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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信息： 我国经济总量首次突破 90万亿元 2018 年 GDP 增长 6.6% 

国家统计局 21日发布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900309 亿元，首次

突破 90万亿元大关。按可比价格计算，GDP比上年增长 6.6%，实现了 6.5%左右的预期发展

目标。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6.8%，二季度增长 6.7%，三季度增长 6.5%，四季度增长

6.4%。 

“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较好完成，三大攻坚战开局良好，供给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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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改革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力度加大，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当天

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 

从需求看，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5.9%，增速比前三季度加快 0.5 个百分

点。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 9.0%，保持较快增长。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比上

年增长 9.7%，贸易总量首次超过 30万亿元，创历史新高。 

从生产看，全年粮食保持高产，畜牧业总体稳定。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

年实际增长 6.2%，增速缓中趋稳。全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增长 7.7%，保持较快增

长。 

与此同时，“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扎实推进，经济结构继续优化，最终消费支出对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76.2%。 

数据还显示，2018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228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8.7%，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5%，快于人均 GDP 增速，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 19853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8.4%，增速比上年加快 1.3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

际增长 6.2%，比上年加快 0.8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2018 年国民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同时

也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前进

中的问题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宁吉喆说。 

2018 年中国外贸总额创历史新高 达 4.62 万亿美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19年 1月 14日上午 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新闻发言

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介绍 2018年全年进出口情况，并答记者问。 

以下为部分实录： 

李魁文：我先通报一下 2018年我国外贸进出口的情况，之后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2018 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贯彻落实一系列促进

外贸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对外贸易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有望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据海关统计，2018年，

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30.51万亿元人民币，比 2017年增长 9.7%。其中，出口 16.42 万亿元，

增长 7.1%；进口 14.09 万亿元，增长 12.9%；贸易顺差 2.33 万亿元，收窄 18.3%。按美元

计价，2018 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4.62 万亿美元，增长 12.6%；其中，出口 2.48 万亿

美元，增长 9.9%；进口 2.14万亿美元，增长 15.8%；贸易顺差 3517.6亿美元，收窄 16.2%。 

一是年度进出口总值再上新台阶。2005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首次超过 10万亿元人

民币；2010 年，超过 20 万亿元；2018 年，再创新高，超过 30 万亿元，比 2017 年的历史

高位多 2.7万亿元。 

二是一般贸易进出口快速增长，比重上升。2018 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17.64 万亿

元，增长 12.5%，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7.8%，比 2017 年提升 1.4 个百分点，贸易方式结

构有所优化。 

 2018 年 12月份 PPI 同比上涨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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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0.9%，环比下降 1.0%；工业生产

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1.6%，环比下降 0.9%。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上涨 3.5%，工

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4.1%。 

 

 

 

一、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变动情况 

12 月份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1.0%，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0.75 个

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上涨3.8%，原材料工业价格上涨0.8%，加工工业价格上涨0.8%。

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上涨0.7%，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16个百分点。其中，

食品价格上涨 0.9%，衣着价格上涨 1.6%，一般日用品价格上涨 0.4%，耐用消费品价格上涨

0.2%。 

 



 

4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类价格同比上涨 7.9%，燃料动力类价格上

涨 3.8%，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上涨 2.4%；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下降 2.0%。 

二、工业生产者价格环比变动情况 

12 月份生产资料价格环比下降 1.3%，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约 0.96 个

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下降3.9%，原材料工业价格下降2.5%，加工工业价格下降0.6%。

生活资料价格环比持平。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0.1%，衣着价格上涨 0.2%，一般日用品价格

下降 0.1%，耐用消费品价格持平。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类价格环比上涨 1.2%；燃料动力类价格下

降 2.4%，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下降 1.3%，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下降 0.5%。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首席统计师侯锐解读棉花生产情况 

2018年全国棉花生产继续较快增长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首席统计师侯锐解读棉花生产情况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棉花产量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棉花产量 609.6 万吨，比 2017

年增加 44.4 万吨，增长 7.8%。其中，新疆棉花产量 511.1 万吨，比上年增加 54.5 万吨，

增长 11.9%。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的 83.8%，比上年提高 3个百分点。 

