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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信息：2018 年 1 月份出口纺织品服装约 231.07亿美元 

 据海关统计，2018 年 1月份我国出口纺织品服装约 231.07 亿美元，同比下滑 3.34%，

环比下滑 3.79%。其中出口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99.85 亿美元，同比增加 4.70%，环比减

少 1.73%;出口服装及衣着附件 131.22亿美元，同比减少 7.6%，环比减少 5.29%。 

2018 年 1月份越南棉花进口同比大增 

 据越南工业和贸易部的数据，2018年 1月份，越南棉花进口量达到 14万吨，进口额为

2.44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49.7%和 51.1%。 

近年来，越南棉花进口量连年增加，从 2005年的 15万吨增加到 2017年的 13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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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该国棉花进口总额超过 23亿美元，同比增长 41.2%。越南棉花进口主要来自美国、

印度、澳大利亚、巴西和科特迪瓦。 

 1 月份，越南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额为 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6%，主要出口到美国、欧

盟、日本和韩国。2017年全年纺织品服装出口额超过 259亿美元，同比增长 8.8%。 

2017 年中国对美棉的进口量同比增长 91.57% 

 根据海关统计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 12月中国进口棉花 10万吨，同比减少 30%，主

要进口的是美棉、巴西棉、印度棉和澳棉，其中对巴西棉的进口量同比增长 166.62%，对美

棉、印度棉和澳棉的进口量分别同比减少 24.44%、70.46%、43.7%。 

 2017年 1-12月，我国累计进口棉花 115.3万吨，同比增长 28.93%，主要进口的是美棉

50.5 万吨、澳棉 25.8 万吨、印度棉 11.2 万吨、乌棉 9.3 万吨，其中对美棉和澳棉的进口

量分别同比增长 91.57%、19.63%，对印度棉和乌棉的进口量分别同比减少 5.38%、0.1%。 

 据了解，2017年我国对美棉的进口份额大幅增加，从去年的 29.49%增长至 43.82%。对

其他国家的棉花进口份额均持续下滑，特别是对印度棉的进口份额下滑明显。 

2017 年我国进口棉纱 198.34 万吨同比微增 

 据统计，2017年 12月我国进口棉纱约 18.82万吨，同比减少 6.70%，环比减少 2.94%；

出口棉纱约 3.50万吨，同比增加 12.50%，环比增加 3.40%。 

 2017年全年我国累计进口棉纱 198.34 万吨，同比微增 0.57%；累计出口棉纱 39.04万

吨，同比增加 10.6%。 

2017 年全国纺织品服装贸易概况 

2017 年全国货物贸易增速创 6 年来新高，累计进出口总值 41044.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4%。其中出口 22634.9 亿美元，增长 7.9%；进口 18409.9 亿美元，增长 15.9%，累计贸

易顺差 4225.1亿美元。2017年 12月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088.9亿美元，增长 8%。其

中出口 2317.9亿美元，增长 10.9%；进口 1771.0 亿美元，增长 4.5%，当月贸易顺差 546.9

亿美元。 

2017 年纺织品服装累计贸易额 2931.5亿美元，增长 1.2%，其中出口 2686 亿美元，增

长 0.8%，进口 245.5 亿美元，增长 5.3%，累计贸易顺差 2440.5 亿美元，增长 0.4%。2017

年 12月纺织品服装贸易额 261.8亿美元，增长 2.2%，其中出口 240.2 亿美元，增长 2.5%，

进口 21.6亿美元，下降 1.6%，当月贸易顺差 218.6亿美元，增长 2.9%。 

2017年纺织品服装进出口呈现如下特点： 

一、平稳向好，全年出口再现增长 

在全球经济复苏外需回暖、国内经济持续向好、去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共同作用下，2017

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对外贸易始终是“稳”字当头，尤其是下半年，出口连续多月保持平稳、小

