101  
 

2 亏损企业数 户 4626  4574  1.14  

3 亏损面 % 12.14  12.00  
 

4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559460800  519073379  7.78  

5 主营业务成本 万元 496657433  460544584  7.84  

7 销售费用 万元 11206490  10433208  7.41  

8 管理费用 万元 16650002  15564365  6.98  

9 财务费用 万元 5749776  5497621  4.59  

10 其中：利息支出 万元 4570584  4497120  1.63  

11 利润总额 万元 28661655  25908121  10.63  

12 亏损企业亏损额 万元 1319591  1488716  -11.36  

14 资产总计 万元 468673947  439375241  6.67  

15 其中：流动资产合计 万元 244986065  231692442  5.74  

16       其中：应收账款 万元 53969097  51607371  4.58  

17             存货 万元 66778438  62816186  6.31  

18             其中：产成品 万元 30582110  29201110  4.73  

19 负债合计 万元 241554468  228835149  5.56  

20 出口交货值 万元 70371364  67791697  3.81  

2017 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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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46.08  7.78  2866.17  10.63  54.98  52.08  

棉纺及印染 19761.25  6.82  907.30  1.52  54.59  52.35  

毛纺织 1609.83  2.46  78.77  4.15  57.21  54.87  

麻纺织 435.87  1.82  18.75  -8.69  43.82  44.55  

丝绢纺织 952.48  8.12  47.21  17.52  52.26  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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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纤织造 1044.89  10.48  55.49  21.50  62.62  61.12  

针织 2519.73  9.21  133.25  11.49  58.40  56.56  

家纺 2142.97  10.54  115.54  8.57  52.38  50.07  

非家纺 2379.99  7.12  129.72  -1.59  50.36  48.21  

服装 17678.78  5.83  990.40  11.38  50.94  46.94  

化学纤维 6472.09  16.28  321.93  50.18  62.57  58.97  

纺织机械 948.21  12.64  67.80  26.21  58.39  55.61  

2017 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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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6702  31448876  4.69  

    1、棉纱 吨 2547757  21389377  3.64  

    2、棉混纺纱 吨 568885  4885877  8.46  

    3、化学纤维纱 吨 620557  5172773  5.66  

  布 万米 631543  5278264  3.41  

    其中：色织布(含牛仔布) 万米 24497  199889  2.09  

  其中：1.棉布 万米 350619  2905269  4.06  

2.棉混纺布 万米 128226  1065674  5.39  

3.化学纤维布 万米 152565  1306543  0.43  

  印染布 万米 501240  4189952  7.09  

  绒线（俗称毛线） 吨 37652  323659  8.63  

  毛机织物（呢绒） 万米 5093  40474  -4.11  

  亚麻布(含亚麻≥55%) 万米 1986  19614  -5.77  

  苎麻布(含苎麻≥55%) 万米 4722  36977  2.93  

  蚕丝 吨 13444  110437  -0.18  

    其中:绢纺丝 吨 770  5974  -3.54  

  蚕丝及交织机织物(含蚕丝≥50%) 万米 5493  49238  4.13  

无纺布(非织造布) 吨 388828  3346829  0.64  

帘子布 吨 74115  649829  3.47  

  服装 万件 281339  2285979  0.84  

    1、梭织服装 万件 149653  1226553  0.25  

       其中:羽绒服 万件 3188  23587  5.19  

              西服套装 万件 5163  37630  -1.15  

          衬衫 万件 8841  73446  -1.39  

    2、针织服装 万件 131691  1059466  1.52  

  化学纤维用浆粕 吨 118695  1047289  -5.66  

  化学纤维 吨 4410471  38608039  5.70  

    其中：人造纤维(纤维素纤维) 吨 390544  3362900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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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粘胶短纤维 吨 322093  2788745  3.60  

                 粘胶纤维长丝 吨 22146  188099  6.73  

                 醋酸纤维长丝 吨 33246  279780  5.70  

         合成纤维 吨 4013676  35191324  5.81  

            其中:锦纶纤维 吨 306075  2617056  11.60  

                 涤纶纤维 吨 3520807  30825245  5.23  

                 腈纶纤维 吨 60339  591728  10.07  

                 维纶纤维 吨 6687  66350  2.45  

                 丙纶纤维 吨 27940  226402  11.93  

                 氨纶纤维 吨 42051  428854  11.83  

2017 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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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9.85 0.07 849.58 1190.26 188.83 6.20 124.54 64.29 