一、全国棉花种植面积增加 

2018年全国棉花种植面积为 3352.3千公顷(5028.5 万亩)，比 2017年增加 157.6千公

顷(236.4万亩)，增长 4.9%。 

分地区看，我国最大产棉区新疆的棉花种植面积比 2017年增加 273.9千公顷(410.8万

亩)，增长 12.4%。国家对新疆地区实施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尤其是新疆建设兵团实行

棉花价格“三定”、取消“五统一”等政策，调动了棉农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新疆棉花增产。

全国(除新疆外)30 个省(区、市)受种植效益和种植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延续多年来生

产萎缩的态势，棉花种植面积比 2017 年减少 116.2 千公顷(174.3 万亩)，下降 11.9%。其

中，长江流域棉区种植面积比 2017年减少 107.0 千公顷(160.5万亩)，下降 22.4%。 

二、全国棉花单产有所提高 

2018年全国棉花单位面积产量为 1818.3公斤/公顷(121.2公斤/亩)，比上年增加 49.2

公斤/公顷(3.3公斤/亩)，增长 2.8%。 

其中，长江流域棉区单位面积产量增加 45.7 公斤/公顷(3.0公斤/亩)，增长 4.3%；黄

河流域棉区单位面积产量增加 10.5公斤/公顷(0.7 公斤/亩)，增长 0.9%。尽管新疆棉花单

位面积产量比上年略减，减少 7.6公斤/公顷(0.5 公斤/亩)，下降 0.4%，但依然高达 2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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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公顷(136.8 公斤/亩)，是其它棉区的 1.8倍；且新疆棉花种植面积占全国的比重进一

步上升，成为全国棉花单产增加的重要因素。 

注：[1]2017年棉花生产相关数据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进行了修正，下同。修

正数据已通过《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等资料对外公布和使用。同时，根据“三农普”结果

对 2007 年至 2016 年棉花种植面积及产量数据也作了修正。 

  [2]长江流域棉区包括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和湖北等 5 省；黄河流域棉区包括

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和陕西等 6省(市)。 

2018 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同比增长 3.52% 

海关总署 1 月 14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 12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金额为 231.2

亿美元。其中，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 98.82亿美元，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 132.35亿

美元。2018 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金额累计 2767.3 亿美元，比 2017 年增长 3.52%。其

中，纺织品 2018年出口 1190.9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8.1%； 服装出口 1576.3 亿美元，比

上年增长 0.3%。 

进口方面，我国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2018 年 12 月进口 13.46 亿美元，累计全年进

口 178.82亿美元，全年累计增长 3.0%。 

以人民币计，2018 年 12 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金额为 1603.8 亿元。其中，纺织纱

线、织物及制品出口 685.6 亿元，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 918.2 亿元。2018 年，我国纺织品

服装出口金额累计 18263.7 亿元，比 2017年增长 0.8%。其中，纺织品 2018年出口 7850.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5.1%； 服装出口 10412.9亿元，比上年下降 2.3%。 

2018 年纺织品服装出口继续保持正增长，年末出口呈现下行趋势 

  1、全年纺织品服装出口继续保持正增长 
  根据海关总署今日统计快讯，以海关统计口径，2018年 1至 12月全国纺织品服装累计
出口总额 2767.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2%（以人民币计同比增加 0.78%），全年出口继续
保持正增长。其中，纺织品累计出口总额 1190.98 亿美元，同比增长 8.12%（以人民币计同
比增长 5.13%）；服装累计出口总额 1576.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0.29%（以人民币计同比下
降 2.26%）。 
  2、2018年末出口呈现下行趋势 
  2018 年 12 月，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为 231.17 亿美元，同比下降 3.65%（以人民币
计同比微增 0.98%）。其中，纺织品当月出口 98.82 亿美元，同比下降 2.63%（以人民币计
同比增长 2.04%），2018 年 4 月以来首次出现同比下降；服装当月出口 132.35 亿美元，同
比下降 4.39%（以人民币计同比微增 0.2%），与上月相比降幅进一步扩大。 

2018年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月度同比增速 
（以美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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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9年趋势展望 

  2018 年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中美贸易摩擦进展悬而未决，纺织服装行业虽顶住压

力，在 2018年继续保持出口增长态势，但纵观全年，纺服产品前三季度出口增长较快，自

10月起增速下降明显，12月当月出现纺织品、服装出口增速双降，2019年初出口压力仍然

较大。 

  近年来，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对于国际服装订单的争夺趋于白热化，受此影响，

我国在欧盟、美国和日本三大进口市场所占份额呈现下降趋势。2018年 1-10 月，我国纺服

产品在三大市场进口来源国占比与往年相比的变化请见下图： 

 