幅增长，四季度增幅升至 3.7%，使得全年出口在经历连续 2 年下跌后，终于拨得云开见月

明，再次实现增长。 

进口则在数量和价格双引擎提升带动下，扭转连续 3年下降，并实现较快增长。 

二、贸易结构更趋合理，外贸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从贸易方式和出口企业角度观察，2017年有 3 个进一步优化特征：贸易结构更趋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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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对外贸易自主发展能力的一般贸易出口占比 76.4%，稳居 3/4份额。以市场采购为主的

“其他贸易”方式出口进一步凸显，占比升至 6.9%。一般贸易出口微降 0.4%，其他贸易出口

增长 16.6%，推动整体出口实现增长。 

企业构成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累计出口 1875.5 亿美元，占比创新高，达到 70%，出

口额增长 3%，成为拉动整体出口增长的唯一主动力，外贸发展内生动力更加强劲。国有企

业、三资企业出口则分别下降 3.6%、4.4%。 

外贸集中度进一步提升。仅占出口企业家数 0.7%的超大型、大型企业(出口金额在 5000

万美元以上)，贡献 30%出口额。恒大恒强趋势正在逐步形成。 

去年表现突出的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在 2017年光芒大减，“一达通”企业出口均迅速缩减，

其中山东、福建“一达通”排名更是大幅跌落。出口排名前 10 企业大部分重新回归纺织服装

专业生产或外贸公司。 

三、重点市场均呈现回稳向好态势，对美国、东盟、日本出口恢复增长 

欧盟—对欧盟出口降幅缩小，英国脱欧影响预计利大于弊。2017 年在纺织服装 4 大出

口市场中，仅对欧盟出口下降，累计出口额 488.6 亿美元，下降 1.1%，降幅比去年明显缩

小。其中主要是服装下降 2.7%所致，纺织品实现 3.9%的增长。大类商品针梭织服装合计出

口量微增 0.5%，出口单价下跌 3.8%。 

英国脱欧是近年欧盟大事件，2017 年脱欧进入实质性会谈阶段，已基本确定脱欧具体

时间与过渡期。英国是我国纺织服装重要出口市场，按单个国家排名排在第 5 位，是欧盟

28国中第一大市场国。2017年我国对英国出口 103.3 亿美元，占对全球出口总额的 4%，占

对欧盟出口的 21%。 

在接下来 2年中，随着谈判进程推进，英国将逐步剥离原欧盟制度安排，制定、完善本

国在金融税收、贸易救济方面的政策。英国脱欧对于中国来说有利有弊，但由于英国历来主

张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其对外贸易总方针预计仍以开放为基调，对我国出口整体来看利大于

弊。 

据欧盟海关统计，1-10月欧盟自全球进口纺织品服装 1093.3亿美元，增长 2.8%，自中

国进口 374.2亿美元，增长 1.3%。自东盟、孟加拉国进口分别增长 9.9%、3.4%。 

美国—对美国出口由纺织品带动恢复增长 

受当地经济不振拖累，2016年我国对美国出口现 20年来首次下降。2017 年美国经济稳

健复苏，各项基本面指标持续改善，对美国出口再度恢复增长。全年累计出口 453.9 亿美元，

增长 1%。对整体出口形成正向拉动。 

纺织品出口 123.9 亿美元，增长 6%，服装出口 330亿美元，下降 0.8%。其中大类商品

针梭织服装合计出口量增长 2.3%，出口单价下降 4%。纺织制成品出口增长 6.9%。 

据美国海关统计，1-11月美国自全球进口纺织品服装 1084.3亿美元，增长 0.9%，其中

自中国进口 394.2 亿美元，微降 0.7%，自东盟、印度、墨西哥进口分别增长 2.9%、3.9%、

6.2%。 

东盟—是拉动整体出口增长的主力，服装出口价格提升 

作为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第 3 大市场，东盟成为 2017 年拉动整体出口实现增长的主力，

累计出口额 347.5 亿美元，增长 4.5%，在 4 大市场中增长最快，对整体出口增长形成 0.6

个百分点正向拉动。其中纺织品出口 256.9亿美元，增长 6.7%，服装出口 90.6 亿美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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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1.2%。大类商品面料出口增长 7.1%，针梭织服装合计出口量下降 5.9%，单价提升 2.5%，