1.一般贸易 1563.41 -1.49 705.48 857.93 112.70 13.24 64.21 48.48 

2.进料加工 172.20 -6.25 75.34 96.86 42.30 -3.17 41.25 1.06 

3.来料加工 34.53 -10.38 2.98 31.56 15.46 -7.87 13.60 1.86 

4.其他贸易 269.70 17.72 65.79 203.91 17.78 2.52 5.47 12.31 

二、主要类型企业 

1.国有进出口公司 215.84 -5.68 75.50 140.34 20.75 11.11 15.50 5.25 

2.集体企业 49.49 -6.01 24.08 25.41 2.73 33.52 2.62 0.11 

3.三资企业 401.38 -5.73 174.62 226.76 113.65 3.82 75.34 38.32 

4.民营企业 1373.13 3.16 575.38 797.75 51.70 8.56 31.09 20.61 

三、分原料加工 

1.棉制产品 610.70 -2.14 184.06 426.65 69.78 5.30 49.13 20.65 

2.毛制产品 53.68 15.91 13.75 39.93 10.28 1.73 5.39 4.89 

3.麻制产品 7.96 -3.96 7.96 0.00 1.21 6.22 1.21 0.00 

4.丝制产品 25.81 76.73 6.03 19.77 1.31 -7.70 0.29 1.02 

5.化纤制产品 969.48 -0.45 481.15 488.33 70.59 5.30 52.53 18.05 

6.未列名其他材料 372.21 0.28 156.63 215.59 35.66 12.01 15.99 19.67 

四、主要国家地区 

1.亚洲地区 881.22 -1.98 461.47 419.75 153.04 5.24 105.49 47.56 

(1)香港 94.26 -16.64 40.35 53.91 0.91 -22.24 0.75 0.15 



 

10 

 

(2)日本 156.51 -1.64 38.35 118.16 26.12 7.41 16.18 9.93 

(3)韩国 60.18 3.51 21.72 38.46 13.50 -3.96 11.32 2.18 

2.欧洲 456.54 -0.33 121.39 335.15 27.50 11.90 13.42 14.08 

(1)欧盟 378.75 -1.69 101.34 277.41 26.46 11.80 12.94 13.52 

3.非洲 139.29 0.89 75.50 63.79 2.01 13.60 0.19 1.82 

4.大洋州 46.84 -0.66 14.34 32.51 0.21 10.83 0.19 0.01 

5.北美自由贸易区 411.66 1.15 129.12 282.53 5.74 3.90 5.12 0.62 

(1)美国 358.43 0.63 107.28 251.16 5.23 5.53 4.84 0.39 

2017 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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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 22.10 7.05 14.16 8.27 5.30 2.97 

2.天津 16.90 -3.73 9.00 7.91 3.11 1.63 1.48 

3.河北 43.90 17.35 14.20 29.71 0.86 0.81 0.05 

4.山西 0.75 -10.08 0.71 0.04 0.01 0.01 0.01 

5.内蒙古 3.58 -28.57 1.10 2.47 0.02 0.01 0.01 

6.辽宁 30.79 -1.41 6.19 24.60 7.51 4.14 3.37 

7.吉林 3.30 -1.83 1.44 1.86 1.14 0.50 0.64 

8.黑龙江 3.98 -41.59 1.46 2.53 0.17 0.15 0.03 

9.上海 139.56 -0.19 55.30 84.26 52.90 18.64 34.26 

10.江苏 369.41 8.17 172.63 196.78 20.08 15.29 4.79 

11.浙江 498.04 -0.88 278.97 219.06 19.62 15.08 4.54 

12.安徽 27.23 0.45 11.75 15.48 2.85 2.80 0.04 

13.福建 153.88 -9.22 51.73 102.15 8.28 7.66 0.62 

14.江西 36.84 0.03 10.10 26.74 1.10 1.04 0.05 

15.山东 158.14 0.02 73.50 84.65 10.32 9.50 0.82 

16.河南 13.26 -1.98 6.97 6.28 1.50 0.46 1.04 

17.湖北 21.17 -16.02 5.22 15.96 1.08 0.96 0.11 

18.湖南 11.80 31.50 2.67 9.13 0.93 0.90 0.03 

19.广东 376.22 -0.11 97.32 278.90 46.42 38.22 8.21 

20.广西 34.50 -0.48 16.86 17.64 0.27 0.25 0.02 

21.海南 0.42 -12.29 0.35 0.07 0.66 0.06 0.60 

22.四川 9.99 -15.35 5.70 4.29 0.63 0.35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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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重庆 6.08 -49.17 1.96 4.12 0.47 0.28 0.18 

24.贵州 0.62 -82.02 0.12 0.51 0.01 0.01 0.00 

25.云南 3.99 -17.91 3.07 0.93 0.10 0.04 0.06 

26.西藏 1.32 -29.72 0.20 1.13 0.04 0.01 0.03 

27.陕西 2.53 8.62 1.59 0.94 0.08 0.06 0.02 

28.甘肃 0.16 -97.25 0.10 0.06 0.00 0.00 0.00 

29.青海 0.95 -67.34 0.63 0.33 0.00 0.00 0.00 

30.宁夏 2.71 -35.54 0.74 1.97 0.03 0.01 0.02 

31.新疆 46.60 34.37 10.98 35.62 0.37 0.35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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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累计比去年同期(%) 