  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2018 年下半年我对美国出现了“抢出口”现象，对美出口呈现了

一个小高潮，但随着美国加征关税的正式实施，从年底数据来看，对美出口很可能出现明

显回落。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能有所削弱，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多、下行风险加大，2019

年全球 GDP 增速或进一步下降。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在新一年面临的全球贸易形势将更加复

杂严峻，联盟秘书处将协同行业各方，力克时艰、砥砺前行。 

2018 年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发展简况 

  2018 年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尽管面临比较复杂的发展环境，但是主要市场的需求比

较稳定，国家各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陆续出台并逐渐发挥作用，行业整体的运行情

况良好，生产和销售稳步增长，利润增速下降的局面得到初步遏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8 年 1-11 月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速为 8.4%，高于制造业平均值，在纺织行业内也处于

领先水平。 

  2018年 1-11 月份规模以上企业的非织造布产量 351.8万吨，同比增长 9.67%，增速比

全年同期增加了 9 个百分点，全年非织造布的内需和出口市场都保持了比较强劲的需求；

帘子布的产量 58.9 万吨，同比增长 2.08%，增速基本与 2017年持平，汽车产销量的下降对

上游的帘子布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18年 1~11 月，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的主营业务

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为 2316亿元、120.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8.45%和 3.76%，增速与 2017

年同期相比分别增加 2个百分点和 4个百分点，利润总额由 2017年的小幅降低逐步恢复到

2018年下半年的中低速增长。 

  2018年 1-11 月，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平均利润率 5.20%，处于上升状态但依然低于去

年同期 0.24个百分点。行业盈利水平下降，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原材料价格的波动造成成本

上升，部分领域内竞争激烈导致产品的销售价格难以随成本同步上涨。企业间的经营分化

也使得行业整体的盈利水平下滑，2018年 1-11月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亏损面达到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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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017 年同期增加 3.4 个百分点，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增长了 43.6%。小企业以及一些产品

结构单一、处于产品生命周期末端、创新速度慢的企业则面临较大的困难，效益下降甚至

亏损；大企业由于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产品的差异化程度高，精细化管理行之有效，

与上下游企业的议价能力比较强，因此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2018 年前三季度，行

业 15 家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增长了 12.26%和 35.69%，平均利润率达

到 16.27%。 

  分行业看，非织造布的绩效水平明显好转。2018 年 1-11月规模以上非织造布企业的主

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增长了 8.86%和 1.49%，从出口数据看，非织造布的平均价格小

幅上涨；其他产业用纺织品(包含过滤、土工、防护、交通和复合材料等类别)的主营业务

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增长 10.84%和 17.81%，平均利润率 5.96%，同比增加了 0.35个百分点，

在全纺织行业内处于领先的水平。绳、索、缆的主营业务收入虽然增长 4.94%，但是利润总

额下降 6.69%。 

  2018年 1-11 月，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出口交货值增长 5.34%。根据中国海关发布的数

据，2018年 1-11月我国出口非织造布 83.2万吨，出口金额达到 25.8亿美元，分别同比增

长 2.5%和 8.7%，非织造布的出口价格提高 6%。2018 年前三季度，美国自中国进口非织造

布 2.55 亿美元，中国非织造布在美国市场的份额略有上升。根据日本海关数据，2018年全

年日本进口非织造布 22.9万吨，价值 865.9亿日元，与 2017年相比分别下降 4.64%和 5.07%，

自中国进口的非织造布 378.8亿日元，同比降低 12.5%。 

2019 年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将继续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特别

是“一带一路”沿线市场，通过技术创新和精细化管理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化解宏观环境不

