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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环境及中国纺织业的
回顾与展望

Intertek   (上海)   王建平

     据联合国《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2011年世界经

济增长仅为2.8 %，远低于年初高盛集团预测的4.6 %。另据世界银

行公布的数据，2011年全球贸易额增长率6.6 %，远低于年初WTO预

计的13 %的增长率。

     2011年，美国前两年对全球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救市措施效果继

续显现，但经济复苏势头远未达到年初的预期，失业率虽已从10 %

的高位开始下行，但仍有8.3 %，离6 %的目标还有相当距离，房地

产市场仍持续低迷，消费者信心缺失，迫使美联储预计将0~0.25 %

的超低联邦基金利率至少延续到2014年下半年，倘若经济复苏势头

恶化，不排除推出新的宽松货币政策举措，通过降低借贷成本以推

动经济恢复。

      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欧元区多国被下调信用等级，

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拖累欧元区经

济复苏的步伐，银根紧缩，比重达99 %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市场

萎缩，需求下降，欧元区面临解体危险。目前欧盟有失业青年550万，

青年失业率达22 %，而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50 %。

     受欧债危机和日元升值影响，以出口为主的日本经济增长放缓，

极有可能负增长。日前，日本银行（央行）正在考虑下调日本实际

经济增长率，倘若确为负增长，这将成为自2009年以来的首次负增

长。据了解，日本银行此前一直认为，由于日本对新兴国家等的出

口以及震后复兴需求将推动日本经济，因此，2011年后半年日本经

济有望缓慢恢复。但随着欧债危机的扩散，对新兴国家的影响逐渐

加深，日本才决定下调经济增长率。

     

      新兴市场国家中除中国保持9.2 %的高位增长之外，俄罗斯继

续保持4.2 %的稳定增长。印度年初号称2011年经济增幅将超过中

国，但实际却呈前高后低的发展态势，全年实际增速低于7%，巴西

经济面临较大滑坡，实际增幅约为3.2 %，远低于2010年的7.2 %水平，

而南非则面临经济滞胀和通涨压力并存的局面，预计增幅仅为3 %。

表1 近年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民币）

1 2011年国际经济形势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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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48 136 14.631 37711.82002

59 501 14.739 69613.32004

76 410 14.351 54313.72006

108 488 22.173 73521.62008

154 554 18.8133 68918.42010

181 226 156 90817.1 17.22011

43 055 11.527 37910.12001

52 516 10.334 6089.12003

67 177 13.645 09412.92005

89 210 17.260 41116.82007

125 343 15.585 13315.52009

城镇零售额 / 亿元总额 / 亿元 增长 / ％ 增长 / ％

显然，新兴市场国家是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但在全球经

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同样面临资产泡沫风险上升、通涨压力增大、

外需不足、本币升值较快和经济下行的风险。

2 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

      2011年，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471 564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2 %，增速比上年下降1.1个百分点。分季度

看，一季度同比增长9.7 %，二季度增长9.5 %，三季度增长9.1 %，

四季度增长8.9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47 712亿元，增长

4.5 %，第二产业增加值220 592亿元，增长10.6 %，第三产业增加

值203 260亿元，增长8.9 %。

●  2.1 产销
      

        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7 121万吨，同比增长4.5 %，连续8年增产。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2010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按

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3.9 %，增速比上年下降1.8个百分点，呈

现“前高后低”的走势。工业产销衔接良好，产销率达98.0 %，

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6 638亿元，同比增长

24.4 %，比上年同期下降25个百分点，在39个大类行业中，有36个

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  2.2 外资及国内投资 

        2011年全国累计吸收外资1 160.11亿美元，同比增长9.72 %，去年

12月全国实际利用外资122.42亿美元，同比下降12.73 %。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01 933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3.8 %，

（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6.1 %），按产业分，第一产业增长25.0 %，

第二产业增长27.3 %，第三产业增长21.1% ；按地区分，东部增长

21.3 %，中部增长28.8 %，西部增长29.2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

资61 740亿元，名义同比增长27.9 %，实际增长20.0 %，比上年回

落5.3个百分点。

●   2.3消费价格与城乡收入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5.4 %，其中城市上涨5.3 %，农村上涨

5.8 %。分类别看，食品上涨11.8 %，衣着上涨2.1 %，医疗保健和

个人用品上涨3.4 %，交通和通讯上涨0.5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

服务上涨0.4 %，居住上涨5.3%。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3 97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1 810元和6 977元，分别名义增长

