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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印发稳外贸政策措施 

9 月底，商务部印发了《支持外贸稳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主

要内容有：一、保生产保履约，支持优势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二、积

极支持企业参加各类展会抓订单；三、办好第 132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

交易会（广交会）线上展；四、发挥外贸创新平台作用；五、进一步

发挥跨境电商稳外贸的作用；六、进一步促进贸易畅通。 

 

第 132 届广交会将于 10 月 15 日线上举办 

9 月 27 日，国新办举行支持外贸稳定发展有关情况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会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表示，

今年 10 月 15 日，第 132 届广交会将在线上开幕。“对这次广交会的

安排，仍然是出口展有 16 个大类商品、50 个展区，进口展设了 6 大

题材，分布在 50 个展区里。”王受文透露，这次线上广交会将继续与

132 个跨境电商综试区和 5 家跨境电商平台开展同步活动，在线上展

举办的同时，本次广交会也将请来货运代理、金融机构、信用保险机

构、认证机构、海外仓业主、海运服务提供商等领域企业在线上提供

服务。据介绍，广交会虽是世界上最大的线下展展会，但平常最多只

有 2.5 万家企业参加线下展，而线上展没有空间限制，有意愿的企业

通过资格审查后就可以参加线上展。 

 

我国纺织工业从业人数 

据中国纺织报信息，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截至 2018

年年底，我国纺织工业从业人数 1103.2 万人，占全国工业的 9.6%；

纺织行业总从业人数达 1612.4 万人（其中包含纺织服装批发零售从

业人数 509.2 万人）。2016-2020 年，纺织行业涌现出 119 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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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纺织企业家”、40 位“全国优秀纺织青年企业家”、10 位“全国

优秀纺织女企业家”；获得行业科技进步奖的人数超过 4000 人次；

2189 名面料设计师、736 名家用纺织品设计师、2017 名色彩搭配师

等取得从业资格认证。截至 2020 年，全国设有纺织服装相关的本科

院校 270 余所，高职高专院校 260 余所，中职院校 800 余所。 

 

纺织行业上市企业特征 

从 2012年至 2022年 9月约十年间，纺织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的一共 99 家，首次发行

募集资金净额共 711.89 亿元，超过了前 20 年(1992 年至 2011 年）

募集资金净额之和(642.12 亿元），有力地推动了纺织产业的转型升

级。从这 99 家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来看，与前 20 年对比有几个明显

特征：1、从产业用纺织品行业成长起来的上市公司大幅增加，达 25

家之多；2、科技创新型企业大批涌现；3、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丰富

的物质文化生活方面，向小众化生活需求领域的渗透力越来越强。 

 

中国时尚消费阶段特征 

据麦肯锡发布的《2022 年中国时尚产业白皮书》指出，中国时

尚消费经历了基础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情感型消费这

四个阶段，目前已完成原始积累，即将迎来二次成长和结构性升级。

中国时尚消费市场规模庞大，渠道多元，在生产制造供应链环节优势

明显，但在品牌竞争力和产品设计力维度上，与领先市场相比仍有一

定差距。 

 

中国传统棉纺织出口市场区域占比在变化 

据棉花展望信息，欧盟为中国传统棉纺织行业消费地区，数据统

计，欧盟 27 国为中国纺织服装出口的主要市场，占比达到 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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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以及中欧班列版图的扩大，“一带一

路”国家的棉纺织贸易比重越来越高。2022 年 1-8 月，中国出口“一

带一路”国家的棉纺织产品金额达到 835.3亿美元，同比增长 18.26%，

占比达到 37.83%，远高于欧盟以及美的占比。其中，出口吉尔吉斯

斯坦的棉纺织产品同比增幅达到 105.23%，较去年出现了跳跃式增长。 

 

外贸订单形成两局分化 

据财联社报道，国内纺织服装出口增速在 8 月踩了刹车，减少

14.7 个百分点。海外消费市场疲软、东南亚分流订单，外贸企业已

感受到订单的异常。业内人士称，有资本实力的公司将产能向东南亚

转移，通过产业链布局有效控制成本，但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只

能“有订单就接，没订单就停工”。这意味着，行业淘汰在加速。相

比生存艰难的中小企业，龙头企业靠布局东南亚产能及中长期大客户

合作，目前订单相对稳定。 

 