确定性带来的各种风险，保证行业的平稳健康发展。 

2018 年 12月进口棉纱线约 16万吨 同比减少 

据统计，2018年 12 月我国进口棉纱线约 16万吨，环比基本持平，同比减少约 14.93%；

出口棉纱线约 3.08 万吨，环比增加约 11.57%，同比减少约 11.94%。 

2018 年 12月我国进口棉花 22万吨 环同比激增 

  据统计，2018 年 12月我国进口棉花 22万吨，较上月环比增加 69%，同比增加 116%。 

  2018年我国累计进口棉花 158 万吨，同比增加 37%。 

  2018/19年度以来(2018.9-2018.12)我国累计进口棉花 60万吨，同比增加 75%。 

2018 年 12月台湾纺织成衣出口 8.32 亿美元 

  出口：2018年 12 月台湾纺织成衣出口金额 8.32亿美元，较 2017年 12月 8.61亿美元

衰退 3.4%；2018 年 1-12 月台湾纺织成衣出口金额 100.80 亿美元，较前一年同期 100.78

亿美元微幅成长 0.02%。 

进口：2018年 12 月台湾纺织成衣进口金额 3.17 亿美元，较 2017年 12月 3.03亿美元

成长 4.6%；2018 年 1-12 月台湾纺织成衣进口金额 36.79 亿美元，较前一年同期 33.67 亿

美元成长 9.3%。 

贸易顺差：2018 年 12 月台湾纺织成衣产品贸易顺差(＝出口金额-进口金额)金额为

5.15亿美元，较前 2017年 12月 5.58亿美元衰退 7.7%；2018年 1-12月台湾纺织成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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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差 64.01亿美元，较前一年同期 67.11亿美元减少 4.6%。 

2018 年 1-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9% 服装类商品增长 22%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18 年 1-12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80987 亿元，比上年

增长 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9%，以下除特殊说明外均为名义增长)，增速比 1-11

月略低 0.1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45311亿元，增长 5.7%。 

  2018年 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5893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8.2%，增速比 11月

份提高 0.1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5084亿元，增长 2.4%。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2018 年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256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8.8%；乡

村消费品零售额 55350 亿元，增长 10.1%。其中，12 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0329 亿元，

同比增长 8.0%；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5565亿元，增长 9.3%。 

  按消费类型分，2018 年餐饮收入 427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9.5%；商品零售 338271 亿

元，增长 8.9%。其中，12月份餐饮收入 4422亿元，同比增长 9.0%；商品零售 31472亿元，

增长 8.0%。 

  在商品零售中，2018年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 136075 亿元，比上年增长 5.7%。其中，

12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 14175亿元，同比增长 2.2%。 

  2018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900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9%。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 70198亿元，增长 25.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8.4%；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中，吃、穿和用类商品分别增长 33.8%、22.0%和 25.9%。 

2018 年，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中的超市、百货店、专业店和专卖店零售额比上年分别

增长 6.8%、3.2%、6.2%和 1.8%。 

2018 年前 11月纺织行业经济运行主要指标呈现平稳运行态势 

  刚刚过去的 2018 年，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

临下行压力。我国纺织工业凭借多年的积累与沉淀顶住压力，在“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

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中坚力量。从 2018

年 1-11月我国纺织行业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我国纺织品服装内外市场表现良好，全国规模

以上纺织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速低位增长，全行业运行质效持续改善，全行业投资增速持续

回升，主要指标呈现平稳运行态势。 

  内外市场表现良好   

  2018年以来，我国纺织品服装内需市场呈现较快增长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11

月全国限额以上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 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8.1%，增速较上年同

期提高 0.5个百分点，此增速自 2018年 6月以来持续放缓，但仍高于前两年增长水平。网

上零售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结合近年数据来看，网络零售规模持续扩大，实物网上零售额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重从 2015年初的 8.3%持续上升至 2018年 11月的 18.2%。其中，1~11

月全国网上穿着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21.2%，增速高于上年同期 3.2个百分点，但其增速

自 2018 年年初以来持续放缓。   

纺织行业出口持续回暖。根据中国海关快报数据，2018年 1~12月，纺织品服装出口总

额为 2767.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2%。国际市场布局更趋优化，1-11 月我国对美国、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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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和日本传统市场出口纺织原料及纺织品总额同比分别增长 8.8%、2.9%和 3.5%；对越南、

印尼等“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出口增势良好，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26.5%和 21.5%。 

  增加值增速低位增长 

  纺织行业工业增加值继续保持低位增长。2018年 1-11月，全国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3.0%，增速较上年同期放缓 1.9个百分点，较 2018年三季度提高 0.1个百

分点。化纤及终端行业增长较快。化纤行业 2018 年以来，增加值增速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从 2 月份的 0.5%持续增长至 11 月的 8.0%，增速高于纺织行业增加值增速 5.0 个百分点；

