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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信息：2017 年 1-11 月纺织行业经济运行及展望 

2018年 1月 22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2017年工作总结大会上，发布了 2017年 1-11

月行业经济运行分析及 2018年展望。 

2017年 1-11月，我国纺织行业高质量发展，体现在增长效益升，产能利用率高，消费

支出上涨，新旧动能转换。 

行业经济运行呈现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增长速度平稳；二是内需平稳增长；三是外需市

场回暖；四是东部投资积极；五是质效平稳提升。 

1、增长速度平稳：进入 2017 年后，我国纺织工业增加值增速逐渐趋稳，2017 年全年

达到 4.8%。我国纺织工业发展基本从换挡期过渡到平滑期。 

2、内需平稳增长：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服装零售占社会商品零售比重下降到 4.0%。

规模在增长，但增速不快。 

3、外需市场回暖：2017年 1-11月，传统出口市场中的欧盟、美国以及日本市场均扭 

转上年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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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一带一路出口纺织品服装 834.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1%，扭转两年负增长。

对一带一路纺织品服装出口增速高于行业出口增速，对一带一路纺织品服装出口占比超过

1/3。 

4、东部投资积极：2017 年 1-11 月，我国纺织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12309.3 亿元，同比

增长 6.29%。 

从地区结构看，东部地区投资增速 8.7%，较上年期间加快 4.5%，占全国投资增量的 80.1%，

由于东部新增产能较少，其较高的增速表明企业转型升级投入积极性高。 

5、质效平稳提升：2017 年 1-11 月，我国纺织行业利润率为 5.26%，较上年同比增加

0.13%，盈利能力有所增强。在成本控制方面小幅提升，去杠杆取得一定成效。化纤、长丝

织造及纺机行业利润率增长显著；棉纺、麻纺及产业用行业利润增速出现下降；化纤行业的

利润增量占全行业利润增量的 50.7%。行业整体管理压力较上年同期略有提升。 

展望 2018 年，全球贸易增速将小幅放缓。全球经济持续复苏，消费信息随之改善，消

费需求总体将稳定增长；经济复苏周期，衣着类消费增速一般低于耐用品及服务类支出。 

国内方面，内需消费平稳增长，增速与 2017 年基本相当。国民经济继续平稳增长，为

内需消费提供良好经济环境；消费意愿有所增长，消费金融快速发展，为内需扩大提供积极

支撑；内需升级特征显著，消费者对品质、文化、环保等方面需求增多，体验消费、共享经

济等快速发展，均对纺织行业优化供给侧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 

2018 年，预计棉价走势相对平稳。国际棉花市场供需格局较为宽松，缺乏大幅涨价基

础；国内棉花与国际市场价差有望控制在合理区间。 

由于国际原油供应过剩逐渐缓解，国际原油价格将有所上涨。这将推高化纤原料成本，

但也会对下游化纤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形成上行支撑，化纤行业有望继续保持 2017 年以来

的较快增长势头。 

2017 年 11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对外贸易概况 

2017年 11月，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额 254.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7%，其中出口 231.2

亿美元，增长 7.4%，进口 23.2亿美元，增长 10.6%，当月贸易顺差 208亿美元，增长 7%。 

1～11月纺织品服装贸易额 266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其中出口 2445.8 亿美元，

增长 0.6%，进口 223.9亿美元，增长 6%，累计贸易顺差 2221.9亿美元，增长 0.1%。 

11 月出口增幅在全年中仅次于 3 月份，带动累计出口再次恢复增长。进口增速不减，

连续 7个月实现增长，增幅连续 3个月达到两位数。 

一般贸易拉动出口加工贸易下降：主要贸易方式中，一般贸易出口增幅继续扩大，11

月同比增长 7.1%，成为拉动整体增长的主要力量。加工贸易仍未恢复增长，同比下降 1.4%。

“其他”贸易方式出口止跌反弹，当月增长 16.8%。1～11 月，一般贸易方式出口同比下降

0.8%，加工贸易同比下降 6.1%，小额边境贸易出口同比增长 18.6%，其他贸易方式同比增长

20.8%。 

纱线出口量价齐增服装出口未恢复：11月，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分别增长 10.9%和 4.8%，

