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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信息：2019年前 2 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小幅增长 0.7% 

  据海关统计，2019 年前 2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54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

期(下同)增长 0.7%。其中出口 2.42 万亿元，增长 0.1%；进口 2.12万亿元，增长 1.5%；贸

易顺差 3086.8亿元，收窄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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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1.81万亿元，下降 9.4%。其中出口 9227.6亿元，下降 16.6%；进

口 8883 亿元，下降 0.3%；贸易顺差 344.6 亿元，收窄 84%。剔除春节因素，2 月我国进出

口、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0.2%、7.8%、12.9%。 

  按美元计价，前 2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6627.2 亿美元，下降 3.9%。其中出口 3532.1

亿美元，下降 4.6%；进口 3095.1 亿美元，下降 3.1%；贸易顺差 437亿美元，收窄 13.6%。 

  2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2663.6亿美元，下降 13.8%。其中出口 1352.4亿美元，下降 20.7%；

进口 1311.2亿美元，下降 5.2%；贸易顺差 41.2亿美元，收窄 87.2%。剔除春节因素，2月

我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 3.9%、1.5%、6.5%。 

  一般贸易增长且比重提升。前 2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2.75万亿元，增长 3.9%，占

我国外贸总值的 60.5%，比去年同期提升 1.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1.43万亿元，增长 3.6%；

进口 1.32 万亿元，增长 4.3%；贸易顺差 1084.8 亿元，收窄 4.2%。加工贸易进出口 1.14

万亿元，下降 6.6%，占 25.1%，下滑 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7271.3亿元，下降 4.9%；进口

4138.8 亿元，下降 9.5%；贸易顺差 3132.5亿元，扩大 1.9%。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 4972.6

亿元，增长 7.5%，占 10.9%。其中出口 1650.8亿元，增长 14.3%；进口 3321.8 亿元，增长

4.5%。 

  对欧盟、东盟、日本等主要市场进出口增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高于

整体。前 2 个月中欧贸易总值 7376.3亿元，增长 8.9%，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6.2%。其中我

国对欧盟出口 4447.5 亿元，增长 7.5%；自欧盟进口 2928.8 亿元，增长 11.3%；对欧盟贸

易顺差 1518.7亿元，扩大 0.9%。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 5819.3亿元，增长 1.9%，占我国外

贸总值的 12.8%。其中我国对东盟出口 3217.2 亿元，增长 7%；自东盟进口 2602.1 亿元，

下降 3.8%；对东盟贸易顺差 615.1亿元，扩大 1倍。中美贸易总值 5249.7亿元，下降 16.1%，

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1.6%。其中我国对美国出口 4075.3 亿元，下降 9.9%；自美国进口 1174.4

亿元，下降 32.2%；对美国贸易顺差 2900.9亿元，扩大 3.9%。中日贸易总值 3245.3亿元，

增长 4%，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7.1%。其中我国对日本出口 1546.4 亿元，增长 3.7%；自日本

进口 1698.9亿元，增长 4.2%；对日本贸易逆差 152.5 亿元，扩大 9.6%。我国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总值 1.28 万亿元，增长 2.4%，高出全国整体增速 1.7个百分点，占我国外贸

总值的 28.2%，比重提升 0.5个百分点。 

  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小幅下降。前 2 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 1.84

万亿元，增长 4.4%，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40.6%，比去年同期提升 1.4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1.21 万亿元，增长 3.6%，占出口总值的 50%；进口 6322.4 亿元，增长 6.2%，占进口总值

的 29.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86 万亿元，下降 2.7%，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41%。其中出

口 9727.9亿元，下降 2.6%；进口 8905.2亿元，下降 2.8%。国有企业进出口 8183.1 亿元，

增长 0.9%，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8%。其中出口 2395.9 亿元，下降 5.7%；进口 5787.2亿元，

增长 4%。 

机电产品出口占近 6成，钢材出口增加明显。前 2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 1.42万亿元，