14.1 %和17.9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为8.4 %和11.4 %。

       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2 049元，同比上升21.2 %。

       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比重达到51.27 %。

●   2.4消费品零售额

      2011年，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1 226亿元，同比增长

17.1 %，增速同比减缓1.3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6 %。

我国最近十一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参见表1。

      从城乡市场来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56 908亿元，同比增长

17.2 %，占零售总额的比重为86.58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4 318

亿元，同比增长16.7 %，占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3.42 %，显然，中国

乡村消费品零售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

      从分类消费看，餐饮消费20 543亿元，增长16.9 %,占零售总额的

比重为11.34 %，商品零售160 683亿元，同比增长17.2 %，占零售

总额的比重为88.66 %，其中家具增长32.8 %，汽车增长14.6 %，家

电音像器材增长21.6 %，比上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其中汽车回落

20.2个百分点。

       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增速一般为20 %~25 %，

高于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其中粮食、食品和服装、鞋帽、

针纺织品零售分别增长24.3 %和24.8 %，同比分别加快10.5个和6.0

个百分点。

3 2011年中国纺织业经济运行态势

     2011年，虽然面临多重复杂的因素影响，中国纺织工业全年生

产、出口及利润仍实现平稳增长，但增长速度呈逐月下滑态势，行业

运行压力加大，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困难。

      1-11月，全国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工业增加值总产值同比增长10.5 %

（全年8.3 %），纺织行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为5.7 %，产销率

97.7 %。纺织行业主营业务收入48 07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7.4 %，

利润总额2 466亿元，同比增长26.6 %，全行业亏损企业数同比增加

28.7 %，亏损企业亏损总额同比增加75.9 %。

      2011年全年，中国纺织品服装累计出口2 54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9.9 %，但后4个月呈连续下降态势。全年累计出口纺织品1 009亿美元，

同比增长22.3 %，出口服装1 532.2亿美元，同比增长18.3 %。

     1-11月，纺织企业500万元以上项目投资6 102亿元，同比增长

34.7%，新开工项目同比增长 1.78%，其中，棉纺投资1 503亿元，

增长36.8 %，化纤投资665亿元，增长45.8 %，服装投资1 852亿元，

增长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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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还行，感觉不好；内销还行，出口不好；大公司还行，

中小企业不好。”这是对中国纺织业2010年纠结之旅的形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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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36 420.6亿美元，同比增长22.5 %，

其中出口18 986亿美元，增长20.3 %，进口17 434.6亿美元，增长

24.9 %，进口增幅高出出口增幅4.6个百分点，贸易顺差1 551.4亿

美元，在2010年同比下降7.2 %的基础上继续同比下降11.8 %，当

年贸易顺差与外贸总值的比值为4.3 %，同比下降1.8个百分点。

      一般贸易强势回归，进出口19 245.9亿美元，增长29.2 %，占

同期进出口总额的52.8 %，同比上升了2.7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贸

5 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整体概况

6 中国纺织品服装国际贸易发展现状

      中国纺织品服装近年来的进出口金额统计见表2；对国际主要市场

美国、欧盟、日本、香港、东盟的进出口金额统计见表3~表７。根

据统计数据，可以描绘出纺织品和服装主要国际贸易较直观的趋势变

化，参见图1~图３。 中国纺织品服装六个主要省市的出口额趋势变化

可见图4，其中2011年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具体金额统计及所占全国比

重参见表8。

表2  近年来中国纺织品服装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年份

2002 617.7 205.8 411.9 143.6 130.3 13.4 5.915.7 22.2 12.7 3.8 3.6

2004 973.9 357.7 616.2 168.0 152.7 15.3 9.121.0 25.2 18.7 7.8 7.7

2006 1 470.9 522.5 948.3 180.5 163.5 17.0 5.525.1 18.8 28.9 5.6 5.6

2008 1 852.2 654.3 1 197.9 186.5 163.7 22.8 15.58.2 16.6 28.9 -0.5 -2.4

2010 2 065.3 770.5 1 294.8 203.2 178.1 25.2 36.423.6 28.4 20.9 20.4 18.5

2011 2 541.2 1 009.0 1 532.2 231.6 191.5 40.1 59.419.9 22.3 18.3 14.0 7.5

2001 532.8 167.4 365.4 137.2 124.6 12.6 6.62.3 4.3 1.4 -1.2 -1.9

2003 804.8 285.7 519.2 155.9 141.8 14.0 5.027.7 30.9 26.0 8.5 8.8

2005 1 175.4 439.7 735.7 171.0 154.9 16.1 5.120.7 22.9 19.4 1.8 1.4

2007 1 756.2 605.4 1 150.7 187.4 167.7 19.7 14.719.1 15.9 20.9 3.7 2.5

2009 1 713.9 642.8 1 070.5 169.2 150.8 18.4 -19.0-9.7 -8.0 -10.6 -9.2 -7.9

总计 总计服装 服装纺织品 纺织品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出口额 出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进口额 进口额