是唯一实现服装出口价格上升的重点市场。 

东盟 10国中，越南仍旧保持第一大市场位置。2017年我国对越南出口恢复增长，全年

出口额增长 8.6%。值得一提的是越南自 2016年起超过印度成为我国纱线进口第一大来源国，

自越南纱线进口比重迅速提升，2017年达到 28%。 

日本—对日本出口扭转持续下滑局面，市场逐步回稳 

对日本出口扭转连续 4年下降不利局面，2017 年出口 203.2亿美元，实现 0.05%微弱增

长，日本市场逐步回稳。 

对日本纺织品出口 43.6亿美元，增长 3%，服装出口 159.7亿美元，下降 0.7%。大类商

品针梭织服装合计出量增长 2.6%，单价下跌 3.3%。日本目前仍是我国中高档产品主要外销

市场，服装出口均价高出欧美 20-30%。 

据日本海关统计，1-11 月日本进口纺织品服装 336.4 亿美元，增长 0.3%，其中自中国

进口 204.7亿美元，下降 1.3%，自东盟进口增长 5.2%。 

新兴市场大面积恢复增长，“一带一路”倡仪显成效 

发达经济体经济回暖同时，发展中国家市场也逐步复苏，2017 年我国对非洲、拉美、

南亚等地出口均实现增长。其中对南非增长 6.3%、巴西增长 33.3%，印度增长 3.7%。随着“一

带一路”倡仪深入推进，成效逐步显现，我国对沿线 64 个国家出口累计达到 914.7 亿美元，

增长 2.9%，出口占比升至 34.1%。 

2017 年是中国—中东欧“16+1”合作 5 周年，5 年来中国与中东欧 16 国间纺织服装贸易

额逐步扩大，中方出口累计增长 17.8%，进口增长 27.1%。这 16个国家均是“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未来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中国产品在重点出口市场中所占份额继续下降，但降幅趋缓。从数据上看，今年以来中

国在日本市场所占份额持续下降趋势仍没有改变，但产业转移速度较前几年明显放缓。1-11

月中国产品在日本市场上的份额为 60.9%，比去年同期下降 0.9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明显趋

缓。企业对此也有相同感受，据出口日本的主营企业反映，当前日本相对其他市场进一步好

转，尤其中高档产品在日本销量能够实现稳定增长。同时在欧盟市场份额下降速度也有所减

缓，1-10月份额为 34.2%，比去年同期仅下降 0.4个百分点。相对而言，我国产品在美国市

场份额变化幅度最小，2011-2017年 6年间累计下降 2.5个百分点，远好于欧盟、日本。 

四、出口商品结构逐步改善，出口价格下跌局面仍未扭转 

经过“十二五”和“十三五”前期持续的产业调整和转型升级，纺织服装出口商品结构逐步

改善。2017年纺织品出口占比提升至 41.1%，服装降至 58.9%，首度低于 6成。纺织品出口

增长 4.2%，优于服装，服装下降 1.4%。纺织品中的大类商品纱线、面料、制成品出口全部

实现增长，增幅分别 7.8%、4.1%、3.5%，服装中针梭织服装合计出口下降 2.3%。 

从量价指数分析，纺织品出口数量指数为 108.7、服装为 105.1，纺织品出口价格指数

为 95.79、服装为 93.8。表明纺织服装出口仍受制于价格下跌，出口增长仍主要依靠数量攀

升。 

具体看大类商品，纱线、面料出口量分别增长 5.6%、8.4%，针、梭织服装合计出口量

增长 2.8%。纱线出口价格实现 2.1%提升，面料、针梭织服装则分别下跌 4%、4.9%。出口价

格下跌局面仍未完全扭转。 

五、东部地区恢复增长，新疆出口地位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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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传统出口大省，即排名前 5 位的浙江、江苏、山东分别实现 0.9%、7.4%、2.3%

的增长，广东、福建下降 1.9%、5.1%。按区域划分，出口占近 9成的东部地区整体恢复 1.6%

增长，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分别下降 4.9%、4.2%。 

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近年随着国家对当

地投资产业政策推进，新疆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步伐进一步加快，出口连续 2年实现双位