下降 0.4%，占出口总值的 58.3%。其中电器及电子产品出口 6317.7亿元，下降 0.3%；机械

设备 4213.7亿元，增长 1.4%。服装出口 1429亿元，下降 10.2%；纺织品 1195.7 亿元，下

降 3.2%；家具 568.1 亿元，下降 1%；鞋类 515.1 亿元，下降 6.9%；塑料制品 452.7 亿元，

增长 6.2%；箱包 266 亿元，下降 2.4%；玩具 244.8 亿元，增长 16.6%；上述 7大类劳动密 

集型产品合计出口 4671.4亿元，下降 3.9%，占出口总值的 19.3%。钢材出口 107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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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12.9%；汽车 15 万辆，减少 5.3%。 

  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等商品进口量增加，大宗商品进口均价涨跌互现。前 2 个月我

国进口铁矿砂 1.74 亿吨，减少 5.5%，进口均价每吨 517.9元，上涨 7.5%；原油 8182万吨，

增加 12.4%，进口均价每吨 3000.8 元，下跌 4.8%；煤 5114 万吨，增加 3.8%，进口均价每

吨 536.4元，下跌 3.8%；大豆 1183万吨，减少 14.9%，进口均价每吨 3051.4元，上涨 11.4%；

天然气 1736 万吨，增加 18.5%，进口均价每吨 3330.1 元，上涨 29.2%；成品油 572 万吨，

增加 4.4%，进口均价每吨 3614.5 元，下跌 0.2%；初级形状的塑料 550 万吨，增加 15.4%，

进口均价每吨 1.02 万元，下跌 9.2%；钢材 200万吨，减少 9.9%，进口均价每吨 8172.6元，

上涨 1.2%；未锻轧铜及铜材 79万吨，减少 0.6%，进口均价每吨 4.46万元，下跌 8.2%。机

电产品进口 8839.1 亿元，下降 3.1%。其中集成电路 549.3亿个，减少 10.8%，价值 2783.1

亿元，下降 4.4%；汽车 15万辆，减少 13.5%，价值 491亿元，下降 6.5%。 

2019 年 2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为 49.2% 

 一、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  

  2019年 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49.2%，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 

 

  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 为 51.5%，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继续高于临界点；

中、小型企业 PMI为 46.9%和 45.3%，分别比上月下降 0.3和 2.0个百分点，均位于临界点

以下。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 PMI 的 5 个分类指数中，新订单指数高于临界点，生产

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低于临界点。 

  生产指数为 49.5%，比上月下降 1.4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之下，表明制造业生产活动

有所减缓。 

  新订单指数为 50.6%，比上月上升 1.0个百分点，重返临界点之上，表明制造业市场需

求回升。 

  原材料库存指数为 46.3%，比上月下降 1.8个百分点，仍低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主要

原材料库存量降幅扩大。 

从业人员指数为 47.5%，比上月下降 0.3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之下，表明制造业企业

用工量有所减少。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 49.8%，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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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比上月减慢。 

二、中国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 

  2019 年 2 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3%，比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表

明非制造业总体继续保持增长。 

 
  分行业看，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5%，比上月微落 0.1个百分点，服务业延续良好

发展态势。从行业大类看，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货

币金融服务和租赁及商务服务业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 55.0%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业务总

量实现较快增长；房地产业、居民服务及修理业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低于临界点，业务总

量有所回落。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9.2%，比上月回落 1.7个百分点，建筑业景气度高位

回调。 

  新订单指数为 50.7%，比上月回落 0.3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之上，表明非制造业市场

需求保持增长，但增速放缓。分行业看，服务业新订单指数为 50.5%，比上月上升 0.3个百

分点，位于临界点之上；建筑业新订单指数为 52.0%，比上月回落 3.8个百分点，仍位于扩

张区间。 

  投入品价格指数为 52.7%，比上月上升 0.7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之上，表明非制造业

企业用于经营活动的投入品价格总体水平继续上涨。分行业看，服务业投入品价格指数为

52.5%，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建筑业投入品价格指数为 53.6%，比上月上升 0.5 个百

分点。 

  销售价格指数为 50.1%，比上月上升 0.3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之上，表明非制造业销