出口 进口

●   4.1 2011年中国纺织业运行特点
 

      生产保持了增长，但增速持续放缓。1~11月全国3.6万户规模以

上企业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7.5 %，但与一季度末相比，下

降4.1个百分点。运行质量稳步提升，行业总体实现盈利，但利润的

增幅回落较快，中小企业运营困难。

     价格提升支撑了出口增长，但数量增长接近于零。2011年，全国

纺织品服装出口2 541.2亿美元，同比增长19.9 %，但价格涨幅为

21.7 %，而数量增长却为-1.8 %，表明国际市场终端需求情况并不乐观。

     内需保持持续稳定增长，规模继续扩大，内销产值占销售产值的

比重达82.9 %，同比提高1.8个百分点，但销售额实际增速比上年同

期下降4.4个百分点，且呈前高后低态势。

      投资增速趋缓，新开工项目仅增1.8 %，市场信心及投资意愿下降。

●   4.2 2011年中国纺织业遇到的主要困难
 

      原料价格大幅波动，特别是棉花价格像“过山车”，现在又因信

心缺失而出现两三百万吨的滞库，影响上下游正常接单和市场信心。

     生产成本持续增长，纺织行业各项要素价格继续上涨，其中用工

成本最为突出，涨幅达15 % 以上，同时，银行加息、人民币升值等

因素叠加，使行业面临的成本上涨压力不断加大。

     企业融资难问题突出，货币供应量平稳回落，新增贷款有所减

少。12月末，全国广义货币（M2）85.2万亿元，增速同比回落6.1个

百分点，狭义货币（M1）29.0万亿元，增幅回落13.3个百分点，新

增贷款7.5万亿元，比上年少增3 901亿元。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不

断提高银行的准备金率对压制通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某种程度

上又使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愈发严重。

      国际市场竞争加剧，部分出口订单向周边低成本国家转移，比较

优势的变化或将使这种态势不可逆转。

易出口9 171.2亿美元，增长27.3 %，高出同期总体出口增幅7个

百分点，但一般贸易项下出现逆差903.5亿美元，扩大85.8 %，同

期，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13 052.1亿美元，同比增长12.7 %，其中

出口8 354.2亿美元，增长 12.9 %，加工贸易项下的顺差为3 656.3

亿美元，扩大13.4 %。

      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山东和福建进出口总值分别

为9 134.8、5 397.6、4 373.1、3 894.9、3 094.0、2 359.9和 1 

435.6亿美元，分别增长16.4 %、15.9 %、18.5 %、29.1 %、22.0 

%、24.8 %和32.0 %，上述7省市进出口总额合计占全国进出口总

值的 81.5 %。

      

      2011年，主要轻纺产品出口增速与2010年相比都呈下降态势，

其中，纺织品、服装、鞋类、箱包出口额分别为1 009亿美元、

1 532.2亿美元、417.2亿美元和239.4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2.3 %、

18.3 %、17.1 %和32.9 %，塑料制品、灯具、玩具、家具分别增长

25.8 %、25.1 %、7.3 和15.1 %，都呈大幅下降态势。

      2011年，中国与新兴市场双边贸易强劲增长，与东盟双边贸易

总额3 628.5亿美元，增长23.9 %，高出同期我国进出口总体增速

1.4个百分点，超过日本成为我国第三大贸易体，而对巴西、俄罗

斯和南非的进出口额则分别增长34.5 %、42.7 %和76.7 %, 同期，

中欧双边贸易总额5 672.1亿美元，增长18.3 %，但增幅同比下降 

13.5个百分点，且低于同期我国外贸总额增速4.2个百分点，中美双

边贸易总额4 466.5亿美元，增长15.9 %，但增幅同比下降13.3个百

分点，且低于同期我国进出口总体增速6.6个百分点，中日双边贸易

总额3 428.9亿美元，增长15.1 %，但增幅同比下降15.1个百分点，

且低于同期我国进出口总体增速7.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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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中国纺织品服装对欧盟进出口状况（亿美元）