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增加值增速稳定在 8.2%左右，1-11月其增速为 8.4%；服装及家纺行业工

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行业水平，但持续放缓，1-11 月其增加值增速分别为 4.5%及 3.8%。国

产装备市场竞争力稳步提高，支撑纺机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7%，高于全行业增速

7.7个百分点。   

  主要大类产品中，除服装产量下降外均保持增长。2018 年 1-11 月，规模以上企业布、

非织造布及化学纤维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1.4%、9.7%及 7.6%，增速分别较上年同期提高 0.2、

9.1及 4.5个百分点；纱和印染布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0.6%和 2.3%，增速较上年分别放缓 3.5

和 3.4 个百分点；服装产量同比下降 3.0%，较上年同比降幅加深 2.4个百分点。 

  运行质效持续改善   

  纺织行业效益增长总体平稳。2018年 1-11月，全国 3.7万户规模以上纺织企业累计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 51117.5 亿元，同比增长 4.0%，增速较上年同期放缓 0.7 个百分点；实现

利润总额 2498.9 亿元，同比增长 7.9%，增速较上年同期增加 0.5个百分点。   

  各子行业中，化纤行业盈利能力稳定，1-11 月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同比分别增长

13.4%和 12.9%；服装行业利润贡献显著，利润增速为 10.1%，其对全行业利润贡献 44.5%。

虽然服装行业工业增加值增速放缓，产量缩减，但通过其提质增效，品牌运行，取得良好

经济效益，支撑全行业效益改善；印染行业转型升级进展积极，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

同比分别增长 3.7%和 11.9%，在 8月扭转利润负增长的态势后继续回升。   

  纺织行业运行质量基本平稳。1-11月，规模以上纺织企业销售利润率为 4.9%，较上年

同期提高 0.2个百分点；总资产周转率为 1.3次/年，较上年同期加快 0.1%；百元主营业务

收入成本为 88.4 元，同比下降 0.1%；三费比例为 7.0%；资产负债率为 55.1%，略高于上年

同期 0.5个百分点，仍位于合理区间。 

  投资增速持续回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8 年 1-11 月的数据推算，纺织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

长 5.4%，增速低于上年同期 0.9 个百分点，但延续了自 2018年以来投资增速持续回升的良

好态势。  

主要子行业中，纺织业投资同比增长 4.9%，增速低于上年同期 1.2个百分点；化纤业  

投资同比增长 34.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 17.4 个百分点，已连续 8 个月保持在 20%以上

的高速增长区间；服装业投资规模仍保持缩减态势，投资额同比减少 1.9%，较上半年收窄

3.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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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1月份规上印染企业主营收入达 2657亿元 

  2018 年 1-11 月份，规模以上印染企业印染布产量 444.96 亿米，较 2017 年同期增长

2.26%。 

  2018年 1-11 月份，规模以上印染企业三费比例 7.23%，较 2017年同期减少 0.18个百

分点，其中，棉印染企业为 7.06%、化纤印染企业为 9.11%。成本费用利润率 5.41%，较 2017

年同期增长 0.41 个百分点；销售利润率 5.14%，较 2017 年同期增长 0.39 个百分点；产成

品周转率 19.52 次/年，同比增加 2.68%；应收账款周转率 7.59 次/年，同比增长 5.63%；

总资产周转率 0.99 次/年，同比增加 2.37%。 

  2018年1-11月份，规模以上印染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657.25亿元，同比增长 4.55%；

实现利润总额136.57亿元，同比增长13.06%;主营业务成本2329.84亿元，同比增加 4.77%。 

  2018 年 1-11 月份，规模以上印染企业亏损企业户数 322 家，亏损面 18.78%，较 2017

年同期扩大 3.7 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总额 13.66 亿元，较 2017年同期增加 13.06%。 

2018 年前 3季度新疆纺织工业生产运行情况 

  2018 年前 3 季度，新疆主营业务收入 300 万元以上(下同)纺织企业完成增加值 73.04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1%，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8.0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纺织企业

完成增加值 71.15 亿元，占纺织工业增加值的 97.4%，比上年同期增长 10.4%，增速比上年

同期回落 8.2个百分点。 

一、生产运行特点 

  1、纺织业生产增长、纺织服装服饰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生产下降 

  纺织业完成增加值 54.3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7.8%，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12.6 个

