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福建省纺织行业经济运行简况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党中央、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福建纺织行业广大员工与全国人民一样，努力拼搏、务实创新，

战胜了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衰退、纺织服装市场波动等带来的严

重困难，取得纺织行业经济平稳发展和新上台阶的优良成果，为抗疫

情、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全省纺织工业规模以上企业 1-12 月累计工业销售产值与去年基

本持平，同比下降 0.10%，其中纺织业同比下降 3.00%；服装业同比

下降 0.2%；化纤业同比增长 7.20%；纺织机械同比增长 2.40%。1-12

月累计工业增加值（估计）累计可比增长 6.7%。9月后，化纤、服装、

染整等行业市场有所回暖，尤其是化纤企业的经营状况有较大改

善,12 月当月化纤销售同比增长 23.30%，服装销售同比增长 5.90%，

纺织销售同比增长 3.50%。

1-12 月全省纺织工业出口交货值累计同比下降 4.00%,下降幅度

比上月累计收窄 1.20 个百分点，其中，12月当月同比增长 3.40%；

1-12 产销率累计 95.87%，保持小幅波动状态。

主要产品产量与去年同比，锦纶、涤纶、丙纶、化纤纱、长丝机

织物，以及抗疫情物资的非织造布、口罩等由不同程度增长，其余的

纱线、布、印染布等不同程度下降,下降幅度逐月收窄，11月后服装

行业扭转下跌态势，12 月当月同比增长 11.6%。1-12 累计月实际产

量：化纤 870.80 万吨，同比增长 4.00%，其中粘胶短纤 30.57 万吨，

同比增长 1.20%；合成纤维 839.22 万吨，同比增长 4.00%，其中锦纶



210.93 万吨，同比增长 4.00%，涤纶 603.06 万吨，同比增长 4.50%，

维纶 3.81 万吨，同比增长 8.80%，丙纶 7.79 万吨，同比持平，氨纶

5.32 万吨，同比增长 0.50%；纱 548.47 万吨，同比下降 6.00%，其

中，棉纱 97.04 万吨，同比下降 6.00%，棉混纺纱 158.74 万吨，同

比下降 30.80%，化纤纱 292.69，同比增长,7.50%；布 77.84 亿米，

同比下降 24.60%；印染布 59.17 亿米，同比下降 1.40%；化纤长丝机

织物 13.59 亿米，同比增长 18.40%；非织造布 62.79 万吨，同比增

长 5.60%；口罩 66.17 亿只，同比增长 565.20%；服装 55.11 亿件，

同比增长 1.30%，其中针织服装 40.48 亿件，同比增长 1.80%。

国外疫情持续蔓成常态化，对我省纺织织造、服装后加工行业市

场造成较大冲击，整体表现订单不足，出口呈波动下滑态势未根本转

变。近期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波动加大，纺织品出口面料效益大幅减少

风险，企业产能利用率普遍不足，库存与资金压力大，行业经济效益

减少，三季度后纺织、服装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加剧下行。1-12 月全

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利润总额 389.61 亿元，同比下降 7.8%，其中

纺织业 153.21 亿元，同比下降 15.7%；服装业 169.84 亿元，同比下

降 7.60%；化纤业 62.15 亿元，同比增长 16.80%；纺织机械 3.99 亿

元，同比增长 15.30%。

由于市场环境影响，行情持续性不强，10 月以后，市场行情刚

开始走暖，基本以秋冬面料为主，带动了织造厂家一波走货，但这波

行情持续不到一个月，市场又已进入了淡季，接单难，坯布库存居高

不下。服装市场需求较疫情初期已有明显好转，但服装行业生产经济



指标仍较大降幅，特别经济效益呈现继续下滑。今年纺织市场两级分

化现象明显，但大部分企业都遇到了订单缩减、利润下滑。困难企业

工人工资支出，库存高企、货款账期变长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大部分

企业经营者表示今年是最困难的一年。

今年在疫情、市场等多变因素下，行业仍保持经济健康运行。

全省纺织集群地区的长乐、晋江、石狮、尤溪、永安、莆田、长

汀等产业保持发展势头，在克服疫情对国外市场所带来的不利影

响，积极挖掘疫情后的行业机遇，创新调整销售模式，优化客户