年份

2002 64.2 18.0 46.2 25.0 5.5 16.4 13.9 35.30.74.819.723.7

2004 121.5 38.6 82.8 33.6 8.3 18.8 25.0 50.01.56.927.735.6

2006 222.5 63.2 166.3 22.6 11.6 17.0 17.9 13.42.29.419.221.9

2008 399.3 97.3 302.0 42.5 18.8 25.3 13.0 62.06.112.721.236.7

2010 458.1 109.3 348.8 22.8 21.3 30.4 27.4 36.17.513.826.223.6

2011 547.4 128.2 419.2 20.2 29.4 32.7 15.1 65.012.916.517.319.5

2001 51.9 14.9 37.0 3.6 4.7 28.5 25.4 580.64.14.83.9

2003 89.5 27.5 62.0 34.1 6.4 15.1 12.9 29.41.05.435.939.5

2005 182.5 53.0 135.6 63.8 9.9 18.9 15.9 32.92.08.037.250.3

2007 292.1 80.3 211.9 21.5 15.0 24.8 19.3 45.13.711.223.923.8

2009 370.8 86.7 284.1 -5.9 16.5 12.2 -13.8 -8.75.511.010.9-7.1

总计 总计服装 服装纺织品 纺织品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出口额 出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进口额 进口额

出口 进口

表3  近年来中国纺织品服装对美国进出口状况（亿美元）

年份

2002 70.7 17.3 53.4 19.4 20.0 0.09 7.02.015.4 42.2 8.6 2.1

2004 117.9 40.8 77.1 18.1 17.9 0.14 21.73.121.9 31.3 17.4 3.3

2006 217.8 70.0 161.3 25.7 27.4 0.15 -12.24.817.7 16.4 18.9 4.9

2008 269.1 83.4 185.8 14.9 13.2 0.33 67.46.61.0 6.6 -1.3 7.0

2010 335.9 103.8 252.1 39.3 39.3 0.29 38.76.727.9 31.7 26.4 7.0

2011 395.8 114.1 281.8 10.7 10.5 0.34 16.17.411.2 9.9 11.8 7.7

2001 61.3 12.1 49.2 15.9 17.0 0.08 -3.01.71.8 -1.3 2.5 1.8

2003 96.7 31.0 65.7 30.1 29.9 0.12 34.62.736.8 45.6 23.0 2.8

2005 185.0 60.1 135.7 20.4 20.3 0.17 21.13.857.0 47.4 76.0 3.9

2007 266.3 78.3 188.1 22.6 22.2 0.20 35.95.914.4 11.9 15.5 6.1

2009 278.4 78.9 199.5 -25.4 -24.8 0.21 -37.45.03.4 -5.4 7.4 5.2

总计 总计服装 服装纺织品 纺织品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出口额 出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进口额 进口额

出口 进口



表5  近年来中国纺织品服装对日本进出口状况（亿美元）

年份

2002 131.2 111.6 -10.6-6.4 2.525.6-6.828.0-5.719.6 3.4-4.4

2004 171.5 140.5 -12.814.7 1.933.212.835.112.531.0 13.512.7

2006 188.7 157.3 -12.1-1.3 1.431.6-1.833.07.437.9 10.07.9

2008 220.2 176.9 4.23.8 1.332.93.834.27.243.3 12.88.2

2010 232.5 184.5 10.812.6 1.331.812.533.15.848.0 3.55.3

2011 281.4 220.4 13.912.9 1.535.912.937.419.461.0 27.121.0

2001 137.2 118.3 -12.5-4.0 2.727.2-4.830.03.018.9 5.43.3

2003 152.2 124.9 -12.013.1 2.228.910.931.111.927.3 15.416.0

2005 174.9 146.5 -15.6-3.5 1.632.0-4.133.64.334.5 11.22.0

2007 203.4 165.1 -9.00.04 1.331.7-0.433.04.738.4 1.24.0

2009 220.8 174.5 -8.9-13.9 1.228.313.729.5-1.446.4 7.10.3

总计 总计服装 服装纺织品 纺织品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出口额 出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进口额 进口额

出口 进口

表6  近年来中国纺织品服装对香港进出口状况（亿美元）

年份

128.8 0.56.84.213.42.920.121.570.718.558.120.62002

173.8 4.26.9-3.412.9-0.919.814.997.310.676.512.92004

179.3 -3.56.6-0.0111.7-1.218.333.290.411.189.521.32006

160.7 -28.04.6-14.39.7-19.314.3-17.276.8-6.384.0-11.82008

149.9 -6.01.6-8.36.7-7.88.30.270.714.279.37.12010

154.6 -5.31.6-25.25.0-21.26.53.473.12.981.63.12011

106.7 8.16.7-3.812.8-0.0219.5-11.858.20.248.6-6.72001

153.9 -1.76.6-0.213.4-0.720.019.884.718.169.219.52003

147.8 -1.06.9-9.211.7-6.418.6-30.267.85.380.6-15.02005

182.3 -3.76.4-3.611.3-3.717.72.0292.80.089.51.022007

140.0 -61.91.8-25.07.3-36.99.0-8.170.6-17.369.4-12.92009

总计 总计服装 服装纺织品 纺织品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出口额 出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进口额 进口额