数增长。2017 年出口 63.7 亿美元，增长 21.7%，在全国出口排名中次序再跃上一个台阶，

升至第 7位。 

六、服装进口比重持续放大，纺织品进口量价齐升 

随着消费品进口关税逐步降低，服装进口量值迅速攀升，服装进口比重也逐步放大。2017

年服装进口 71.8亿美元，增长 9.4%，占比升至 29.2%。推动服装进口因素主要是数量增长，

服装进口数量指数 115.9，进口价格指数 94.4。其中大类商品针梭织服装进口量增长 13.4%，

进口均价下跌 4.3%。 

纺织品进口 173.8 亿美元，增长 3.7%，表现为量价齐升。进口数量指数 100.5，进口价

格指数 103.1。大类商品纱线和制成品进口额均增长 6.2%，面料下降 1.3%。重点商品棉纱

线的进口增减随国储棉轮出时点波动，储备棉轮出期间，外纱进口量大幅回落，储备棉轮出

结束后，外纱进口量有所回升。全年累计进口量微增 0.6%，进口均价上涨 5.9%。 

2017 年家纺行业运行概况 

2017 年，家纺行业运行趋势向好，主要指标稳步增长。投资增速不断提升，投资者信

心进一步增强。市场回暖，行业内外销均保持良好增长。行业投入继续增加，或有助于行业

调整升级。  

一、趋势向好，运行稳中有进: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行业 1927 家规模

以上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626.04 亿元，同比增长 4.76%，增速较上年提高 1.55 个百分

点。协会跟踪的 15个产业集群实现收入 3018.5亿元，同比增长 5.68%，增速较上年增长 2.38

个百分点。协会跟踪的 210 家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46.13 亿元，同比增长 5.11%，增速

较上年增长 4.49个百分点。从近几年的统计数据可见，家纺行业经过回调之后正逐渐回升，

近三年行业运营增速稳中有进，趋势向好。 

 
图 1.2012-2017年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走势（%） 

从"2017 年第四季度企业经营管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选择"订货需求量比上期增加"

的企业占 55.3%，选择"主要产品产量增加"的企业占比为 55.3%。行业仍在不断提质增效，

充满活力。 

二、投资回升，发展信心增强:2017年，家纺企业投资者的信心逐步提升，投资增速呈

现逐步回升的态势，至 8 月份投资增速恢复至正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2017 年家

纺行业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774.6亿元，同比增长 5.49%。从分行业来看，毛巾行业投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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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2017年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121.9亿元，同比增长 10.07%；布艺行业 2017 年共完成投

资 75.04亿元，同比增长 21.17%，增势一直保持良好；床上用品行业完成投资 333.27亿元，

较去年略降 1.63%，其他家用纺织品行业完成投资 244.4亿元，同比增长 9.7%。 

三、效率提高，运营质效提升:跟据协会跟踪的数据显示，2017 年 15 个产业集群年人

均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增长了 2.83 万元，年人均利润增长了 0.13 万元； 210 家企业年人

均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增长了 4.91万元，年人均利润总额增长了 0.69万元，两项指标均高

于上年。 

效率的提高，促进了行业运营质效的提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 2017年家纺行业

流动资产周转率为 3.15次/年，同比略增 0.51%。 

四、费用增加，利润增速放缓:利润增速放缓且低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速，是 2017年行业

的一个特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家纺行业 1927家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54.36 亿元，同比增长 3.06%，增速较上年下降 2.42 个百分点。利润率为 5.88%，较上年

略降 0.1个百分点。 

 

图 2.近几年行业利润增速与收入增速对比（%） 

其原因是成本居高不下的同时，期间费用快速增长所导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 1927 家规模以上企业的三费占比 6.9%，较上年提高了 0.47 个百分点。成本费用的增长

还未传导至终端销售价格，从而压缩了行业原有的利润空间。同时，行业期间费用的增长或

将有助于行业结构调整，促进行业深化改革，在新时期有能力和活力应对诸多挑战。 

五、市场回温，内外销齐发力: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对家纺行业出口市场呈现利好局面。