纺织品中纱线出口增长势头明显，出口额连续 3个月实现增长，且增幅都超过 1成。当月同

比增长 18%，环比增长 13.8%。出口数量和单价均实现提升，分别增长 8.2%和 9%。面料和制 

成品同比分别增长 12.1%和 8%；服装中针梭织服装合计出口量同比增长 5.2%，出口单价下 

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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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月，纺织品累计出口 100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服装出口 1442.5 亿美元，

同比下降 1.3%。重点出口商品纱线、面料的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4.9%和 8.4%；针梭织服装

合计出口量同比增长 2.9%。大类商品的出口平均单价仍处于下降态势，仅纱线提升 1.3%，

面料和针梭织服装同比分别下跌 4.5%和 4.9%。 

主要省市出口均增广东福建表现突出：11 月，全国重点省市出口均实现增长，尤其广

东和福建两省，广东经过连续 5 个月的下降之后再次实现增长，福建在持续多月的低迷后，

当月猛增 21.5%。 

1～11 月，主要出口省市中，江苏出口同比增长 7.2%，山东同比增长 2.2%，浙江也恢

复了 0.3%的增长，广东和福建仍然下降，降幅分别为 1.3%和 6.1%。 

出口   对欧盟逐步向好且持续增长 

对欧盟出口连续 3个月实现增长，11月同比增长 1.9%，其中纺织品增长 8%，服装微降

0.2%。1～11 月，对欧盟累计出口 443 亿美元，同比下降 1.4%，其中纺织品增长 3.1%，服

装下降 2.8%。大类商品针梭织服装合计出口量同比增长 0.5%，出口单价下降 3.9%。 

根据欧盟海关统计，1～10 月，欧盟自全球进口纺织品服装 109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自中国进口占34.2%，较上年同期下跌0.5个百分点。自东盟和孟加拉国进口各占11.2%

和 13.8%，占比分别提升 0.8个和 0.08个百分点。 

对美国连续保持平稳小幅增势：对美出口连续 3个月保持增长，11月同比增长 5%。其

中纺织品和服装同比分别增长 7.7%和 3.9%。1～11 月对美累计出口 414.6 亿美元，同比微

增 0.8%，其中服装出口同比下降 1%，纺织品增长 6%。针梭织服装出口量增长 2.4%，出口单

价下降 4.2%。 

根据美国海关统计，1～10月，美国自全球进口纺织品服装 990.3亿美元，其中中国占

36.4%的份额，比上年同期下降 0.6个百分点。自全球进口同比微增 0.6%，自中国进口下降

1.1%，东盟、印度、墨西哥仍保持对美出口增长。 

对东盟快速反弹且对越南回暖：主要市场中，对东盟出口率先反弹，且增幅居前。11

月，我对东盟出口 34.9 亿美元，创年内最高值，同比增长 15.3%。1～11月，对东盟累计出

口 314.5亿美元，同比增长 3.9%，其中大类商品面料、纱线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6.4%和 14.6%，

服装下降 1.4%。 

东盟 10国中，越南始终保持出口第一大市场的位置，经过连续两年的下跌，2017年我

对越南出口逐步恢复增长，1～11 月出口额 11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6.5%，逐步接近 2014

年同期水平。 

对日本服装出口价年内首现上升：11月，对日出口延续增长态势，当月增长 4%，其中

服装和纺织品同比分别增长 6.6%和 3.2%。大类商品针梭织服装合计出口量同比增长 12.4%，

出口平均单价年内首次恢复增长，同比上涨 3.6%。 

1～11月，对日累计出口 186.3亿美元，同比下降 0.4%，基本持平。其中大类商品针梭

织服装出口量增长 2.4%，平均单价上升 3.6%。 

根据日本海关统计，1～10月，日本纺织品服装进口 304.3亿美元，同比下降 0.9%，其

中自中国进口下降 2.4%，自东盟增长 4%。中国产品在日本所占份额为 60.8%，较上年同期

下降 1个百分点。 

进口    服装进口量持续增长而单价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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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进口同比增长 10.6%，其中纺织品和服装分别增长 5.5%和 25.5%，分别拉动进口

