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国际：行业需求预计稳增

长 纺织服装行业 2022 年信用

风险总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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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以来，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已从疫情影响中恢复，但增速有所放

缓，防疫物资需求明显下降，终端服装产品内需及出口需求仍可能受疫情

反复影响，综合考虑，预计 2022年纺织服装行业将呈现稳增长态势；2022

年，纺织服装行业存在集中兑付压力，但集中兑付主要集中于高评级主体，

大公国际预计 2022 年纺织服装行业信用风险总体可控，考虑行业发债主

体集中在 AA及以下级别，需关注弱资质主体信用水平变化。 

行业政策：“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对内要提升品牌认可度，扩大内

需，对外要以 RCEP 为契机加强区域产业合作；行业环保政策趋严，绿色

可持续发展将助力行业技术升级，实现纺织服装行业转型。 

供需格局：2021年以来，国内纺织品类零售额增速逐季放缓，出口结

构来看，服装出口额保持较高增速，防疫类产品需求逐步进入常态化增长

阶段；预计 2022 年纺织服装业可能受益于线上消费市场扩张，总体将保

持稳增长趋势。 

盈利能力：受到 2020 年行业数据前低后高基数影响，纺织服装行业

2021年增速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纺织业企业已恢复疫情前盈利水平，服

装、服饰业企业盈利能力仍落后于疫情前；国内外对防疫物资的需求回落，

下游终端消费对服装需求增加，预计 2022 年纺织服装企业将保持稳中有

升的经营态势。 

债务压力：2021年 1~11月，纺织服装行业企业新发债券规模同比大

幅下降，存续债券期限结构较为集中，2022年，行业存在一定集中兑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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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集中兑付主要存在于高评级主体，大公国际预计 2022 年纺织服装

行业信用风险总体可控；考虑新发债券规模大幅下降，债务滚动可能性较

小，大公国际认为需关注发债主体偿债能力变化。 

信用质量：2021 年，纺织服装行业仅 1 个主体信用级别被下调，无

新增违约主体；纺织服装行业存续债主体集中在 AA 及以下级别，受宏观

环境影响较为显著，若疫情反复，仍将对行业运行产生重大影响，2022年，

需关注弱资质主体信用水平变化。 

行业政策 

“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对内要提升品牌认可度，扩大内需，对外要

以 RCEP 为契机加强区域产业合作；纺织服装业环保政策趋严，绿色可持

续发展将助力行业技术升级，实现纺织服装行业转型。 

2021 年以来，纺织服装行业主要政策如表 1 所示。总体来看，“双

循环”发展格局下，对内要继续推进消费品牌、制造品牌和区域品牌建设，

提升内循环竞争力；对外要加强区域产业合作，巩固全球纺织产业链核心

地位，实现纺织品服装出口占全球份额保持基本稳定的“十四五”目标。

随着纺织服装业环保政策趋严，各类绿色产业发展政策持续出台，将助力

打通纺织服装行业可持续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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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格局 

2021年以来，国内纺织品类零售额增速逐季放缓，出口结构来看，服

装出口额保持较高增速，防疫类产品需求逐步进入常态化增长阶段；大公

国际预计 2022 年纺织服装业可能受益于线上消费市场扩张，总体将保持

稳增长趋势。 

2021年以来，我国纺织服装行业景气度在二季度达到峰值后，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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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回落。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数据，2021年二季度，我国纺织行业

景气指数为 65.4，连续 5 个季度位于 50 荣枯线以上，较 2021 年一季度

提升 8.3个百分点，为 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三季度，纺织行业景气度

为 58.7，较二季度下滑 6.7个点，主要是受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国内疫情

汛情冲击，以及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能源动力紧张等因素影响。 

需求端，我国限额以上服装鞋帽针纺织品零售额自 2016 年以来总体

呈下降趋势，行业整体消费偏弱。2021年一季度，我国服装鞋帽、针、纺

织品类商品零售额为 3，401.30 亿元，同比增长 51.04%，自 2014 以来

限额以上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增速首次超过社会销售品零售总

额增速。2021年前三季度，我国限额以上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商品零

售额为 9，641.40 亿元，同比增长 19.84%，网络穿着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15.6%，增速均较上半年有所下降，主要是国内疫情多源多点发生，居民

出行和消费受到一定影响。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纺织服装出口国，出口结构以服装为主。据中国海

关数据，2021年 1~9月，我国纺织品及服装出口 2，275.9亿美元，同比

增长 5.6%；出口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1，051.79亿美元，同比下降 10.83%；

出口服装及衣着附件 1，224.15亿美元，同比增长 25.13%。2021年以来，

随着全球疫情趋于稳定，我国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出口持续回落，但

除防疫物资外的主要纺织产品出口均呈现较快的增长势头。 

2021年前三季度，我国纺织服装行业整体保持较为稳定的投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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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 年 1~9 月，我国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及化

学纤维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同比增长 13.5%、3.1%及 29.5%。 

2021年前三季度，我国纺织行业原材料价格维持高位运行，纺织企业

经营压力较大。从主要原材料棉花价格来看，2020年二季度以来，大量外

单回流带动国内棉花价格上涨，棉花价格快速上涨至疫情前水平。受棉花

种植面积下降和天气因素的影响，棉花产量再度小幅下降，强化棉花价格

上涨。2021年，我国主要棉花产区北疆不利天气频发，预计短期内棉花价

格仍将维持高位。 

随着疫情趋于稳定，防疫物资需求从高位下滑，纺织服装行业消费需

求回归常态，2021年以来，国内疫情多源多点发生，致使纺织服装行业消

费增速逐步放缓。考虑 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正，预计 2022年纺织

服装行业将继续扩张生产，但原材料价格可能继续维持高位，限电政策制

约产能，行业内企业盈利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大公国际认为，2022年，行

业发展仍可能受益于不断转入线上市场的消费需求，纺织服装行业预计保

持稳增长状态。 

盈利能力 

受到 2020 年行业数据前低后高基数影响，纺织服装行业 2021 年增

速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纺织业企业已恢复疫情前盈利水平，服装、服饰

业企业盈利能力仍落后于疫情前；国内外对防疫物资的需求回落，下游终

端消费对服装需求增加，大公国际预计 2022 年纺织服装企业将保持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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