结构，实施精细化管理，在困境中探索出生存机会。如，长乐新

华源等企业逆势增长，一、二季度整体市场不景气，由于疫情控

制得好，出台一系列抗击疫情、复工复产措施，第三季度生产趋

于稳步向好，因印度等东南亚疫情加剧，国外订单回流，又逢双

十一、双十二电商节等利好消息，带动棉花、粘胶、涤纶化纤等

原料价格高速上涨，第四季度市场订单一路向好，2020 年实现销

售额同比较大。又如，12 月份莆田市国家级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

群的永荣新材料 200 万吨丙烷制丙烯、永荣科技有限公司己内酰

胺二期等 4 项重大项目签约。又如，尤溪县纺织行业 2020 年在市

场逆势中求发展，在化纤后加工、棉纺和针织优质产能、革基布

等产业用纺织品、印染工业园规划等取得较大进展。又如，龙岩

地区的新兴新纺织科技项目于 2020 年 4 月开工建设，项目主体建

设现代印染产业，项目总投资约 30 亿元，一期项目预计于 2021

年 6 月建成投产，二期项目预计于 2023 年 10 月建成投产。



近期纺织产业链都陆陆续续进入了春节前补库、备货阶段，

贸易商、纺织厂抓紧采购原料，织布厂和各轻纺城中间商则抓紧

采购棉纱、坯布。多数织造工厂原料备货库存增多。临近春节，

织机开机负荷逐步下滑、坯布库存再度呈现累库趋势，50%以上下

游工厂坯布库存天数增加，下游购买力依旧强势。从纱线市场来

看，目前大中型纺纱厂开机率比较高，长乐等地区企业超过 90%，

1 月下旬前排单较满，产销基本持平，效益微利，尽管目前价格已

有所上扬，但是整体依旧处于相对低位。

如何缓解资金压力，一是去库存，通过降开工、低价抛货等

方式，二是及时收回货款，三是强化自身免疫，对内保持产品质

量，对外保持市场沟通。近日，气温骤降以电取暖，电网一下供不

上，全国多地加工厂电力吃紧，湖南、浙江和江西的多个地区都出现

限制用电情况。我省情况还好，未出现“减排限电”。由于今年情况

特殊，极其寒冷的天气，加之疫情的影响，到时企业的产品、物资发

货压力会更大，要想及时拿到货也需要等更长的时间，因此年底需要

发货的要趁早安排。同时，风险事件值得关注，2021 年一季度欧美

疫情继续失控，据反映，近日受欧州部分国家及日本等“封国”

的影响，部分在 10、11 月份签订的纺服订单遇到执行难题，并且

随着英国、南非等国家新冠病毒出现变异及疫苗产能不足等影响，

市场担情情绪不断升温；考虑到 2021 年美联储“无限量”宽松，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大，纺服企业担心接长单和大单有限的利润



再次被汇率大幅波动吞噬；由于市场因素，纺织纤维原料、印染染

料、助剂等价格波动加剧，给下游企业增加成本负担和经营困难。

当前聚酯、聚酰胺等价格处于稳步回升的状态，PTA、乙二醇、

CPL 等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半个月时间里，涤纶长丝上涨了近 600

元/吨，同时织造坯布、面料价格及染费也有一定程度上涨。棉花

原料在站稳 15000 元/吨后，预计短期内棉花震荡偏强，区间

15000-15500 元/吨；同时，短纤现货价格已突破 6000 元/吨关口，

显示了纺织市场看涨的心态。相比棉花，涤短、粘胶短纤等棉纺原料

的持续上涨，纯涤纱市场较为坚挺。棉花向 16000 元攀升，导致客户

都望而却步不敢下单，多数下游纺织企业都在以完成前期订单交货为

主。部分纺企已开启节前备货，在原料大涨的情况下，下游接受程度

受到影响。后续行情如何尚需关注，企业密切关注棉花、短纤市场变

化，做好企业原料库存管理和交货工作。

展望后市，基于全球经济缓慢复苏，随着大规模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经济恢复性增长基础将进一步巩固，纺织品服装需求存在逐步向

好预期。另外，当前棉纱库存处于低位，加之节前下游企业和贸易企

业积极备货，预计春节前棉纱市场将偏强运行，春节后棉纱市场将迎

来“金三银四”传统旺季。纺织行业期待的市场有所恢复，市场主体

活力正加速释放。同时，企业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创新能力、应变能

力也得以进一步提升，为行业经济运行和产业发展打下基础。中央提

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纺织行业将迎来了以国内需求为导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的转型发展新机遇，行业需积极探索以增强满足内需能力为

主线，同时提升国际大循环地位的转型升级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