据海关数据显示，2017 年家纺产品出口 394.65亿美元，同比增长 2.25%，12月当月家纺产

品出口 36.63亿美元，同比增长 7.5%。行业出口增速呈现逐步提升的态势。 

2017 年传统市场美欧日均实现出口数量和出口金额双增长，是带动我国家纺产品出口

总体向上发展的主要动力。东盟十国 2017全年成交额 39.9亿美元，同比略降 0.83%，但出

口数量依然保持 11.36%的增长，除此之外，中亚及中东欧等新兴市场也保持双增长。 

表 1.2017年主要家纺出口市场增长情况 

名   称 数量同比（%） 金额同比（%） 

美国 9.79 6.77 

欧盟 9.11 1.29 

日本 4.73 3.75 

东盟 10 国 11.36 -0.83 

行业内销增长保持稳定。2017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的 1927家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内销产值

2029亿元，同比增长 5.43%。协会跟踪的 210家企业实现内销产值 625.5亿元，同比增长 

3.87%；15个产业集群实现内销产值 2485.2亿元，同比增长 8.20%。内外销齐发力，市场 

回温，局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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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2017年 1-12月丝绸商品进出口情况 

  一、12月丝绸商品贸易情况:据日本财务省统计，12月丝绸商品贸易额为 1.72亿美元，

环比增长 2.28%，同比增长 13.61%。其中，进口额为 1.52 亿美元，环比增长 1.54%，同比

增长 14.26%；出口额为 1987.21万美元，环比增长 8.32%，同比增长 8.85%。具体商品构成

情况如下： 

  进口：丝类金额为 927.5万美元，环比下降 15.74%，同比增长 37.99%，数量为 159.52

吨，环比下降 17.73%，同比增长 10.73%；绸缎金额为 922.26 万美元，环比下降 19.87%，

同比增长 15.78%；制成品金额为 1.33亿美元，环比增长 4.97%，同比增长 12.81%。 

  出口：丝类金额为 36.24 万美元，环比增长 41.86%，同比增长 190.19%，数量为 4.56

吨，环比增长 103.26%，同比增长 221.91%；绸缎金额为 1821.13万美元，环比增长 7.15%，

同比增长 6.72%；制成品金额为 129.84万美元，环比增长 18.72%，同比增长 21.78%。 

  二、1-12 月丝绸商品贸易情况:1-12 月，日本丝绸贸易额为 20.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0.25%。其中，进口额为 18.78亿美元，同比增长 0.98%；出口额为 2.14亿美元，同比下降

5.69%。具体情况如下： 

  进口商品构成为丝类 9915.78 万美元，同比增长 21.92%，数量 1898.87 吨，同比增长

9.75%；绸缎 1.17亿，同比增长 8.13%；制成品 16.62 亿美元，同比下降 0.5%。进口主要来

源地为中国(金额 9.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占比 53.1%)、越南(金额 3.74 亿美元，同

比增长 6.53%，占比 19.92%)、意大利(金额 1.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4%，占比 6.49%)、

孟加拉国(金额 9693.41万美元，同比下降 0.73%，占比 5.16%)、印度尼西亚(金额 6376.38

万美元，同比下降 6.68%，占比 3.4%。以上 5个来源地合计占比为 88.07%。 

  出口商品构成为丝类 349.78万美元，同比下降 2.27%，数量 44.26吨，同比增长 9.65%；

绸缎 1.94亿，同比下降 5.79%；制成品 1672.31 万美元，同比下降 5.21%。 

  出口主要市场为中国(金额 8330.47 万美元，同比下降 1.62%，占比 38.89%)、越南(金

额 7145.12 万美元，同比下降 5.2%，占比 33.35%)、泰国(金额 1092.5 万美元，同比下降

6.05%，占比 5.1%)、香港(金额 807.79 万美元，同比下降 21.74%，占比 3.77%)、美国(金

额 632.55万美元，同比增长 21.65%，占比 2.95%)。以上 5个市场合计占比为 84.06%。 

行业数据：2017 年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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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40  38540    

