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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臧晓松 严翠 李师胜

“大量印度纺织订单转移至中国，订单量巨大，据说已排到明年

5

月。 ”这样一条消息，让因疫情遇冷的服装行业重回资本市场的“聚光

灯”下。

近日，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实地探访江苏、山东、广东等纺

织服装生产基地发现，多数企业订单状况较上半年有大幅改善，

部分企业订单暴增。 在纺织重镇苏州盛泽，有面料企业上个月一

次性接到

100

万米的外贸订单，这样的大单今年以来并不多见。

同处该镇的纺织龙头东方盛虹也在加班加点忙生产； 位于山东

高密的毛巾龙头孚日股份， 订单已经排到明年

1

月份……在国

内疫情形势持续向好，印度纺织订单转移至中国，以及传统旺

季到来等多重因素的刺激下，上游的棉花、化纤等价格持续攀

升，遭遇“最困难的一年”的中国服装行业，正迎来久违的火热

行情。

这样的行情能够持续多久？服装行业专家向记者表示，在全球

疫情反复的背景下，短期订单转移属正常贸易现象，国内服装消费

逐渐恢复也符合预期，但国内纺织服装行业总体发展趋缓、趋困，

需要一到两年时间才能真正恢复元气。

纺织服装业

重现“排队” 行情

位于苏州盛泽镇的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被外界视作“中国第一

布市”，

7000

余家商贸公司云集于此，成交额更是连续多年突破千

亿元。

身为中国东方丝绸市场协会副会长的周建春， 是行业内小有名

气的布料经营商，客户覆盖了国内大多数知名服装生产企业。 就在上

个月，周建春接到了一个

100

万米左右的外贸订单。 在往年，比这更

大的订单也有。 而今年，在纺织服装行业整体承压的背景下，这样的

外贸大单已属“凤毛麟角”。

“像

100

万米的这种订单，今年疫情期间真的是凤毛麟角。 ”盛

泽东方纺织城贸促部总监欧阳勇直言， 由于今年前半段确实太坎

坷，出现这么大的订单，确实能够提振大家的信心。

“因疫情原因，一些印度的纺织订单确实有转移到中国的情

况。 ”东方盛虹化纤板块外贸负责人缪云龙表示。 东方盛虹是行

业内知名的纺织龙头， 最近一直处于加班加点生产的状态，“最

近生意确实比较好。 ”不过缪云龙强调说，最近公司订单火爆与

印度订单转移关系不大。 “由于印度纱线在整个国际市场上以中

低端为主，因此转移到盛虹的订单并不多，我们主要是中高端纱

线产品为主。 ”

“

5

月份以后，出口就已经在恢复，第三季度开始逐步与去

年同期持平，部分地区出口甚至还高过去年增长水平，

8

、

9

月份

出口量都创下历史新高。 ”缪云龙直言。 从

9

月

30

日以来的半

个月，东方盛虹纱线平均价格比前期上涨

700

元

/

吨，有些规格

上涨了

1000

元

/

吨。 “现在很多产品供货都很紧张，加上内销市

场需求恢复更快，最近内外贸都出现了客户排队的现象。 ”

周建春向

e

公司记者表示，盛泽镇上大家都知道这样一句话：

生意就看每年的后

4

个月。 这

4

个月的生意能抵得上前

8

个月的

总和，“现在传统旺季已经开始了。 ”

位于山东高密的孚日股份， 主要产品为毛巾和床上用品。

过去

20

年里，公司的毛巾出口量持续位居全国同行业第一位。

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24

亿元，同比下

降

19.91%

；实现净利润

1.45

亿元，同比下降

44.03%

。 而从下半

年开始， 孚日股份终于迎来市场回暖。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们从

6

月份开始订单好转，目前订单饱满，已经排到明年

1

月份了。 ”

下游需求释放

上游原材料涨价

经历上半年“寒冬”后的国内服装业，正在迎来消费黄金期。

“现在疫情相对稳定，经济也较好，服装销售相比上半年有了

明显好转。 另外，今年可能是冷冬，近期有不少客户提前囤冬装。 ”