售价格总体水平微升。分行业看，服务业销售价格指数为 49.8%，比上月回升 0.4个百分点；

建筑业销售价格指数为 51.7%，比上月回落 0.2个百分点。 

  从业人员指数为 48.6%，与上月持平，位于临界点之下，表明非制造业企业用工量继续

减少。分行业看，服务业从业人员指数为 47.8%，与上月持平；建筑业从业人员指数为 53.2%，

比上月微升 0.1 个百分点。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61.5%，比上月上升 1.9 个百分点，位于高位景气区间，表明非制

造业企业对市场发展预期继续向好。分行业看，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60.6%，比上月

上升 1.8个百分点；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66.7%，比上月上升 2.2个百分点。 

三、中国综合 PMI 产出指数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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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 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2.4%，比上月回落 0.8 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企

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保持扩张，但扩张步伐比上月放缓。 

 

2019 年 1-2 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 14% 

  3 月 27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2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7080.1亿元，同比下降 14%。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223.7亿元，同比下降 24.2%；

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4936.9 亿元，下降 13.5%；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 1773.7亿元，下降 14.5%；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889.5亿元，下降 5.8%。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指出，部分重点行业利润下降与春节假期因素是影

响工业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经测算，剔除春节因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与上年

同期持平略降。 

  具体来看，汽车、石油加工、钢铁、化工等主要行业利润下降明显。1-2 月，汽车行业

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0.4%，石油加工行业下降 1.3%，钢铁行业下降 2.5%，化工行业下

降 2.3%。受工业品价格下降等影响，汽车行业利润同比减少 370.7 亿元，石油加工行业减

少 317.3 亿元，钢铁行业减少 290.6 亿元，化工行业减少 188.8 亿元，上述 4 个行业合计

下拉利润增速 14.2个百分点。经测算，扣除上述 4个行业，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增长 0.2%。 

  此外，工业生产、销售增速略有放缓，也一定程度影响企业利润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消费品制造业、主要装备制造行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数据显示，1-2

月，规模以上消费品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8%，其中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23.3%，烟草制品业增长 18.2%，食品制造业增长 11.2%，纺织服装服饰业增长 7.6%，医药

制造业增长 4.2%。规模以上主要装备制造行业中，专用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10.9%，金属制品业增长 8.8%。规模以上小型工业企业利润同比

增长 1.1%。 

  同时，资产负债率继续下降。2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6.9%，同比降

低 0.2 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8.6%，同比降低 1个百分点，国有企

业去杠杆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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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骤降 

  据统计，2019年 1-2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超预期”大幅回落，纺织品服装出口 381.55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61%，从年度平均增速比较，已经跌破 2009年金融危机时创出的-10.5%

最低点，当然，纺织品服装全年出口一般前低后高，剃除春节因素后，后期出口增速或逐

渐回升正常水平。其中，纺织品出口 173.80 亿美元，同比下降 7.82%，服装及其附件出口

207.75 亿美元，同比下降 14.55%。 

  以人民币计价，2019年 1-2月我国纺织品服装累计出口 2624.7亿元，同比下降 7.15%。

今年 1月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曾创去年 9月以来新高，而 2月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却惨遭腰斩，

创 2017 年 2月以来新低，如此大起大落，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春节“错月”效应影响，同

时企业为规避中美加征关税风险一度有“抢出口”的动力，因此前 2 月数据并不能反映真实

出口情况。刚刚结束的第 29届华交会成交 23亿美元，与 2018年基本持平，显示随着中美

贸易磋商的预期向好，出口在扭转下滑势头而趋稳；当然，在全球经济贸易都在放缓的大

背景下，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将持续承压，因此，判断全年走势更合理的做法是观察 1-3

月份合计的贸易总量和贸易增速。 

  另外，2019 年 1 月我国鞋类产品累计出口 51.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9.4%，数量同比增

长 15.5%。 

2019 年前 2月我国纺织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7.8%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消息，1-2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4849 亿元，同比

增长 6.1%，增速比 2018 年全年提高 0.2个百分点。从环比速度看，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增长 0.43%。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26963 亿元，同比增长 7.5%。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950亿元，同比增长 3.7%，增速比 2018年全年回落 9.2个百