增长 4.1个百分点和 6.5个百分点，服装的拉动作用更突出。服装中针织、梭织服装合计进

口量、值同比分别增长 39.4%和 28.2%。纺织品中纱线、面料同比分别增长 7.9%和 1.8%。 

1～11月，纺织品和服装进口同比分别增长 4.2%和 10.6%。纱线和制成品同比分别增长

7.3%和 6.7%，面料仍未恢复增长，下降 1.6%。针梭织服装进口量合计增长 15.2%。大类商

品进口价格表现不同，纱线、面料同比分别上涨 4.2%和 3.7%，服装下降，针梭织服装合计

进口单价下降 4.8%。 

棉花进口量放大且期现货价格回升：11 月，棉花进口依然保持高速增长，但增幅较前

两月明显回落。当月进口 7.2 万吨，同比增长 31.6%，进口单价同比提升 1.8%。1～11 月，

累计进口 105.4万吨，同比增长 40.1%。进口平均单价 1890美元/吨，增长 8.8%。 

根据中国棉花协会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11 月份，棉花采摘进入后期，新棉上市量持

续增加，市场各种资源均较丰富。纺织旺季结束，下游订单小幅萎缩，市场竞争加剧。棉花

现货价格小幅下滑。中国棉花价格指数(CCIndex3128B)月末为 15860元/吨，较上月底跌 138

元/吨。月均成交价 15956元/吨，环比跌 33元/吨，同比涨 293元/吨。 

国际棉花市场受美棉出口较好支撑，期现货行情持续回升，月末国内外棉现货价差明显

收窄。11 月，美棉签约旺盛，新棉采摘率低于往年同期，国际棉花期现货市场持续反弹，

均价回升。 

中国进口棉价格指数 FCIndexM 月均为 80.05 美分/磅，环比涨 1.42美分，月末最后交

易日为 83.38美分/磅，较上月底涨 4.46美分/磅，1%关税下折人民币为 13800元/吨，低于

同期中国棉花价格指数 2060元/吨，较上月末收窄 928元/吨。 

2017 年 1-11月丝绸商品进出口情况 

一、11月份丝绸商品进出口情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11月份丝绸商品进出口额为 2.35亿美元，环比增长 29.35%，同比下

降 31.01%。其中，出口额为 2.15 亿美元，环比增长 27.87%，同比下降 33.36%；进口额为

1987.6万美元，环比增长 47.83%，同比增长 11.46%。具体商品构成情况如下： 

出口：丝类金额为 5135.9万美元，环比增长 33.85%，同比下降 1%，数量为 962.05吨，

环比增长 22.05%，同比下降 19.98%；绸缎金额为 6677.9 万美元，环比增长 56.13%，同比

下降 4.28%；制成品金额为 9659.9万美元，环比增长 11.46%，同比下降 51.83%。 

进口：丝类金额为 184.8万美元，环比增长 13.88%，同比增长 25.66%，数量为 393.27

吨，环比下降 14.7%，同比下降 7.24%；绸缎金额为 371.9 万美元，环比增长 100.28%，同

比增长 3.45%；制成品金额为 1430.9万美元，环比增长 43.59%，同比增长 12.08%。 

二、1-11月真丝绸商品进出口总体情况 

1-11 月，真丝绸商品进出口总额为 34.9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73%，占我纺织品服装

进出口总额的 1.31%。 

㈠出口情况：真丝绸商品出口额为 33.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76%，占我纺织品服装

出口额的 1.36%。同期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同比增长 0.64%。 

⒈出口商品结构：丝绸制成品出口增幅继续回落但趋势放缓，丝类、绸缎出口无明显变

化。1-11月,丝类出口 4.89亿美元，同比下降 0.79%，占比 14.7%，出口数量 10591.18吨,

同比下降 13.6%,出口单价 46.13美元/公斤，同比增长 14.82%；真丝绸缎出口 5.6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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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下降 5.59%，占比 16.97%，出口单价 5.55美元/米，同比增长 10.1%；丝绸制成品出口

22.7亿美元，同比增长 48.25%，占比 68.32%，出口单价 13.96美元/件套，同比增长 35.93%。 

⒉出口主要市场：对美出口降幅扩大，对新兴市场出口增幅保持放缓趋势。排名前五位

的市场依次为：欧盟(7.0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占比 21.23%)、美国(3.52 亿美元，同

比下降 7.94%，占比 10.59%)、印度(2.87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5%，占比 8.64%)、尼日利

亚(2.59亿美元，同比增长 152.4%，占比 7.79%)、沙特阿拉伯(2.51亿美元，同比增长 235.41%，

占比 7.55%)。 

⑴丝类出口市场情况：丝类对印度出口由降转升，对日本出口增幅继续扩大，对欧盟出

口下降明显。排名前五位依次为：印度(1.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8%，占比 36.07%)、欧