深圳一位服装从业人士告诉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

根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的统计，

2020

年

10

月

1

日到

7

日，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同比增长

8.5%

，高于

2019

年同期零售额增速

14.3

个百分点，充分显示我国构建“双循环”发

展格局释放的发展动能。 其中，服装类零售额增长颇为亮眼，同比

增速达到了

16.8%

。

以服装领域的重点企业红豆集团为例，

10

月

1

日至

8

日，红

豆服装连锁国庆假期线上线下销售同比增长

49.68%

，线上销售同

比增长

138.37%

。 其中， 红豆居家线下门店销售总额突破

1.5

亿

元，同期增长

55%

；红豆男装线下门店累计销售破亿元。 服装企业

波司登近来同样销售火爆。 淘宝数据显示，

10

月

1

日至

6

日，波司

登品牌旗舰店销售额同比增长

574%

至

1910

万元，销售件数同比

增长

300%

至

1.8

万件，销售平均单价由去年同期的

613

元提升到

今年的

1034

元。

与服装市场回暖相对应，上游棉花、涤纶长丝、涤纶短纤、

棉纱、粘胶、氨纶、锦纶等价格均出现一定程度的上涨。 公开信

息显示，近期外棉持续上涨，棉花期货在国庆假期后呈现补涨

行情，较节前上涨逾

1400

元

/

吨。 棉花价格最新消息显示：截至

目前，棉花期货价格突破

14200

元关键位，并创下年内

9

个月

来新高点。

随着目前国内需求逐渐释放，秋冬季面料需求回暖，产销情况

较好，进一步推动了涤丝价格的上涨。中纤网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9

日， 涤丝工厂

DTY

、

POY

和

FDY

库存分别较前一周下降

2

天、

1

天和

3

天；

DTY

、

POY

和

FDY

每吨价格分别为

6600

元、

5200

元和

5550

元，较前一周分别上涨

100

元至

120

元。 卓创资讯消息显示，

下游电子布的主流成交价格

3.4

元

~3.5

元

/

米（周环比上涨

0.2

元

/

米）。无碱玻璃粗纱需求旺盛也带动厂家库存消减，巨石集团、泰山

集团、 内江华原等行业内主流企业无碱纱价格均上调

200

元

~400

元

/

吨。

国内的氨纶行业也处于产能过剩状态，目前华峰氨纶、新乡化

纤和泰和新材三家头部企业合计市占率约为

40%

。 卓创资讯氨纶

分析师巩玉倩表示，近期氨纶厂家涨势不断，相关厂家在

8

月份提

价两次，

9

月份提价两三次，

10

月份至今已经三次提价。 其中在

10

月

15

日，华峰氨纶、新乡化纤、泰和新材等公司再度提价，计划各

印度订单来了 国内纺织服装业接单接到手软

规格普涨

2000

元

/

吨。 涨价原因是原材料价格持续上

涨，导致氨纶运营成本不断升高。加之场内货源供应偏

紧，下游客户按需跟进，整体市场产销节奏良好，各方

对后市看涨气氛较浓。

有不愿具名的行业人士指出， 近两年布料价格波动

明显增大。 “以前总体比较平稳， 可能一个月涨价

20%~

30%

。”该人士指出，从前年开始，布价涨跌周期突然变短，

“这个星期涨价

30%

，下个星期可能又跌

30%

，这并不是

真实的供需拉动。 ”上述情况主要发生在低价布料上，“甚

至会一觉醒来，就发现布价涨了百分之五六十了。 ”在他

看来，这几年，市场存在炒作低价布的情况，“高价布的价

格就一直比较稳定。 ”

印度订单转移

并非上涨主因

“大量印度纺织订单转移至中国，订单量巨大，据说已排到

明年

5

月。 ”这个在网上热传的消息，让因疫情遇冷的服装行业

重新引发外界关注。

染整专业

wiki

网站染整百科的消息显示： 近几个月以来，印

度多家大型出口型纺织企业因疫情无法保证正常交货， 多个本来

在印度生产的订单转移到我国生产，其中毛巾、床单等产品订单量

较大。

印度目前是全球最大的产棉国、全球最大的黄麻生产国、全球

第二大丝绸生产国，其纱线产能占全球

22%

。 纺织服装业是印度

经济的主导细分市场之一，也是印度最大的外汇收入来源之一，纺

织行业占印度出口总收入的

15%

左右。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

生产国和出口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优势明显。疫情对供应端和

需求端都造成严重冲击，产业链供应链同步受阻，中国也经受了

同样的考验。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调整订单生产、国际采购商

根据生产能力选择供应商，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市场行为。 中国

也有一些行业和地方的订单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市场生产。

国内一知名机构纺织服装分析师李哲（化名）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 肯定了目前印度、 东南亚疫情导致部分订单转移到中国的说

法。 据他了解，国内部分企业

7

、

8

月份产能利用率达

80%

左右，

9

月份更是满产，“短期因素，还有今年偏长的国庆假期，导致的终端

需求拉动；此外，冬季前的传统补库存旺季也有一定影响。 ”