分点；第二产业投资 13864 亿元，增长 5.5%，增速回落 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 30035

亿元，增长 6.5%，增速提高 1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中，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5.8%，增速比 2018 年全年回落 0.7 个百分点；其中，

制造业投资增长 5.9%，增速回落 3.6个百分点。纺织业投资增长 17.8%。 

2019 年前 2月我国服装鞋帽针织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8% 

  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1-2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606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8.2%。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23096亿元，增长 3.5%。 

  1-2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56210亿元，同比增长 8.0%；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9854亿

元，增长 9.1%。商品零售额 58813 亿元，增长 8.0%。在商品零售中，1-2 月份，限额以上

单位商品零售额 21580 亿元，同比增长 3.2%。其中，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为 2332

亿元，同比增长 1.8%。 

  1-2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 13983亿元，同比增长 13.6%。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10901 亿元，增长 19.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6.5%；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中，吃、穿和用类商品分别增长 20.2%、15.6%和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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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前 2月我国规上纺织业布产量 66 亿米 下降 5.2% 

    国家统计局消息显示，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5.3%(以下增加值 

增速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增速较 2018年 12月份回落 0.4个百分点。据测算， 

剔除春节因素影响增长 6.1%。从环比看，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0.43%。 

  1-2月份，制造业增长 5.6%，加快 0.1个百分点。1-2月份，41个大类行业中有 38个

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其中，纺织业同比增长 0.2%。分产品看，1-2月份，605种产品

中有 351种产品同比增长。其中，布产量 66亿米，同比下降 5.2%；化学纤维产量 789万吨，

同比增长 10.5%。 

2019 年前 2个月河北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同比微增 2.7% 

  据石家庄海关统计，今年 1至 2月，河北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下称“沿线国家”）

进出口总值 156.2 亿元，同比（下同）微增 1.4%，进出口总值占同期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

的 28.9%。其中，出口 126亿元，微增 2.7%；进口 30.2亿元，微降 3.7%。 

  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比超 8成，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增幅明显。1至 2月，河北省以一般贸

易方式对沿线国家进出口 135亿元，下降 5%，占同期河北省对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的 86.4%。

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 13 亿元，增长 88.6%。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方式出口 2.9 亿元，

大幅增长 1.1倍。 

  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超 7成，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至 2月，河北省民营企业对沿线

国家进出口 116.9 亿元，增长 4.5%，占进出口总值 74.8%；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6.3亿元，

下降 30.8%；国有企业进出口 23亿元，增长 23.5%。 

  出口以机电产品、纺织服装、钢材等为主。1至 2月，河北省对沿线国家出口机电产品

40.5亿元，增长 13.4%；出口钢材 25.4亿元，增长 24.3%；出口服装 13.1亿元，下降 29.1%；

出口纺织品 10.3 亿元，下降 3.6%；高新技术产品（与机电产品部分有交叉）出口 13.4 亿

元，增长 16%。 

  进口以原油、农产品、铁矿砂、煤等为主。1至 2月，河北省从沿线国家进口原油 7.8

亿元，下降 10.8%；进口农产品 4.9 亿元，增长 17.3%；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 3.1亿元，增

长 16.7%；初级形状的塑料进口 2.9亿元，下降 5.1%；煤及褐煤进口 2.3亿元，下降 10.1%。 

北京 2月份衣着类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0.3% 

  来自北京市统计局的消息，2 月份，北京市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1.2%，环比

下降 0.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0.1%，环比下降 0.3%。2 月份，北京市调查的 38

个工业行业大类中，18 个行业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6个行业下降，4个行业持平;6个行业

出厂价格环比上涨，16 个行业下降，16个行业持平。 

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0.5%，环比下降 0.1%。其中，原材料类同比下降 0.9%，环

比上涨 0.1%。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2.4%。其中，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0.3%，衣着类

价格环比持平。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纺织原料类同比上涨 0.1%，环比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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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内蒙古纺织行业增长 13.7% 

2019 年 1-2 月，内蒙古纺织行业新增产能发挥作用，完成增加值 14.53 亿元，继续保

持 13.7%的高速增长态势。 

2018 年江苏省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 7.6% 

  据江苏省统计局与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发布的《江苏省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 年江苏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1%。江苏省固定资产