盟(1.19亿美元，同比下降 11.32%，占比 24.44%)、日本(6234.8万美元，同比增长 15.88%，

占比 12.76%)、东盟(6168 万美元，同比增长 3.5%，占比 12.62%)、韩国(1884.6 万美元，

同比下降 2.12%，占比 3.86%)。 

⑵绸缎出口市场情况：绸缎出口持续低迷，主要出口市场降幅多呈扩大趋势，对印度出

口增幅收窄。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欧盟(1.32 亿美元，同比下降 0.31%，占比

23.38%)、巴基斯坦(1.21 亿美元，同比下降 17.18%，占比 21.45%)、印度(6591.3 万美元，

同比增长 19.66%，占比 11.69%)、香港(4936.6 万美元，同比下降 13.74%，占比 8.75%)、

韩国(3198.4万美元，同比下降 10.95%，占比 5.67%)。 

⑶丝绸制成品出口市场情况：丝绸制成品对欧盟出口增幅、对美出口降幅均扩大，对新

兴市场出口增幅继续收窄。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具体为：欧盟(4.54亿美元，同比增长

11.45%，占比 20%)、美国(3.29亿美元，同比下降 7.28%，占比 14.5%)、尼日利亚(2.49亿

美元，同比增长 143.75%，占比 10.99%)、沙特阿拉伯(2.48亿美元，同比增长 234.47%，占

比 10.93%)、埃塞俄比亚(1.98亿美元，同比增长 421.62%，占比 8.73%)。 

⒊省市出口情况：主要出口省市位次稳定，广东出口增幅继续回落，其他主要省市出口

均保持下降趋势。主要省市排名依次为：广东(16.52亿美元，同比增长 112.21%，占比 49.71%)、

浙江(7.32 亿美元，同比下降 9.63%，占比 22.03%)、江苏(2.96 亿美元，同比下降 3.2%，

占比 8.9%)、上海(1.6 亿美元，同比下降 6.57%，占比 4.83%)、山东(1.23亿美元，同比下

降 7.07%，占比 3.7%)。前 5位省市出口合计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89.17%。 

⒋企业出口排名：浙江嘉欣、山东海润和鑫缘茧丝绸跻身前十，其余仍为广州地区物流

贸易公司。 

⒌贸易方式：一般贸易占比继续扩大，超过五成。一般贸易方式出口 17.17 亿美元,同

比下降 12.39%,占比 51.68%；其它贸易方式出口 14.6亿美元，同比增长 179.05%，占比 43.92%。 

㈡进口情况：1-11 月，真丝绸商品进口额为 1.71亿美元，同比下降 4.84%，占纺织品

服装进口额的 0.77%。同期纺织品服装进口额同比增长 5.98%。 

⒈进口商品结构：三大类进口趋势不变：丝类和丝绸制成品进口降幅继续收窄，绸缎进

口降幅扩大。。丝类进口 1127.7 万美元，同比下降 6.44%，占比 6.58%，进口数量 3217.5

吨,同比下降 4.51%,进口单价 3.5 美元/公斤，同比下降 2.02%；真丝绸缎进口 3241.8 万美

元，同比下降 18.42%，占比 18.92%，进口单价 9.15 美元/米，同比增长 12.87%；丝绸制成

品进口 1.28亿美元，同比下降 0.47%，占比 74.49%，进口单价 117.87 美元/件套，同比增

长 3.07%。 

⒉进口来源情况：自欧盟进口增幅扩大，其他主要进口来源仍为下降趋势。真丝绸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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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前五位来源依次为：欧盟(1.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6.42%，占比 65.43%)、中华人民共

和国(2872.3万美元，同比下降 26.79%，占比 16.77%)、韩国(702.3万美元，同比下降 13.93%，

占比 4.1%)、印度(597.4 万美元，同比下降 2.36%，占比 3.49%)、日本(436 万美元，同比

下降 23.6%，占比 2.55%)。 

⒊省市进口情况：进口主要省市排名不变，上海、北京进口增长。具体如下：上海(1.0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3%，占比 61.93%)、广东(2545万美元，同比下降 22.54%，占比 14.86%)、