出口 进口

表7  近年来中国纺织品服装对东盟进出口状况（亿美元）

年份

25.9 21.50.2410.74.611.24.853.89.928.716.037.22002

45.8 19.60.4219.36.119.46.513.617.233.128.625.02004

71.2 26.80.753.76.55.77.329.525.524.645.826.32006

112.5 61.51.6912.08.018.49.7-21.139.723.672.63.02008

149.5 54.52.6547.113.248.315.920.942.642.9107.035.92010

200.3 93.95.118.415.631.120.833.456.834.1143.533.92011

18.8 20.40.19-6.84.1-5.94.35.76.51.512.42.92001

36.6 50.10.3511.05.112.95.452.615.433.521.540.82003

56.4 40.10.593.26.35.66.914.319.728.736.723.32005

109.2 38.91.059.47.112.58.297.650.428.658.953.22007

110.1 1.61.7212.49.010.610.7-11.135.22.974.9-2.22009

总计 总计服装 服装纺织品 纺织品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 增长 / ％出口额 出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进口额 进口额

出口 进口

05     Intertek Intertek     06

图 4  中国纺织品服装主要省市出口金额趋势变化图 3  中国服装对美、欧、日、港、东盟出口金额趋势变化

  

图1  中国纺织品服装对美、欧、日、港、东盟出口金额趋势变化

 

图2  中国纺织品对美、欧、日、港、东盟出口金额趋势变化

表8 2011年中国纺织品服装主要省市出口金额趋势变化

浙江

江苏

福建

六省市合计

六省市比重

广东

上海

山东

全国

同比 / ％ 同比 / ％ 同比 / ％金额/亿美元 金额/亿美元 金额/亿美元

纺织品
主要省市

小计服装

329.88                      24.17                     291.39                      17.04                     621.27                      20.72

118.20                  12.40                      314.34                      13.59                      432.54                      13.36

194.93                       23.42                     230.95                      19.89                      425.88                      21.48

 70.58                  23.65                     145.80                       13.90                      216.38                      16.90

 46.02                  57.16                     123.23                       41.42                     169.25                      45.38

102.24                  12.57                     107.28                       22.75                     209.52                      17.56

861.85                      /                         1 212.99                     /                          2 074.84                    20.19

1 009.03                     22.27                     1 532.20                    18.34                     2 541.23                    19.87

85.41                    /                           79.17                    /                           81.65                           /



7 国际权威机构对2012年全球经济形势的预测

表9  世界相关权威机构对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形势的预测
      （增长率%）

     针对2012年和2013年的经济形势，国际上相关权威机构作出了

增长率预测分析（参见表9）。

●   7.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2年1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世界经济展

望》更新报告，大幅下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并警告说持

续发酵的欧债危机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严峻的挑战。

     IMF指出：欧元区今年将陷入轻度衰退，国债收益率上升、银行

去杠杆化和财政整顿进程都会受到冲击。IMF还指出：发展中经济体

短期政策举措应主要应对内部经济增速下滑和发达经济体需求减少

带来的挑战，如增加信贷和减税。

●   7.2 联合国

      1月17日，联合国发布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

显示，发达经济体深陷债务泥沼，新兴经济体也无法独善其身。报

告认为，短期来看，发达经济体面临四大风险：债务危机深重、金

融系统脆弱、高失业率和紧缩政策导致需求疲弱、政治僵局造成决

策机制瘫痪。这四大顽疾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引发严重金融风暴。

      报告警告说，世界经济处于另一次大衰退的边缘，风险之一在于

中国经济放缓是否比预期更厉害。参与撰写报告的联合国全球经济

监测中心主任洪平凡表示，尽管欧美经济放缓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

响将更为明显，但由于中国经济的多元化，政策空间还比较充裕，

可以通过政策刺激内需，抵消外部需求不足。

●   7.3 世界银行

      1月17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

2012年，全球贸易额将仅增长4.7 %，远低于2011年的6.6 %，也

低于1991年至2011年以来5.5 %的平均增幅。

      世行指出：欧债危机升级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一旦危机加剧，

全球经济或将陷入比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程度更深、持续

时间更长的衰退。然而，与那时相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对

危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将受限，难以再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出台