投资比上年增长 5.5%。国内贸易方面，从消费品类值看，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 7.6%。

江苏省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3%；其中衣着上涨 2.2%。 

2018 年湖北省纺织业增速回升至 5.5% 

  据湖北省统计局与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发布的《湖北省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1%，虽比上年回落 0.3个百

分点，但高于全国 0.9 个百分点。其中纺织业增速回升至 5.5%。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1.0%，与上年持平。国内贸易方面，从消费品类值看，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商品零售额增

长 15.6%。 

2018 年新疆纺织服装出口下滑 

  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改委获悉，2018 年，全区进口实现较快增长，出口出现小幅下

滑。全年进出口总额 1326.1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4.7%。其中，进口 236.85 亿元、增长

19.5%，出口 1089.32 亿元、下降 8.8%。全区服装、纺织品等主要出口产品明显下滑。其中，

服装出口 273.04 亿元，占出口总值的 25.06%，下降 17.8%；纺织纱线类出口 68.84 亿元，

下降 30.2%。棉花等产品进口快速增长，棉花进口 12.45亿元，增长 67.7%。 

  边境贸易、加工贸易下滑明显，一般贸易、保税贸易保持快速增长。自治区边境小额

贸易进出口 798.86 亿元，下降 14%，占全区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60.2%，其中：出口 773.6

亿元，下降 15%；进口 25.26亿元，增长 29.5%。加工贸易 8.02亿元，下降 11.1%。一般贸

易进出口 472.35 亿元，增长 23.3%，占全区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35.61%，其中：出口 292.03

亿元，增长 26.3%；进口 180.32亿元，增长 18.7%。保税物流进出口 25.57亿元，增长 15.5 %。 

2019 年 1月进口棉花 28万吨环同比双增 

 据海关统计，2019 年 1月我国进口棉花 28万吨，环比增 28%，同比增 109%。 

 2018/19年度以来(2018.9-2019.1)我国累计进口棉花 88万吨，同比增 84%。 

2018 年越南棉纱出口量预计增长 10% 

  越南纺织服装也继续稳定增长，越南纺织服装协会(VITAS)预计，2018年越南纺织服装

出口额将达到 36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 

  中美贸易争端为越南增加对美国的出口提供了机会。受贸易战影响，中国企业开始图

谋东南亚，包括越南在内的海外市场。2018 年前 11 个月，越南对美国的服装出口额达到

124亿美元，同比增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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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开始之时，越南纺织业曾经非常担心中国对美国的服装出口大幅减少，那

会导致中国对越南的棉纱进口大幅下降，但是目前来看贸易战并没有给越南棉纱对中国的

出口带来负面影响。根据越南海关的统计，2018年越南对中国的棉纱出口量预计达到 78万

吨，同比增长 9%。同时，越南纺织业的国内外投资也继续增加。 

  越南纺织业总览 

 单位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纱锭总数 1000 6，000 6，100 6，300 7，000 7，500 