北京(1349.6万美元，同比增长 9.63%，占比 7.88%)、浙江(1344.5万美元，同比下降 2.24%，

占比 7.85%)、江苏(268.9万美元，同比下降 27.25%，占比 1.57%)。前 5位省市进口合计占

全国进口总额的 94.09%。 

⒋企业进口排名：丝绸商品进口仍以国外品牌公司在华机构或代理公司为主。 

2017 年 1-11月全国纱线进出口概况 

据海关统计，2017年 1-11月全国纱线进出口额 177.4亿美元，同比增长 6.7%，增幅进

一步扩大。其中出口额 106 亿美元，增长 6.3%；出口数量 431.1 万吨，同比增长 4.9%；出

口平均单价 2.46美元/公斤，同比增长 1.3%。进口额 71.4亿美元，同比增长 7.3%；进口平

均单价 3美元/公斤，同比增长 4.2%。 

一、11月当月主要纱线类别保持增长 

11 月当月纱线出口额 9.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9%。主要类别中除丝纱线出口下降外，

其余各类别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棉纱线和化学纤维纱线出口分别 1.4亿和 6.9 亿美元，同比

增长 24.4%和 18.2%。其中棉纱线出口数量 3.4万吨，增长 29.5%，价格下降 3.9%。化纤纱

线出口数量 27.5万吨，增长 3.8%，价格增长 13.9%。 

二、主要市场出口增长平稳，一带一路国家增幅显著 

东盟是我国纱线出口第一大市场，占纱线出口的 17.2%。1-11月我国对东盟出口额 18.2

亿美元，增长 14.6%，与上半年相比增幅持续扩大。其中对菲律宾出口增长最快，出口额 2.2

亿美元，增长 73.6%。该国在出口市场中排名也从 2015 年的 21 位上升至 14 位，超过泰国

和柬埔寨。 

其他亚洲市场中，孟加拉国在我国纱线出口市场中位列第二，占比 8%。1-11 月我国对

孟加拉国出口小幅上升，出口额 8.4亿美元，增长 10.8%。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对土耳其和俄罗斯出口增长显著，分列第 5 位和第 21 位。其中对

土耳其出口额 5.4 亿美元，增长 22.1%，占比 5.4%。对俄罗斯出口增长明显，出口额 1.2

亿美元，增长 32.6%。 

其他市场中，对美国出口额 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对欧盟出口额 10.7 亿美元，

增幅 2.1%。对香港出口额 9.7亿美元，下降 17.2%。对日本出口额 3.4亿美元，下降 0.7%，

降幅有所收窄。 

三、沿海主要出口省份保持增长 

从出口额看，沿海各省是纱线出口主力，排名前五省市分别浙江、江苏、山东、福建、

广东，合计占比 78%。除广东下降 4.5%外，其余各省份均保持增长。其中浙江和福建均出口

增速较快，出口额分别 35亿美元和 8.8亿美元，增幅分别 14%和 26.5%。江苏和山东出口额

分别 22.8亿美元和 8.7亿美元，增长分别 2.4%和 3.6%。 

从出口单价看，前五大出口省份中，除山东省单价略降 2.5%外，其余四省均单价保持 



 

7 

 

增长。其中福建平均单价 1.88美元/公斤，增长 20.7%。广东出口单价最高，平均 5.1美元

/公斤。其余各省份中，内蒙古和宁夏出口单价较高，分别 53.3 美元/公斤和 26.2 美元/公

斤，下降分别 21.8%和 65.4%。 

四、主要类别单价涨跌互现 

2017 年 1-11 月丝线和化纤纱线出口单价有所上升，分别 42.8 美元/公斤和 2.3 美元/

公斤，同比上升 14.8%和 6.3%。棉纱线和羊毛动物毛纱线出口单价均有所下降，下降分别

4.4%和 6.9%。 

五、1-11月全国棉纱线进口概况 

(一)国内棉花棉纱进口趋于平稳 

12 月以来全球制造业扩张速度放缓，国外棉价平稳；随着国内棉花轮出工作的结束，

内外棉价差逐步收窄，我国棉花、棉纱进口趋于平稳。 

据海关统计，2017 年 1-11 月我国棉纱线进口额 49.4 亿美元，上升 7.8%，占纱线进口

总额的 69%，占纺织服装进口总额的 21.9%。进口数量 179.5万吨，同比微增 1.4%。进口价

格 2.75美元/公斤，增长 6.3%。 

(二)越南纱依旧受青睐 

近年来大批企业赴东南亚投资设厂，进口棉纱前 5大来源地全部来自东南亚地区。越南

是最大投资国之一，我国从越南进口棉纱线持续增长，占比达 38%，是目前我国棉纱线最大

进口来源国。2017年 1-11月我国自越南进口棉纱线 65.5万吨，同比增长 15.2%，占棉纱线

进口总量 36.5%，占比与上半年基本持平。 

除越南外，我国还从印度、巴基斯坦、印尼、台湾、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进口棉纱线。