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也难以给予金融机构数目庞大的资金支持。

      报告强调，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发展中国家要评估

自身的弱点，并准备应急方案以应对短期和长期的挑战。世行认

为，如果形势恶化，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比金融危机时更为不利的情

况。世行建议，发展中国家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力，并化危机

为解决长期政策挑战的契机。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1月15日在北京预测，未来20年，

中国都可以实现GDP平均每年8 %的增长。国际经济环境有可能陷

入低迷20年，任何解决危机的方案都是买时间，但由于中国依然处

于发展中阶段，未来10年至20年，“风景这边独好”。

●   7.4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中国商务部前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认

为：2012年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不确定，也最难预测的一年。

      欧美能否挺过主权债务危机，今年3月是个坎。希腊若不能获得

亟需的欧盟和IMF的第二轮总额1 300亿欧元的贷款，则可能在3月

20日遭遇国家破产，而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三大主权

债务市场的意大利，必须在今年3月获得2 750亿欧元的债务重组，

但到目前为止，意大利非但融资无望，投资者还在纷纷撤离。如果今

年欧洲挺不过去，世界经济将倒退到二战以后那种全面大萧条的困境。

●   7.5 欧盟

      2012年1月31日，除英国和捷克以外的欧盟25国通过了旨在加

强财政纪律的“财政契约”草案，同时，欧盟还同意设立一个新的

永久性救助基金即欧洲稳定机制（ESM），并同意采取严格的支出

限制来避免将来再次发生债务危机。

      据悉，这个草案将在3月的春季峰会上正式签署，随后启动批准

程序，一旦得到17个欧元区成员国中的12国批准便可付诸实施，这

意味着所有成员国将遵守更严格的财政纪律。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

佐表示，“财政契约”草案的通过“令人印象深刻”，但欧洲经济

复苏与信心恢复不仅需要“纪律”，也需要“增长”。

●   8.1国际经济及主要市场环境

      据预测，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约在3%左右，而世界发达

经济体的经济平均增速将在1.5 %以下，高赤字、高失业率、私人

消费和投资未有明显改善等问题将继续抑制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的

恢复，对以消费品为主的进口需求将进一步萎缩，中国纺织业面临

国际市场需求持续委靡的严峻局面，其中欧美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改

变影响深远。

      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不仅拖累了欧洲的经济复苏步伐，而且还

在持续发酵。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持续多年的高福利以及多项经

济刺激计划所累积起来的巨额债务，使得欧洲债务危机在2011年愈

演愈烈，而2012年，这一危机将在近期因诸多债务还款集中到期而

被推向新的高潮，结果很难预料，市场的不确定性急剧上升。

8 2012年中国纺织业发展态势和环境分析

发展中
经济体

全球

美国

欧盟

中国

发达
经济体

区域 IMF年份 世界银行 美联储联合国

2012            2.5            3.3             2.6               /

2013            3.1             3.9               /                 /

2012     2.2     1.8         /     2.2~2.7

2013     2.4      2.2         /     2.8~3.2

2012            0.1                              0.7               /

2013              /                                  /                 /

-0.5
（欧元区）

 0.8
（欧元区）

2012            8.4            8.2             8.7                /

2013            8.3            8.8             8.5               /

2012    1.4            1.2               /                  /

2013    2.0            1.9               /                  /

2012            5.4            5.4             5.6               /

2013            6.0            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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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权威分析，2012年欧盟的经济增幅将低于1 %，而欧元区的

增幅将是负数，甚至面临解体的危险。2011年，中国对欧盟纺织品

服装出口增幅略低于出口总额增幅的平均值，2012年可能进一步下

滑。据法国《论坛报》报道，2011年，法国服装市场销售额下降

6.7 %，其中高档品牌服装下降8.5 %。

     2011年，中国对美纺织品服装出口增幅仅为11.2 %，大大低于

2010年的27.9 %的增幅，也低于2011年的整体水平。据美国棉花

公司统计，美国消费者自2008年以来，平均每月用于服装的花费

持续下降，已从77美元降至54美元，降幅达30 %，有计划性购物

的消费者比重已从65 %上升至71 %，而且更多地关注质量而非价

格。这其中，持续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是造成消费意愿下降的主要原

因。据分析，美国经济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缓和迹象，政府的救

市资金逐渐回笼，今年1月失业率已降至8.3 %，2012年经济有逐渐

向好的预期，但中国的纺织品服装在美国市场是否能继续保持最大

进口份额难以预期。

      2011年，日本对经济实现正增长的预期未能实现，为-0.9 %，若

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为-2.8 %，但中国对日的纺织品服装

出口却一反前些年的颓势（连续6年个位数增长），出现21.0 %的

大幅度增长，预计2012年这种态势会有所回落。

  