纺纱杯总数 1000 103 103 103 103 103 

纱线产量 千吨 720 930 990 1，550 2，050 

纱线出口量 千吨 720 858 862 1，167 1，349 

纱线进口量 千吨 695 740 792 861 876 

布产量 10亿平米 1.3 1.5 1.7 2 2.3 

布进口量 10亿美元 8.3 9.4 10.2 10.2 10.7 

   2018年，越南纱线出口总量预计为 145万吨，同比增长 7%，其中棉纱出口量大约 105

万吨。中国、韩国和土耳其是最大进口国，占越南棉纱出口总量的 80%以上。越南棉纱对土

耳其出口的减少被中国和韩国完全抵消。越南将继续凭借其地理、成本和自贸协议的优势

扩大其对以上三个国家的棉纱出口。 

  越南棉纱出口统计 

单位：千吨 

进口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8/2017 2018年比重 

棉纱出口总量 517 648 817 953 1，048 10%  

中国 396 503 625 716 780 9% 74% 

韩国 26 27 41 44 54 23% 5% 

土耳其 18 15 27 36 25 -31% 2% 

其它 77 103 124 157 189 20% 18% 

所有纱线合计 859 962 1，167 1，349 1，450 7%  

棉纱占比% 60% 67% 70% 71% 72%   

越南棉纱进口主要是人造纤维，棉纱进口数量很少，说明国内的棉纱供应越来越充足。 

  越南棉纱进口量 

单位：千吨 

进口来源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8/2017 2018年比重 

纱线进口总量 740 792 861 876 1，020 16%  

中国 261 301 359 383 500 31% 49% 

中国台湾地区 209 193 195 173 180 4% 18% 

泰国 80 83 79 78 80 3% 8% 

韩国 77 80 78 82 86 5% 8% 

印度尼西亚 47 53 60 61 60 -2% 6% 

其它 67 83 91 99 114 1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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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纱进口量 155 80 65 78 60 -23%  

棉纱占比 21% 10% 8% 9% 6%   

美国 2018年丝绸产品出口额同比下降 45.26% 

一、12月丝绸商品贸易情况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2月丝绸商品贸易额为 4.15亿美元，环比增长 6.07%，同比增长

9.39%。其中，进口额为 3.72亿美元，环比增长 9.63%，同比增长 12.7%；出口额为 4238.47

万美元，环比下降 17.48%，同比下降 13.05%。具体商品构成情况如下： 

  进口：丝类金额为 86.58 万美元，环比增长 44.79%，同比增长 71.93%，数量为 15.78

吨，环比增长 51.26%，同比增长 69.06%；绸缎金额为 2474.06 万美元，环比增长 5.72%，

同比下降 4.82%；制成品金额为 3.47亿美元，环比增长 9.86%，同比增长 14.1%。 

  出口：丝类金额为 5.02万美元，环比增长 58.7%，同比下降 45.26%，数量为 1.25吨，

环比增长 57.38%，同比下降 93.4%；绸缎金额为 1584.11 万美元，环比下降 15.33%，同比

下降 25.22%；制成品金额为 2649.34万美元，环比下降 18.78%，同比下降 3.56%。 

  二、1-12月丝绸商品贸易情况 

  1-12月，美国丝绸贸易额为 50.16亿美元，同比增长 1.9%。其中，进口额为 43.95亿

美元，同比增长 2.78%；出口额为 6.21亿美元，同比下降 3.88%。具体情况如下： 

  进口商品构成为丝类 882.79万美元，同比增长40.37%，数量171.44吨，同比增长 46.07%；

绸缎 3.01亿，同比下降 1.45%；制成品 40.86亿美元，同比增长 3.04%。 

  进口主要来源地为中国(金额 16.99亿美元，同比增长 4.77%，占比 38.66%)、意大利(金

额 2.81亿美元，同比增长 10.83%，占比 6.38%)、墨西哥(金额 2.35亿美元，同比下降 7.15%，

占比 5.35%)、印度(金额 2.1亿美元，同比下降 6.79%，占比 4.77%)、越南(金额 2.07亿美

元，同比下降 12.95%，占比 4.7%。以上 5个来源地合计占比为 59.86%。 

  出口商品构成为丝类 116.68万美元，同比下降29.23%，数量53.5吨，同比下降 96.29%；

绸缎 2.57亿，同比下降 10.61%；制成品 3.63亿美元，同比增长 1.66%。 

  出口主要市场为加拿大(金额 1.25亿美元，同比下降 9.2%，占比 20.09%)、墨西哥(金

额 1.2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6%，占比 19.52%)、洪都拉斯(金额 5483.57万美元，同比下

降 20.5%，占比 8.83%)、萨尔瓦多(金额 2873.76 万美元，同比增长 5.28%，占比 4.63%)、

英国(金额2747.04万美元，同比增长6.61%，占比4.42%)。以上5个市场合计占比为57.49%。 

行业数据：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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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28  36828    

2 亏损企业数 户 5402  4835  11.73  

3 亏损面 % 14.67  13.13    

4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537034598  521924890  2.90  

5 主营业务成本 万元 471704736  459973843  2.55  

6 销售费用 万元 12608030  12054882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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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管理费用 万元 20910433  19275684  8.48  