2 亏损企业数 户 4242  3816  11.16  

3 亏损面 % 11.01  9.90    

4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689356484  661722520  4.18  

5 主营业务成本 万元 607466048  583762588  4.06  

7 销售费用 万元 14789519  14040663  5.33  

8 管理费用 万元 22265630  21398468  4.05  

9 财务费用 万元 7431342  7039000  5.57  

10 其中：利息支出 万元 6032343  6026117  0.10  

11 利润总额 万元 37688102  35248406  6.92  

12 亏损企业亏损额 万元 1703028  1816206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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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资产总计 万元 466454927  447866334  4.15  

15 其中：流动资产合计 万元 242438053  235524183  2.94  

16       其中：应收账款 万元 54197177  52552083  3.13  

17             存货 万元 65772567  62037762  6.02  

18             其中：产成品 万元 29171837  28129829  3.70  

19 负债合计 万元 239966128  232735371  3.11  

20 出口交货值 万元 86419778  84437376  2.35  

2017 年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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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35.65  4.18  3768.81  6.92  53.58  51.97  

棉纺及印染 24384.34  3.49  1212.17  2.25  53.28  52.46  

毛纺织 1987.22  -0.94  102.67  1.98  55.79  55.24  

麻纺织 477.23  -2.55  21.21  -17.04  45.79  47.50  

丝绢纺织 1203.57  5.50  64.83  7.75  50.94  51.76  

化纤织造 1328.09  9.28  65.77  22.37  63.49  62.27  

针织 3072.70  4.60  190.42  18.66  56.82  56.88  

家纺 2626.04  4.76  154.36  3.06  52.18  49.86  

非家纺 2897.50  5.19  165.06  -3.90  50.16  47.66  

服装 21903.86  1.06  1263.74  2.95  49.05  47.26  

化学纤维 7905.82  15.69  444.95  38.30  61.01  57.36  

纺织机械 1149.27  9.42  83.63  23.11  58.96  56.36  

2017 年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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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5840  40499983  5.61  

    1、棉纱 吨 2598981  27497141  5.38  

    2、棉混纺纱 吨 554817  6328694  5.92  

    3、化学纤维纱 吨 623076  6682018  6.39  

  布 万米 678890  6955940  1.17  

    其中：色织布(含牛仔布) 万米 24568  263691  -1.04  

  其中：1.棉布 万米 385421  3917714  1.67  

2.棉混纺布 万米 125866  1381897  2.40  

3.化学纤维布 万米 167564  1655279  -1.03  

  印染布 万米 479264  5245912  4.75  

  绒线（俗称毛线） 吨 34017  423286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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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机织物（呢绒） 万米 4778  48096  -7.33  

  亚麻布(含亚麻≥55%) 万米 1876  20849  -8.14  

  苎麻布(含苎麻≥55%) 万米 2069  23397  5.63  

  蚕丝 吨 12732  141827  -1.86  

    其中:绢纺丝 吨 663  7618  -11.62  

  蚕丝及交织机织物(含蚕丝≥50%) 万米 5802  60070  -2.70  

无纺布(非织造布) 吨 376687  4155565  0.13  

帘子布 吨 65487  803825  1.47  

  服装 万件 267582  2878078  -2.62  

    1、梭织服装 万件 145579  1543567  -2.72  

       其中:羽绒服 万件 3323  28569  8.48  

              西服套装 万件 4702  46340  -6.84  

          衬衫 万件 7583  89087  -5.07  

    2、针织服装 万件 122016  1334691  -2.43  

  化学纤维用浆粕 吨 122736  1275886  -8.86  

  化学纤维 吨 4479991  49195516  4.97  

    其中：人造纤维(纤维素纤维) 吨 353283  4276307  3.80  

            其中:粘胶短纤维 吨 302313  3638046  3.68  

                 粘胶纤维长丝 吨 22763  252378  11.22  

                 醋酸纤维长丝 吨 26595  365599  2.62  

         合成纤维 吨 4114711  44807488  5.05  

            其中:锦纶纤维 吨 301994  3329184  8.83  

                 涤纶纤维 吨 3641269  39342598  4.84  

                 腈纶纤维 吨 47951  719071  -0.12  

                 维纶纤维 吨 7797  83990  -3.72  

                 丙纶纤维 吨 26754  294057  16.17  

                 氨纶纤维 吨 49614  551056  7.99  

2017 年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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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5.05 1.62 1156.97 1588.08 256.19 5.96 170.00 86.19 