9 月份以来部分印度纱厂暂停对中国客户报远月船货价格 

据江浙、广东等地一些棉纱贸易商、布厂反馈，9 月中旬以来部

分印度纱厂暂停对中国客户报远月船货价格，观望气氛比较浓。相关

织造企业表示，印度纱厂报价减少的原因有：1、ICE 棉花期货及

2022/23年度印度国内棉价在种植面积／产量预期大幅增加但消费持

续低迷、全球经济衰退担忧加剧、能源危机等因素下或发生剧烈调整，

纱厂对原料价格难以有效锁定，接远月单风险偏大；2、中国买家对

印度纱询价、下单积极性降至近几年冰点，报价也很难获得中国采购

商的有效回应；3、印度纱厂减停产比例处于高位，主要供应其国内

织布、服装企业需要，棉纱出口能力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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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集装箱运价暴跌 

上海航运交易所九月初发布的数据显示，上海出口集装箱综合运

价指数连续 13 周下跌。另据波罗地海海运交易所的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中国在美国西海岸航线集装箱的价格约 1 万美元，八月价格约为

4000 美元，暴跌 60%。相较于去年最高点的 2 万美元均价，跌幅超过

80%。另外，东南亚泰越市场波动较大。由于航线货运需求缺口较大，

及其市场订舱价格大幅下跌，单周下跌 37.1%，甚至出现少量零运费、

负运费的情况。 

 

行业四季度预测 

中纺联产业经济研究院发布报告表示，三季度以来，纺织行业淡

季行情明显。展望四季度，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全球流动性收缩

对终端需求的抑制作用仍将持续，通胀及部分地区能源价格高企对纺

织服装产品消费的不利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出口市场面临波动风险。

纺织行业内销市场在秋冬消费季带动下将有所恢复，内需回暖力度将

是行业运行实现触底回升的关键，国内市场将成为稳定纺织行业发展

大盘的中坚力量。 

 

虎门服装产业新布局 

为了把虎门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时尚文化中心，吸引

国际时尚服饰巨头们的目光，近几年，虎门镇正在对虎门服装产业进

行全新布局。目前，虎门高铁站 TOD 核心区、大湾区国际时尚谷、大

湾区衣流时尚产业园等三大时尚项目正在全力推进。虎门高铁站 TOD

核心区包括虎门高铁站房改扩建工程等在内的多个项目正在全力推

进，预计在 2023 年春节前投入使用；大湾区国际时尚谷 2.8392 公顷

用地获批；大湾区衣流时尚产业园 660 亩连片改造范围已签署正式合

作协议。这些必将为虎门打造世界级时尚产业集群先行区奠定更为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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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基础，为虎门服装服饰产业向更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廉籍莞商返廉兴建服装产业园 

9 月 19 日，广东省廉江市举行第三季度招商项目签约仪式，聚

焦制造业，顺利签约 10 个项目，投资总额达 30 亿元。集中签约项目

中的莞商智能制造服装产业园建设（廉江）项目是在莞廉江籍企业家

发起兴建，项目计划建设于湛江廉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园主

要从事服装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并聚焦毛织、时尚女装、儿童服装

等团体服装的市场营销业务。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可实现销售收

入 8 亿元，创税 1500 万元。 

 

西樵镇坚定不移支持纺织产业发展 

9 月 27 日，在西樵镇举办的南海区纺织行业协会 2022 年理、监

事会议上，多项政策举措陆续推出，助力西樵乃至南海传统纺织产业

加快转型升级。“针对纺织产业的现实情况，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以推动纺织产业集群化、数字化、绿色化、品质化为总体思路，全力

推进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会上，西樵镇党委书记李毅佳现场表态，

西樵镇委、镇政府将毫不动摇支持纺织行业在西樵发展，坚定不移支

持纺织产业数字化转型，持之以恒支持纺织企业打造百年老店。 

目前，西樵共有纺织生产性企业 860 家，规上纺织企业 137 家，

生产设备超 4 万多台套，从业人员约 6 万人，拥有年产各类纺织面料

40 亿米的生产能力。会上，介绍了《佛山市南海区“促纺织产业转

型升级”十条措施（征求意见稿）》，拟从支持纺织品牌创新建设、加

大纺织行业数智化制造支持力度、促进纺织行业电子商务发展、推动

“文旅+纺织产业”融合发展、鼓励纺织企业开拓市场、推动纺织产

业补链强链、鼓励纺织企业扩产增效、拓展纺织产业发展空间、推动

纺织产业绿色发展、打造纺织服务创新平台等方面入手，全链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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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产业转型升级。 

 

汕头的立市强市之路 

据北京潮讯报道，汕头上下清楚“工业立市、产业强市”的重要

性，已经把“纺织业”和“玩具业”干成了“全国第一”：全球近七

成的玩具产于汕头，同时，汕头承担了全国 80%的家居服、40%的女

性内衣以及 35%的面辅料产品生产，每年销往全球的内衣家居服多达

10 亿件。另外，汕头还坚持“三新两特一大”的产业发展之路，除

了纺织业和玩具业这“两特”，还有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

息这“三新”和大健康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