8 财务费用 万元 6224672  6439278  -3.33  

9 其中：利息支出 万元 5551966  5326905  4.22  

10 利润总额 万元 27661378  25608413  8.02  

11 亏损企业亏损额 万元 2152624  1938356  11.05  

12 资产总计 万元 434496010  420359454  3.36  

13 其中：流动资产合计 万元 234155590  226828227  3.23  

14       其中：应收账款 万元 52994373  51652883  2.60  

15             存货 万元 65231041  61831613  5.50  

16             其中：产成品 万元 30337382  27579974  10.00  

17 负债合计 万元 237712803  228841790  3.88  

18 出口交货值 万元 75810112  74568516  1.6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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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03.46  2.90  2766.14  8.02  56.55  54.44  

棉纺及印染 16529.32  -4.08  726.48  2.20  57.23  55.48  

毛纺织 1365.92  1.44  51.06  -10.95  65.41  63.80  

麻纺织 328.27  11.24  15.33  61.67  49.13  49.02  

丝绢纺织 805.92  0.49  35.44  2.17  56.68  54.87  

化纤织造 1354.29  9.63  59.62  17.90  68.35  61.92  

针织 2850.38  6.41  152.60  9.84  55.56  55.66  

家纺 2041.58  4.55  126.23  20.13  54.81  52.10  

非家纺 2419.93  6.75  130.40  5.52  50.87  47.91  

服装 17106.57  4.07  1006.75  10.84  50.42  49.71  

化学纤维 7989.58  12.42  393.89  10.31  63.47  58.81  

纺织机械 911.69  8.82  68.33  5.12  58.83  55.1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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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5744  29760249  -0.21  

    1、棉纱 吨 1586451  17630345  -4.77  

    2、棉混纺纱 吨 487390  5607699  5.95  

    3、化学纤维纱 吨 591903  6522391  8.54  

  布 万米 475723  4989350  -0.06  

    其中：色织布(含牛仔布) 万米 16784  196817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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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1.棉布 万米 239981  2577655  -4.98  

2.棉混纺布 万米 120862  1253902  6.32  

3.化学纤维布 万米 114775  1156492  5.24  

  印染布 万米 503471  4906868  2.63  

  绒线（俗称毛线） 吨 18785  245600  -10.78  

  毛机织物（呢绒） 万米 3787  41559  -6.24  

  亚麻布(含亚麻≥55%) 万米 2135  16458  -1.12  

  苎麻布(含苎麻≥55%) 万米 3251  37673  -10.33  

  蚕丝 吨 8197  86512  -7.32  

    其中:绢纺丝 吨 345  4277  -23.94  

  蚕丝及交织机织物(含蚕丝≥50%) 万米 5098  51563  -0.09  

无纺布(非织造布) 吨 337014  3663489  -8.04  

帘子布 吨 54043  630869  0.19  

  服装 万件 210369  2227421  -3.37  

    1、梭织服装 万件 106360  1115744  -3.10  

       其中:羽绒服 万件 2063  19199  -5.40  

              西服套装 万件 3714  30009  -2.39  

          衬衫 万件 5324  57340  -8.20  

    2、针织服装 万件 104010  1111676  -3.62  

  化学纤维用浆粕 吨 81535  979653  -15.19  

  化学纤维 吨 4639927  50110940  7.68  

    其中：人造纤维(纤维素纤维) 吨 420579  4395526  7.24  

            其中:粘胶短纤维 吨 353730  3770910  7.94  

                 粘胶纤维长丝 吨 16258  200917  -3.28  

                 醋酸纤维长丝 吨 29719  372046  1.76  

         合成纤维 吨 4211972  45626585  7.71  

            其中:锦纶纤维 吨 284965  3303724  5.28  

                 涤纶纤维 吨 3750249  40148670  8.47  

                 腈纶纤维 吨 47346  614535  -16.50  

                 维纶纤维 吨 8566  100829  -2.47  

                 丙纶纤维 吨 29076  347850  2.31  

                 氨纶纤维 吨 54495  683192  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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