其中自印尼和乌兹别克斯坦进口增长较快，增长分别 28.2%和 19.5%。 

(三)内外棉价差收窄，棉纱进口数量回落 

截至 12 月 29 日国际棉花价格(CotlookA)约 14874 元/吨，国内棉花价格(3128B)均价

15699元/吨，二者价差约 825元/吨，较 5月 1886元/吨的差价明显收窄。随着国内储备棉

轮出，市场供应充足，棉纱线进口数量年底前有所回落。 

行业数据：2017 年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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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01  38401    

2 亏损企业数 户 4568  4274  6.88  

3 亏损面 % 11.90  11.13    

4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650799023  621511732  4.71  

5 主营业务成本 万元 575906449  550489336  4.62  

7 销售费用 万元 13481262  12760666  5.65  

8 管理费用 万元 20117220  19090698  5.38  

9 财务费用 万元 6818589  6575835  3.69  

10 其中：利息支出 万元 5444053  5425658  0.34  

11 利润总额 万元 34240920  31878711  7.41  

12 亏损企业亏损额 万元 1577369  1753688  -10.05  

14 资产总计 万元 471883516  446225986  5.75  

15 其中：流动资产合计 万元 246961300  236082035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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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其中：应收账款 万元 54875336  52991792  3.55  

17             存货 万元 67287743  63163130  6.53  

18             其中：产成品 万元 30238063  28923813  4.54  

19 负债合计 万元 244407752  232071038  5.32  

20 出口交货值 万元 82044240  80079373  2.45  

2017 年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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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79.90 4.71 3424.09 7.41 54.77 52.01 

棉纺及印染 23252.75 4.20 1099.04 0.29 54.40 52.37 

毛纺织 1870.34 0.47 96.81 6.92 56.20 55.02 

麻纺织 459.68 1.44 19.16 -16.82 44.17 46.32 

丝绢纺织 1126.81 6.29 57.08 9.56 52.56 51.96 

化纤织造 1227.88 9.65 60.60 22.18 62.55 62.23 

针织 2872.83 5.42 157.05 9.17 58.54 57.53 

家纺 2438.67 4.60 138.08 3.97 54.14 49.73 

非家纺 2734.07 6.37 154.03 -1.67 49.95 48.05 

服装 20605.24 1.87 1175.31 6.02 50.53 46.96 

化学纤维 7436.61 14.09 394.08 43.68 62.44 57.97 

纺织机械 1055.03 8.92 72.84 20.34 58.58 56.72 

2017 年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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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5020  37934064  4.07  

    1、棉纱 吨 2685679  26168976  3.41  

    2、棉混纺纱 吨 548652  5871784  6.73  

    3、化学纤维纱 吨 580690  5893303  4.52  

  布 万米 634234  6309633  1.21  

    其中：色织布(含牛仔布) 万米 24326  243328  -1.18  

  其中：1.棉布 万米 363498  3533709  1.11  

2.棉混纺布 万米 119549  1277401  3.58  

3.化学纤维布 万米 151073  1497512  -0.51  

  印染布 万米 477200  4913981  5.63  

  绒线（俗称毛线） 吨 34396  394047  7.61  

  毛机织物（呢绒） 万米 4800  45186  -2.14  

  亚麻布(含亚麻≥55%) 万米 1792  19002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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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苎麻布(含苎麻≥55%) 万米 1941  21541  6.71  