百分点。其中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50.19 亿元，增长 19.4%；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1.63 亿

元，增长 39.2%；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 0.75 亿元，增长 23.3%；麻纺织及染整

精加工 0.60亿元下降 34.9%；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0.53亿元，下降 34.3%；产业用纺织制

成品制造 0.47亿元，增长 7.0%；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 0.14亿元，增长 65.1%。 

  纺织服装、服饰业完成增加值 3.19 亿元，下降 1.1%。其中机织服装制造 1.35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5.8%；针织或钩针编织服装制造 0.90 亿元，增长 20.6%；服饰制造 0.94

亿元，下降 21.6%。 

  化学纤维制造业完成增加值 15.53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4%。其中，纤维素纤维原

料及纤维制造 15.46 亿元，下降 1.8%；合成纤维制造 0.08亿元，增长 2.4倍。 

  2、主要产品产量完成情况 

  纱产量 125.76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20.9%；布 18863.77 万米，增长 85.4%；绒线(俗

称毛线)254.27吨，增长 9.6%；毛机织物(呢绒)138.54 万米，下降 33.2%；非织造布(无纺

布)6174.37 吨，下降 2.3%；服装 2438.96 万件，下降 22.5%；化学纤维浆粕 16.04 万吨，

下降 26.5%；化学纤维 53.08 万吨，增长 5.6%。 

  3、纺织产品出口交货值快速增长：实现出口交货值 10.03亿元，增长 26.5%。 

  4、“三城七园一中心”完成工业总产值“七升四降”：在“三城七园一中心”中，有 7个园

区工业总产值实现增长。其中阿克苏纺织城完成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 59.8%、喀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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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区增长 57.2%、石河子纺织城增长 14.1%、库尔勒纺织城增长 9.1%、精河工业园增长 6.1、

巴楚工业园增长 2.9%、阿拉尔工业园增长 2.2%。 

5、吸纳就业成效明显：1-8月纺织企业平均用工人数 98924人，比上年同期增长 8.6%，

增加就业人员 7788 人。 

二、纺织企业收益下滑：1-8 月纺织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25.5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3.9%；实现利润 4.23 亿元，下降 68.7%。 

三、纺织工业投资下降：纺织工业投资比上年同期下降 38.4%。其中建筑安装工程下降 46.5%，

设备工器具购置下降 16.2%。 

中澳 2019年启动新一轮关税削减 

  2018年 11月 8日，第五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举行，双方同意从 2019年 1月 1日起，

开始实施新一轮关税削减。届时，双边贸易中几乎所有商品都将享受零关税。在此轮降税

中，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产品涉及税号 7537个。 

  目前，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澳大利亚是中国第六大出口目的地国。数据

统计，2017 年中澳双边贸易额 1362.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9%。仅 2018 年上半年，澳大

利亚自我国进口纺织品服装 29.5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其中纺织品 7 亿美元，同比增

长 6.1%，服装 22.56 亿美元，增长 2.3%。 

巴西 2018年 1-12月丝绸商品进出口情况 

  一、12月丝绸商品贸易情况 

  据巴西外贸部统计，12月丝绸商品贸易额为 1766.96万美元，环比下降 12.78%，同比

下降 6.25%。其中，进口额为 1201.03万美元，环比下降 17.13%，同比下降 5.59%；出口额

为 565.93万美元，环比下降 1.84%，同比下降 7.62%。具体商品构成情况如下： 

  进口：丝类金额为 23.77 万美元，环比增长 10.49%，同比增长 41.43%，数量为 2.73

吨，环比下降 28.94%，同比增长 279.69%；绸缎金额为 465.44 万美元，环比下降 17.54%，

同比下降 7.7%；制成品金额为 711.82万美元，环比下降 17.55%，同比下降 5.23%。 

  出口：丝类金额为 275.58 万美元，环比下降 5.64%，同比下降 17.15%，数量为 44.09

吨，环比增长 16.48%，同比下降 27.2%；绸缎金额为 220.55万美元，环比增长 34.67%，同

比增长 5.89%；制成品金额为 69.8 万美元，环比下降 42.18%，同比下降 2.65%。 

  二、1-12月丝绸商品贸易情况 

  1-12月，巴西丝绸贸易额为 2.37亿美元，同比下降 0.85%。其中，进口额为 1.7亿美

元，同比下降 2.05%；出口额为 6741万美元，同比增长 2.33%。具体情况如下： 

  进口商品构成为丝类 440.5万美元，同比增长33.91%，数量47.69吨，同比增长 14.67%；

绸缎 5630.84万，同比下降 14.64%；制成品 1.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4.8%。 