1.一般贸易 2110.56 0.95 961.24 1149.32 154.21 13.54 89.01 65.21 

2.进料加工 229.67 -4.37 100.24 129.43 56.43 -4.61 55.12 1.31 

3.来料加工 45.09 -9.67 3.91 41.17 20.40 -9.43 18.26 2.14 

4.其他贸易 359.73 12.28 91.57 268.16 24.32 3.06 7.59 16.72 

二、主要类型企业 

1.国有进出口公司 282.94 -4.89 101.62 181.32 29.30 12.46 22.24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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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体企业 66.46 -3.56 32.81 33.65 3.69 31.71 3.53 0.16 

3.三资企业 536.18 -4.36 233.63 302.55 152.46 2.86 101.39 51.08 

4.民营企业 1859.47 4.81 788.91 1070.57 70.73 9.31 42.84 27.89 

三、分原料加工 

1.棉制产品 820.41 -0.36 249.29 571.11 95.31 6.19 68.29 27.02 

2.毛制产品 68.04 9.63 17.60 50.44 13.83 4.34 6.85 6.97 

3.麻制产品 12.29 0.03 12.29 0.00 1.81 6.37 1.81 0.00 

4.丝制产品 30.69 26.65 8.19 22.50 1.80 -4.38 0.41 1.40 

5.化纤制产品 1310.13 1.83 656.48 653.65 95.83 4.69 71.15 24.68 

6.未列名其他材料 503.48 2.21 213.10 290.38 47.60 9.06 21.49 26.11 

四、主要国家地区 

1.亚洲地区 1205.35 0.29 633.41 571.94 207.40 5.02 144.09 63.31 

(1)香港 131.69 -11.41 54.47 77.22 1.17 -25.70 0.99 0.18 

(2)澳门 1.80 -26.07 0.61 1.19 0.04 -26.77 0.01 0.03 

(3)台湾 17.42 7.69 6.64 10.78 23.21 -0.06 22.56 0.65 

(4)日本 212.80 0.58 52.80 160.00 35.73 5.49 22.45 13.28 

(5)韩国 84.19 4.97 29.81 54.38 18.09 -5.99 15.18 2.91 

(6)土耳其 19.10 10.28 15.17 3.93 4.45 5.80 1.26 3.19 

(7)东盟 347.94 4.54 255.15 92.78 58.50 21.36 37.44 21.07 

2.欧洲 605.30 0.52 162.00 443.30 37.53 12.49 18.22 19.31 

(1)欧盟 498.60 -0.28 135.54 363.06 36.06 12.37 17.58 18.48 

3.非洲 183.65 2.39 102.06 81.59 2.59 11.61 0.24 2.35 

4.大洋州 62.61 0.48 19.62 42.99 0.29 5.83 0.27 0.02 

(1)澳大利亚 52.64 0.86 16.23 36.40 0.25 9.45 0.24 0.02 

5.北美自由贸易区 548.28 2.43 175.03 373.25 7.89 -0.72 7.00 0.89 

(1)美国 477.08 1.70 145.60 331.47 7.11 -0.67 6.60 0.51 

(2)加拿大 43.92 13.60 12.14 31.78 0.44 6.37 0.18 0.26 

(3)墨西哥 27.28 -0.77 17.28 10.00 0.34 -9.38 0.22 0.12 

6.欧盟、美国 973.96 0.66 280.49 693.47 43.12 10.02 24.17 18.95 

7.非欧盟、美国 1771.06 2.16 876.45 894.61 213.07 5.17 145.83 67.24 

2017 年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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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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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 28.80 15.20 9.47 19.33 11.15 7.30 3.85 