      东盟已经超过香港成为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第四大目的地，但其

中的73 %是以面料为主的纺织品，东盟是中国纺织品出口的最大市场。

●   8.2 人民币被动升值

     经过短暂的轻微贬值之后，人民币又重新进入升值通道。2012年，

作为无奈之举，欧美很有可能为了应对危机，再次实行量化宽松的

货币政策，这将使人民币继续被动升值，出口企业的压力进一步加

大。不过，由于人民币继续升值的空间已日渐狭小，以及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确定的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均衡水平上的稳定的方针，

2012年大幅升值的几率较低。

●   8.3 贸易保护壁垒

     2011年，世界各国政策性贸易保护壁垒高筑。中国作为全球最

大的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大国，各国、各地区对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

的贸易保护主义已日趋常态化，总体形势趋缓。2011年，美国CPSC

对中国产品召回次数同比下降13.5 %，欧盟对中国产品风险通报下

降30.8 %。但随着欧美经济危机的持续，贸易壁垒也将继续成为

2012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其中，技术性

贸易壁垒仍将是各种贸易壁垒的主导。此外，2012年还是世界多个

重要国家和地区的“选举年”，不能排斥一些政治人物为了选战而

拿中国说事，特别是针对中国的国际贸易和政策出台一些措施和做

出一些非理性的动作。



●   8.4 国际贸易主要供应国

     越南、孟加拉、印度、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国正在迅速成为国

际纺织品服装贸易中的主要供应国，以越南为例：2011年，越南纺

织品出口156亿美元，同比增长38 %，这其中，纺织品出口价格同

比上升12 %是一个因素，但对传统出口市场的大幅上升主要因素，

如：对美出口同比增长14 %，对澳洲出口同比增长41 %，对日出

口同比增长52 %。事实上，对中国纺织业而言，订单流失已经开

始，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项成本的

持续上升，将成为一个必然趋势，如果没有产业升级和产品升级，

将不会有一个新的轮回。

●   8.5 国家政策及市场转型

      对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温家宝总理表示，

2012年将继续保持出口退税等出口政策基本稳定。但要把扩大内需

与稳定外需结合起来。对此，政府的方针是三句话：稳增长、调结

构、促平衡。

     2012年，由于惯性和欧美市场的萎缩，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将

呈现前低后高的态势，2012年1月份，全国纺织品出口同比下降6.8 %，

服装出口同比增长3.5 %，全年出口增幅同比预计将趋缓。

      外部市场的萎缩，部分出口竞争优势的逐渐丧失，促使中国纺

织业加快了转型的步伐，内需对中国纺织业持续稳定发展的贡献正

在继续扩大（2011年已达83 %）。

●   8.6 国内市场成长空间及问题

     基于以下几个因素，2012年，中国纺织业在内需市场方面仍会

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1）2011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5 500美元，城乡居民可支

配收入稳步提高，消费需求仍很旺盛。

      

      （2）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名义增长17.1 %，而

服装鞋帽和针棉织品的增幅达24.8 %。随着通涨压力得到逐步缓

解，国内的纺织品服装需求仍有条件稳步扩大。

     

      （3）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比重已达51.29 %，刚性需求

将稳定增长。

    

     （4）扩大内需和鼓励消费已经成为政府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主

要措施之一，相关政策的出台是可预期的，政策对市场的干预有可

能对促进内需市场的发展带来正面效果。

     

      （5）作为一种新型商业业态，电子商务正在给传统市场注入新

的活力。

     目前的问题在于，可预期的国内市场实际上并不给力，不仅对

能否有效吸纳因外需不足而释放的剩余产能缺乏足够的信心，而且

对某些不利于扩大内需的因素能否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改变尚有以下

诸多疑虑。

    

     （1）社会保障体制和机制的不到位，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国人重

储蓄、轻消费的习惯，不是不愿消费，而是不敢消费。同时，通涨

压力和预期，也制约了人们的消费意愿。

     

     （2）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GDP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

长速度，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失衡，难以培育出稳定的消费群体。

    

      （3）过度依赖和迷信投资，部分造成同业无序竞争，产能过剩。

     

       （4）诚信缺失、“质量门”事件频发，严重损害消费者信心。

    