  蚕丝 吨 13593  134574  -0.78  

    其中:绢纺丝 吨 728  7418  -8.63  

  蚕丝及交织机织物(含蚕丝≥50%) 万米 5693  56394  0.05  

无纺布(非织造布) 吨 400107  3992862  0.55  

帘子布 吨 65330  738658  2.31  

  服装 万件 269080  2725440  -0.60  

    1、梭织服装 万件 146078  1462845  -1.42  

       其中:羽绒服 万件 3052  25332  6.74  

              西服套装 万件 5113  45741  -2.74  

          衬衫 万件 7713  81915  -4.25  

    2、针织服装 万件 123007  1262646  0.47  

  化学纤维用浆粕 吨 115891  1244238  -8.96  

  化学纤维 吨 4426745  45433952  3.08  

    其中：人造纤维(纤维素纤维) 吨 361593  4008367  4.33  

            其中:粘胶短纤维 吨 305119  3413959  4.20  

                 粘胶纤维长丝 吨 23212  229614  12.52  

                 醋酸纤维长丝 吨 31525  346123  4.38  

         合成纤维 吨 4053551  41325070  2.92  

            其中:锦纶纤维 吨 296612  3032231  9.37  

                 涤纶纤维 吨 3579671  36304274  2.29  

                 腈纶纤维 吨 52501  671120  2.80  

                 维纶纤维 吨 7338  77233  -4.87  

                 丙纶纤维 吨 29775  281427  18.01  

                 氨纶纤维 吨 46418  501448  8.31  

2017 年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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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1.03 1.61 1051.69 1449.34 233.79 6.94 154.62 79.17 

1.一般贸易 1918.40 0.73 872.95 1045.46 140.34 14.95 80.72 59.62 

2.进料加工 208.77 -5.19 91.34 117.43 51.65 -4.24 50.41 1.24 

3.来料加工 41.63 -9.79 3.57 38.06 18.60 -9.63 16.51 2.09 

4.其他贸易 332.22 14.34 83.83 248.39 22.49 5.11 6.95 15.54 

二、主要类型企业 

1.国有进出口公司 259.56 -5.01 92.70 166.86 26.39 14.05 19.95 6.44 

2.集体企业 60.83 -3.79 29.85 30.98 3.41 35.96 3.27 0.14 

3.三资企业 488.18 -5.00 212.89 275.29 139.35 3.64 92.48 4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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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营企业 1692.46 5.05 716.25 976.20 64.64 10.47 38.92 25.71 

三、分原料加工 

1.棉制产品 746.39 0.02 227.93 518.46 86.47 7.29 61.73 24.75 

2.毛制产品 63.13 13.12 16.23 46.90 12.69 3.12 6.37 6.31 

3.麻制产品 10.63 -0.60 10.63 0.00 1.58 6.28 1.58 0.00 

4.丝制产品 28.83 33.67 7.46 21.37 1.61 -5.43 0.35 1.26 

5.化纤制产品 1193.98 1.33 595.45 598.53 87.77 5.46 64.90 22.87 

6.未列名其他材料 458.06 2.07 193.99 264.06 43.67 11.12 19.69 23.98 

四、主要国家地区 

1.亚洲地区 1096.83 0.22 576.42 520.41 189.29 5.94 131.01 58.28 

(1)香港 116.43 -13.15 49.40 67.03 1.08 -24.28 0.91 0.17 

(2)澳门 1.56 -28.51 0.54 1.02 0.04 -23.27 0.01 0.03 

(3)台湾 15.37 4.79 5.94 9.43 21.27 0.09 20.68 0.59 

(4)日本 195.20 0.10 48.25 146.95 32.51 6.89 20.29 12.22 

(5)韩国 76.93 6.80 27.24 49.69 16.49 -5.23 13.83 2.66 

(6)土耳其 17.48 9.83 13.84 3.64 4.15 6.14 1.17 2.98 

(7)东盟 315.05 4.29 231.81 83.25 53.16 21.82 34.05 19.11 

2.欧洲 550.35 0.65 146.32 404.02 34.12 12.79 16.59 17.54 

(1)欧盟 452.37 -0.54 122.15 330.22 32.79 12.70 16.00 16.79 

3.非洲 168.46 2.31 92.81 75.64 2.46 12.55 0.22 2.23 

4.大洋州 57.18 0.66 17.88 39.29 0.27 11.60 0.25 0.02 

(1)澳大利亚 48.09 1.28 14.78 33.31 0.23 16.72 0.22 0.01 

5.北美自由贸易区 501.22 2.26 159.57 341.65 7.20 4.53 6.39 0.81 

(1)美国 436.01 1.51 132.79 303.22 6.51 5.48 6.03 0.48 

(2)加拿大 40.27 14.04 11.06 29.21 0.38 5.84 0.16 0.22 

(3)墨西哥 24.94 -1.44 15.72 9.22 0.31 -13.31 0.19 0.11 

6.欧盟、美国 886.79 0.44 254.35 632.44 39.26 11.48 22.03 17.23 

7.非欧盟、美国 1614.21 2.27 797.32 816.89 194.53 6.07 132.59 61.94 

2017 年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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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8 28.14 8.72 17.76 10.26 6.64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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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津 20.66 -1.12 11.16 9.50 3.77 1.96 1.81 