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纺织品服装出

口额为

2157.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9.4%

， 出口增速较上半年提高

6.2

个百分点。

海关总署表示，下半年以来，服装出口形势持续好转，

9

月份

服装出口额为

15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6.5%

，连续两个月保持正

增长态势。当前，我国纺织业较为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也正在吸引

部分海外订单回流。

孚日股份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美国调低中国输美纺织类产

品关税也刺激了外贸行情。 “目前来看，对行业冲击最大的是中美

贸易摩擦中的加关税行为。今年

2

月份之前，美国已经将部分纺织

品类，如床品的关税下调，从

15%

降到了

7.5%

。 但因又受疫情影

响，外界关注度并不高，关税下调利好本次订单回流。 ”

不过，印度订单转移的说法，国内一家纺织面料上市公司相关

负责人直言“无感”，“公司产品多数出口，欧美占比较高。而欧美疫

情目前还没到达峰值，订单依旧不足。”该负责人认为，随着新冠疫

苗的推出和下游商业的复苏，整个行业也将迎来复苏，“目前来看，

明年肯定会比今年好。 ”

“因为今年疫情影响，大家都过于谨慎，手上都没货，做贸易的

没货，做服装的也没货。 ”周建春分析说，“

60

年来最寒冷冬天”的

消息推动了涨价潮，“大家存在买涨不买跌的心理， 需求就这样集

中爆发出来了。 ”

复苏至少持续两个季度

短期回暖难改长期困境

兴业证券化工行业分析师邓先河认为， 当前中国化工产业景

气仍处底部区域，大部分产品价格已经远远低于历史平均价位，部

分甚至跌入历史价格区间的后

10%

，行业盈利明显回落，部分产

品价格进入全行业普遍亏损阶段，继续向下空间非常有限，且整体

产品价格向上的概率高于向下概率。

这次的行业回暖能够持续多久？ 在分析师李哲看来，本次复

苏至少会持续两个季度。“订单一般会提前一个季度，目前第四季

度订单基本下完，印度疫情正盛，至少持续到年底，所以明年一季

度的订单也没有问题。 ”不过他同时也认为，国内纺织服装企业以

出口为主，国内相对较小的需求难以拉动整个行业，“需求端的复

苏需要看疫情进展情况。 欧美服装店多是线下销售，目前部分地

区线下店不营业，需求上不来，所以，行业复苏是短期行为，没有

长线逻辑。 ”

他表示， 疫情结束后相关订单大概率还是会回流到印度和东南

亚。 印度、东南亚的纺织服装企业在人力成本、能源成本、土地成本、

政府税收、关税、环保等方面具有优势。 “就东南亚来说，当地的纺织

服装企业毛利率要比国内高

5

个百分点。 ”

对于此波由内需、外贸拉动的国内服装业发展热潮，业内人士

普遍认为国内服装行业整体依然处于历史困境中。 有业内人士分

析， 近期行业回暖也有 “订单放大” 的情况存在，“比如你要采购

100

万米的布料，可能询问

8

家生产企业，这

8

家企业接下来也会

向上游询问，

100

万米就可能被传成

1000

万米， 其实订单就

100

万米。 ”

纺织服装品牌管理专家、上海良栖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程

伟雄向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表示， 疫情对国内乃至全球的供应链

市场都造成冲击，全球市场尚未全面复苏和向好，国内服装业此时

谈爆发为时尚早，“整个行业依然处于发展趋缓、趋困的状态，需要

一个恢复周期。 当然，不排除部分订单转移，这是正常的贸易行为，

但‘某个点无法提振整个面’。 ”

程伟雄认为，服装行业今年的发展大撤退，需要两三年时间恢

复，“不要指望四季度有太大反弹， 即使反弹也无法弥补今年的损

失。 ”他同时透露，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对服装行业带来的冲击，国

内中小服装工厂多数转向内贸、电商或直播，大型工厂外贸订单大

幅减少不是个案，也在内贸和自创品牌上探索。

就在

10

月

15

日

~16

日，

2020

中国服装大会在浙江海宁举

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在会上表示，新冠疫情加速产

业经济开启新周期，国内服装行业面临新挑战、新变局，但同时危

中有机、危可转机，在这个过程中，服装领军企业由点及面、自上而

下地贯穿数字化转型，不失为引领整个产业生态向数字化、智能化

与集成化发展的一条现实路径。另外，目前出口跨境电商交易规模

在中国出口规模中比重不断扩大，成为“稳外贸”新增长点，中国本

土时尚电商迎来绝佳出海时机， 需要企业深耕品牌建设， 逐步从

“流量导向型”、“产品导向型”转为“品牌导向型”。

中国服装协会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当前， 中国服装行业全面

进入战略重构和创新变革的全新发展阶段， 已经站在参与引领全

球服装产业变革的新起点。”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月明表示，未来服装产业发展将呈现三大趋势：消费人群年轻化

个性化愈加明显；品牌服装优势越来越明显；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臧晓松/摄 吴比较/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