     （5）通过多种措施措施，扩大中高端品牌产品的进口，将为扩

大内需提供积极的动力，在满足消费者意愿的同时促进贸易平衡、

扩大服务贸易和增加税收，改变有钱去国外消费的怪象，但目前进

展迟缓。

●   8.7 中国纺织业转型期形势

     面对外需萎缩、内需不足的局面，中国纺织业在2012年仍将面

临以下诸多转型期的困难，特别是在上半年，形势会比较严峻。 

    

     （1）国际市场需求增长疲软，出口企业面临需求不足，国际国

内同业竞争压力和贸易摩擦将更为突出。

    

     （2）原料价格波动及不确定性将继续困扰企业的经营。2011年

棉花价格的大起大落，造成整个产业链的信心缺失和混乱，不仅使

2011年棉制品（包括服装）的产量和出口比重均大幅下降，而且形

成国内棉花库存上升、价格暴跌但棉制品价格居高不下的怪象（潜

亏严重）。至2011年底，国储棉库存已达238万吨，从历史的棉花

消耗量和生产量看，国内棉花的供需基本是平衡的，现在的局面应

该是暂时的。据预测，2012年棉价大起大落的可能性比较小，适时

启动购入，可以规避进入下一个行情可能带来的棉价上升的风险。

    

     （3）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拓宽中小型企业融资渠道的政策措

施，但落实效果在纺织行业未有显著提升，可预期的东西并不多。

    

     （4）出口不畅、内需不给力，将使前些年大规模扩张所形成的

多余产能面临巨大压力，新一轮的行业洗牌将不可避免。从正面

看，这将有利于纺织行业加快调整升级的步伐，但不可避免地会使

一部分企业面临被淘汰的命运，衍生出的负面效应不可忽视，加强

行业自律、规范市场和贸易行为、防止过度竞争、扩大就业渠道非

常重要。

    

    （5）原料、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持续上涨，将继续

蚕食大部分纺织企业已经捉襟见肘的利润空间，特别是劳动力成本

的大幅攀升，在国家财政收入大幅上升的情况下，仍希望通过企业

挖潜来实现“保增长、保民生”的目标，将难以为继。事实上，所

谓“用工慌”只是一个表象，企业难以消化持续增长的劳动力成本

才是关键。

   

     （6）产业转移的速度正在加快，但产业配套并非可以一蹴而就

的，目前中国纺织业的产业布局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的改变。事实

上，由于地理、环境、基础设施、原材料和人力资源等诸方面的自

然因素的限制，纺织业大规模向中西部转移并不可行，随着中国经

济的整体发展，主要为保持低成本竞争优势而进行的产业转移并无

后劲。

     

     （7）中东局势走向不明，国际原油供应面临巨大风险，作为对

进口石油依存度高达60%的国家，中国不仅面临能源供应的巨大风

险，对以石油为基础原料的全球最大的化学纤维生产和使用国－中

国的化纤业和纺织业来说，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8）在“十一五”期间已经取得显著进展的前提下，中国纺织

业将面临新一轮的节能减排压力，相当一部分高污染、高能耗、低

效率、低水平的产能面临淘汰。

     

     （9）随着鼓励和扩大进口策略的逐步实施，数量正在迅速增加

的进口中高端纺织产品将会对国内现有的部分产能和市场产生挤

压，部分主流消费群体对时尚、品牌和质量的追求将对国内市场产

生引领和推动作用，对国内品牌带来一定的压力。

     

     （10）信心缺失是目前中国纺织业普遍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我

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纺织服装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国

内外市场需求并不会出现大幅度萎缩，困难是暂时的，转型升级是

唯一出路。

9 中国纺织业“十二五”规划概况

     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 %，到“十二五”期

末，出口总额达到3 000亿美元，年均增长7.5 %，全行业纤维加工

总量为5 150万吨，年均增长4.5 %，其中化纤的比重将达到76 %。

     在产业结构方面，服装、家纺、产业用三大类终端产品纤维

消耗量比例达到48:27:25，年产值超100亿元的企业（集团）超过

20家。

      在品牌建设方面，到“十二五”末，形成5~10个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品牌，100个国内市场认知度较高的知名品牌，50家年销售

收入超100亿元的品牌企业，自主品牌产品出口比重达到25 %。

      在节能减排方面，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用水量、工业二氧化

碳排放强度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分别比2010年降低20 %、30 %、

20 %和10 %。

      完成九大任务：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技术升级步伐、加强

质量管理和品牌建设、加强节能减排和资源循环利用、发展现代产

业集群、优化产业区域布局（中西部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比重

从2010年的17 %增加到28 %）、提高国际化水平、加强人力资源

建设、优化组织结构及提高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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