2.天津 22.94 2.26 12.30 10.65 4.21 2.15 2.06 

3.河北 60.65 13.77 18.78 41.87 1.21 1.16 0.05 

4.山西 1.00 -11.90 0.94 0.06 0.02 0.01 0.01 

5.内蒙古 4.37 -31.49 1.32 3.05 0.02 0.01 0.01 

6.辽宁 41.16 -0.71 8.12 33.04 9.81 5.56 4.25 

  沈阳 0.95 3.11 0.42 0.53 0.29 0.20 0.10 

  大连 23.02 1.14 2.75 20.27 4.94 2.87 2.07 

7.吉林 4.29 -7.46 1.94 2.36 1.49 0.66 0.83 

  长春 0.50 -26.05 0.04 0.46 0.25 0.25 0.00 

8.黑龙江 4.65 -47.16 2.03 2.61 0.25 0.22 0.03 

  哈尔滨 0.51 -32.11 0.47 0.05 0.03 0.00 0.03 

9.上海 186.62 1.87 75.37 111.24 71.23 25.17 46.06 

10.江苏 489.67 7.76 232.50 257.17 26.88 20.66 6.21 

   南京 63.98 6.02 20.93 43.06 1.50 1.26 0.24 

11.浙江 672.41 1.03 380.71 291.71 27.02 21.15 5.87 

   宁波 77.06 4.85 32.37 44.69 3.14 3.00 0.14 

12.安徽 36.76 0.15 16.04 20.72 4.14 4.09 0.06 

13.福建 205.47 -4.55 70.42 135.05 12.24 11.41 0.83 

   厦门 5.79 -17.34 2.98 2.80 1.22 1.01 0.21 

14.江西 44.37 -1.23 11.92 32.45 1.44 1.38 0.06 

15.山东 217.79 3.41 101.10 116.69 14.11 12.97 1.14 

   青岛 38.64 2.42 17.36 21.27 2.14 1.83 0.31 

16.河南 18.31 5.58 9.79 8.52 2.15 0.67 1.48 

17.湖北 30.06 -2.38 7.55 22.51 1.43 1.28 0.15 

   武汉 7.73 27.94 1.97 5.76 0.12 0.11 0.02 

18.湖南 18.78 24.43 4.04 14.73 1.24 1.20 0.04 

19.广东 500.92 -1.09 131.51 369.41 62.61 51.06 11.55 

   广州 100.24 25.22 17.64 82.60 4.87 4.41 0.47 

   深圳 13.69 -7.22 3.70 9.99 3.15 3.04 0.12 

20.广西 52.94 10.92 25.36 27.58 0.33 0.33 0.00 

21.海南 0.57 -11.90 0.47 0.09 0.94 0.08 0.86 

22.四川 12.78 -16.68 7.68 5.10 0.78 0.46 0.32 

   成都 5.79 -31.50 3.30 2.50 0.39 0.11 0.28 

23.重庆 7.92 -23.27 2.71 5.22 0.72 0.44 0.27 

24.贵州 1.04 -59.10 0.18 0.86 0.02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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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云南 5.44 -14.07 4.29 1.16 0.12 0.05 0.06 

26.西藏 1.94 -28.17 0.29 1.65 0.04 0.01 0.04 

27.陕西 3.80 26.60 2.38 1.42 0.11 0.09 0.03 

   西安 1.60 20.45 0.87 0.73 0.04 0.02 0.02 

28.甘肃 0.24 -95.67 0.14 0.10 0.00 0.00 0.00 

29.青海 1.21 -72.00 0.83 0.38 0.01 0.01 0.00 

30.宁夏 3.43 -35.97 1.03 2.40 0.05 0.01 0.04 

31.新疆 64.72 20.07 15.76 48.96 0.42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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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 41044.7

0 

22634.9

0 

18409.8

0 

4225.1

0 

11.4

0 

7.90 15.90 

2017年 纺织 3001.24 2745.05 256.19 2488.8

6 

1.98 1.62 5.96 

2017年 纺织占全国比

重 

7.31 12.13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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