  进口主要来源地为中国(金额 1.02亿美元，同比下降 10.45%，占比 60.08%)、泰国(金

额 686.08 万美元，同比增长 36.64%，占比 4.05%)、越南(金额 516.06 万美元，同比增长

12.18%，占比 3.04%)、印度尼西亚(金额 511.64万美元，同比增长 194.33%，占比 3.02%)、

柬埔寨(金额468.66万美元，同比增长19.7%，占比2.76%。以上5个来源地合计占比为72.95%。 

  出口商品构成为丝类 3373.85万美元，同比增长2.17%，数量553.3吨，同比下降 13.86%；

绸缎 2548.41万，同比增长 3.29%；制成品 818.74 万美元，同比增长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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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主要市场为阿根廷(金额 1111.85万美元，同比增长 11.12%，占比 16.49%)、越南

(金额 1055.97 万美元，同比下降 9.42%，占比 15.66%)、日本(金额 951.66 万美元，同比

增长 8.87%，占比 14.12%)、法国(金额 866.76 万美元，同比下降 0.06%，占比 12.86%)、

巴拉圭(金额 682.24 万美元，同比增长 14.19%，占比 10.12%)。以上 5 个市场合计占比为

69.25%。 

日本 2018年 1-11月丝绸商品进出口情况 

  一、11月丝绸商品贸易情况 

  据日本财务省统计，11 月丝绸商品贸易额为 1.54 亿美元，环比下降 13.11%，同比下

降 8.58%。其中，进口额为 1.35 亿美元，环比下降 13.72%，同比下降 9.52%;出口额为 1818.4

万美元，环比下降 8.29%，同比下降 0.88%。具体商品构成情况如下： 

  进口：丝类金额为 711.89 万美元，环比下降 3.34%，同比下降 35.33%，数量为 130.03

吨，环比下降 3.92%，同比下降 32.94%;绸缎金额为 1003.71 万美元，环比下降 7.99%，同

比下降 13.38%;制成品金额为 1.18亿美元，环比下降 14.72%，同比下降 6.94%。 

  出口：丝类金额为 22.7万美元，环比下降 24.49%，同比下降 11.14%，数量为 2.24吨，

环比下降 39.28%，同比下降 0.04%;绸缎金额为 1635.76 万美元，环比下降 8.67%，同比下

降 3.76%;制成品金额为 159.93 万美元，环比下降 1.02%，同比增长 46.23%。 

  二、1-11月丝绸商品贸易情况 

  1-11 月，日本丝绸贸易额为 20.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6.28%。其中，进口额为 18.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7.28%;出口额为 1.89亿美元，同比下降 2.58%。具体情况如下： 

  进口商品构成为丝类 8584.94 万美元，同比下降 4.49%，数量 1496.38 吨，同比下降

13.97%;绸缎 1.15亿，同比增长 6.84%;制成品 16.51 亿美元，同比增长 8%。 

  进口主要来源地为中国(金额 9.5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8%，占比 51.62%)、越南(金

额 3.51 亿美元，同比增长 4.73%，占比 18.96%)、孟加拉国(金额 1.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占比 6.03%)、意大利(金额 1.09亿美元，同比增长 0.62%，占比 5.89%)、印度尼西亚

(金额 7483.24万美元，同比增长 29.16%，占比 4.04%。以上 5个来源地合计占比为 86.54%。 

  出口商品构成为丝类 313.83万美元，同比增长0.09%，数量367.52吨，同比增长 825.74%;

绸缎 1.71亿，同比下降 2.92%;制成品 1554.21 万美元，同比增长 0.76%。 

出口主要市场为中国(金额 7331.8 万美元，同比下降 3.16%，占比 38.71%)、越南(金

额 6619.14万美元，同比增长 1.22%，占比 34.95%)、泰国(金额 981.16万美元，同比下降

1.69%，占比 5.18%)、香港(金额 771.08 万美元，同比增长 9.29%，占比 4.07%)、韩国(金

额 586.21万美元，同比增长 8%，占比 3.1%)。以上 5个市场合计占比为 8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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