3.河北 55.83 13.77 17.21 38.62 1.09 1.04 0.05 

4.山西 0.94 -9.70 0.89 0.05 0.02 0.01 0.01 

5.内蒙古 4.15 -32.77 1.24 2.91 0.02 0.01 0.01 

6.辽宁 37.59 -1.09 7.48 30.11 9.13 5.03 4.10 

  沈阳 0.85 -0.60 0.38 0.48 0.26 0.18 0.08 

  大连 21.15 1.20 2.57 18.58 4.57 2.59 1.98 

7.吉林 3.91 -7.86 1.77 2.14 1.41 0.61 0.79 

  长春 0.46 -28.37 0.04 0.42 0.23 0.23 0.00 

8.黑龙江 4.44 -46.83 1.83 2.61 0.23 0.20 0.03 

  哈尔滨 0.46 -36.27 0.42 0.04 0.03 0.00 0.02 

9.上海 170.37 1.12 68.35 102.03 65.22 22.98 42.24 

10.江苏 447.92 7.56 212.00 235.92 24.51 18.86 5.66 

   南京 58.58 6.74 19.03 39.56 1.38 1.15 0.23 

11.浙江 609.50 0.50 343.97 265.53 24.56 19.14 5.42 

   宁波 70.09 4.45 29.45 40.64 2.82 2.69 0.13 

12.安徽 33.50 4.00 14.60 18.90 3.71 3.66 0.05 

13.福建 188.43 -5.30 65.52 122.90 10.97 10.22 0.74 

   厦门 5.33 -17.48 2.75 2.57 1.13 0.93 0.20 

14.江西 42.46 -0.53 11.59 30.87 1.32 1.26 0.06 

15.山东 198.46 3.55 91.53 106.93 12.84 11.78 1.05 

   青岛 35.19 1.35 15.75 19.45 1.97 1.68 0.29 

16.河南 16.45 5.10 8.72 7.73 2.01 0.60 1.41 

17.湖北 26.80 -6.40 6.61 20.19 1.31 1.17 0.14 

   武汉 6.83 21.47 1.70 5.13 0.12 0.10 0.01 

18.湖南 16.56 33.59 3.59 12.97 1.13 1.09 0.04 

19.广东 453.97 -0.23 119.41 334.55 57.07 46.62 10.46 

   广州 94.93 28.41 16.50 78.44 4.53 4.11 0.42 

   深圳 12.15 -6.80 3.40 8.75 2.79 2.70 0.09 

20.广西 47.24 9.27 22.99 24.25 0.33 0.31 0.03 

21.海南 0.51 -15.25 0.43 0.08 0.80 0.08 0.72 

22.四川 11.78 -18.22 6.97 4.81 0.72 0.42 0.30 

   成都 5.32 -31.96 3.00 2.32 0.37 0.10 0.27 

23.重庆 7.28 -24.56 2.40 4.88 0.63 0.38 0.25 

24.贵州 0.82 -70.42 0.14 0.68 0.02 0.01 0.01 

25.云南 4.88 -14.58 3.85 1.03 0.11 0.05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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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西藏 1.74 -31.14 0.24 1.50 0.04 0.01 0.04 

27.陕西 3.48 26.42 2.15 1.33 0.10 0.08 0.02 

   西安 1.48 20.98 0.79 0.70 0.04 0.02 0.02 

28.甘肃 0.22 -96.00 0.13 0.09 0.00 0.00 0.00 

29.青海 1.14 -72.95 0.79 0.35 0.01 0.01 0.00 

30.宁夏 3.20 -37.67 0.90 2.30 0.04 0.01 0.03 

31.新疆 60.32 26.23 14.51 45.81 0.41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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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全国 37031.5

0 

20395.7

0 

16635.8

0 

3759.8

0 

12.0

0 

8.00 17.30 

2017年 11月 纺织 2734.82 2501.03 233.79 2267.2

4 

2.04 1.61 6.94 

2017年 11月 纺织占全国比

重 

7.39 12.26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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