进出

口 

出口 进口 

2011年 全国 36420.6 18986.0

0 

17434.6

0 

1551.4

0 

22.5

0 

20.3

0 

24.90 

2011年 纺织 2772.80 2541.23 231.57 2309.6

6 

19.3

5 

19.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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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89.4

0 

18178.3

0 

2311.1

0 

6.20 7.90 4.30 

2012年 纺织 2873.64 2625.63 248.01 2377.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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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0.2

0 

19502.9

0 

2597.3

0 

7.60 7.90 7.30 

2013年 纺织 3196.20 2920.75 275.45 2645.3

0 

11.2

2 

11.2

4 

11.06 

2013年 纺织占全国比

重 

7.68 13.22 1.41 

    2014年 全国 43030.4 23427.5

0 

19602.9

0 

3824.6

0 

3.40 6.10 0.40 

2014年 纺织 3343.33 3069.58 273.75 2795.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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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65.7

0 

16820.7

0 

5945.0

0 

-8.0

0 

-2.8

0 

-14.1

0 2015年 纺织 3176.92 2911.48 265.44 2646.0

4 

-4.4

8 

-4.7

8 

-1.01 

2015年 纺织占全国比

重 

8.03 12.79 1.58 

    2016年 全国 36849.3

0 

20974.4

0 

15874.8

0 

5099.6

0 

-6.8

0 

-7.7

0 

-5.50 

2016年 纺织 2942.99 2701.20 241.79 2459.4

1 

-7.3

6 

-7.2

2 

-8.91 

2016年 纺织占全国比

重 

7.99 12.88 1.52 

    2017年 9月 全国 29693.3

0 

16324.5

0 

13368.7

0 

2955.8

0 

11.7

0 

7.50 17.30 

2017年 9月 纺织 2228.68 2039.85 188.83 1851.0

2 

0.57 0.07 6.20 

2017年 9月 纺织占全国比

重 

7.51 12.50 1.41 

    
近七年我国净进口化纤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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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吨 

商品名称 2016 年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2011 年 2010年 

年增长  ％ 21.77  5.58  34.06  9.77  11.43  44.48  66.31  

化纤合计 -312  -256  -242  -181  -165  -147.8  -102.3  

短纤维 -91.6  -70.4  -71.6  -43.8  -52.5  -55.4  -27.4  

长丝 -220.1  -185.5  -170.8  -137.0  -112.2  -92.4  -74.9  

年增长  ％ 185.75  -66.16  66.24  -44.85  94.96  25.52  -10.89  

粘胶纤维 -18.5  -6.5  -19.2  -11.5  -20.9  -10.72  -8.54  

短纤维 -11.9  -0.5  -9.2  -2.3  -12.4  -2.56  0.21  

长丝 -6.68  -5.96  -9.99  -9.21  -8.56  -8.16  -8.75  

年增长  ％ 17.51  11.74  31.87  17.71  4.90  46.21  80.57  

合成纤维 -293  -249  -223  -169  -144  -137  -93.8  

短纤维 -79.7  -69.9  -62.4  -41.5  -40.2  -52.8  -27.6  

长丝 -213.4  -179.6  -160.8  -127.8  -103.6  -84.3  -66.2  

年增长  ％ 14.07  8.54  24.44  17.84  2.06  35.60  54.38  

涤纶纤维 -275  -241  -222  -179  -152  -148.6  -109.6  

短纤维 -89.6  -83.1  -75.8  -60.5  -55.8  -69.6  -45.3  

长丝 -185.7  -158.3  -146.6  -118.2  -95.8  -79.0  -64.3  

年增长  ％ 72.47  1866.04  -107.10  -43.33  2.17  -24.78  -28.76  

锦纶纤维 -7.40  -4.29  -0.22  3.07  5.42  5.30  7.05  

短纤维 0.2  0.5  0.6  0.6  0.6  0.7  0.7  

长丝 -7.6  -4.7  -0.8  2.5  4.8  4.6  6.4  

年增长  ％ -22.18  -0.26  -31.28  12.15  -5.49  8.93  0.39  

腈纶纤维 10.8  13.9  13.9  20.3  18.1  19.1  17.6  

短纤维 10.8  13.9  13.9  20.3  18.1  19.1  17.6  

年增长  ％ 24.98  16.57  3.90  10.65  -18.61  159.94  57.18  

丙纶纤维 -3.57  -2.85  -2.45  -2.36  -2.13  -2.62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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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丝 -2.9  -2.3  -2.0  -1.8  -1.7  -2.1  -0.8  

年增长  ％ 18.92  22.41  4.66  -14.57  30.93  9.45  22.60  

其他纤维 -17.6  -14.8  -12.1  -11.5  -13.5  -10.30  -9.42  

短纤维 -0.4  -0.6  -0.6  -1.3  -2.6  -2.5  -2.0  

长丝 -17.1  -14.2  -11.4  -10.3  -10.9  -7.8  -7.5  

原中咨公司  张其伟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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