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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产业需加大创新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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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服装产业整体

运行较为平稳，增速处于

合理区间，产业结构调整

逐步推进。在政策引导和

市场倒逼机制作用下，相

当多的企业加快了转型升

级步伐，努力实现质量效

益型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对经济发展的评
判，往往就是看“增长率”，如果还
是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二季度中经服装
产业景气指数，可能会继续得出“悲
观”的结论。然而，换个视角来
看，就能看到行业发展的很多亮点。

通过对二季度服装产业主要指
标表现及走势的综合分析，我们可
以得出这样三个结论：

首先，产业整体发展“冷中见
稳”。二季度服装产业整体的增长速度
在放缓，有“冷”的感觉，但预警灯
号图显示，10个指标的灯号有4个处
于浅蓝灯区、4个处于绿灯区，说明
服装产业整体还是稳定发展，服装产
业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经济增速一样处
于“合理区间”。同时需要指出的是，
一季度服装产业上升属于“潜在增速
下降中的短期回升”。

其次，产业要素关系“趋于协
调”，即产业发展在于“合理区间”、
要素数据趋于“合理结构”。

再次，产业结构调整“开始启
动”。从二季度数据的变化，不仅要
看到产业受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影
响，更要看到的，新一届政府加大

改革力度、推进结构调整的措施对
服装产业的积极影响，而市场倒逼
机制也日益发挥作用。我国服装产
业是市场化程度很高的产业，相当
多数量的企业已经自觉加快调整、
升级的步伐。

景气指数报告通过模型测算的
2013年三、四季度的服装产业景气
指数分别为97.7点和97.5点，与二
季度基本一致，景气度短期内将保持
稳定；预警指数分别为 86.7 点和
83.3点，位于正常的“绿灯区”，较
二季度有明显回升。预计服装产业增
长的速度还会放缓，但是总体运行较
为稳定。

从企业层面收集的信息看，服
装企业家注重效益增长，一些企业
的并购，也不再为了规模的扩大，
更多是谋求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
当前，服装产业投资的增长率的确
有所放缓，但为了保持持续健康发
展，企业更加注重加大技术的投
入、创新的投入。

当前，服装产业加快转型升
级，就要在过去几年注重产品、渠
道、品牌和产业政策的基础上，进

一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
首先是新科技的应用，服装产

业正从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
新循环等方面加大突破和应用。其
次是产业商业模式的创新，从一定
意义上来说，我国服装产业的传统
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仍然存在，但
我们更要积极培育新优势和新动
力，除了上面谈到的新技术外，
就是新的商业模式。比如渠道建
设，一些优势企业已将纯购物的渠
道演变成购物艺术中心，产业链从
纯产品的流程演变成“物流、信息
流和金融流合一”的产业平台。再
次，是企业组织架构的改造。近期
出现的服装企业对内和对外的“并
购”，也意味着产能相对过剩的服
装产业通过一系列的创新会出现
新的组织架构。此外，在我国经
济面临转型的大背景下，不少企
业家呼吁，当前正是服装企业加
快转型升级的时候，需要良好的
发展环境。各级政府对服装产业
这一传统的优势产业，应当积极采
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服装产业
健康的发展。

经 模 型 测 算 ， 三 、 四 季 度
的 中 经 服 装 产 业 景 气 指 数 分 别
为 97.7 点 和 97.5 点 ， 与 二 季 度
基 本 持 平 ， 景 气 度 短 期 内 将 保
持 稳 定 ； 中 经 服 装 产 业 预 警 指
数 分 别 为 86.7 点 和 83.3 点 ， 位
于正常的“绿灯区”，较二季度
有明显回升 。

服装产业企业家对三季度形
势 的 判 断 略 好 于 二 季 度 。 二 季
度 对 3000 多 家 服 装 产 业 企 业 景
气 调 查 结 果 表 明 ， 反 映 服 装 行

业 企 业 家 对 三 季 度 企 业 经 营 状
况 预 测 的 预 期 指 数 为 127.2， 比
对 反 映 二 季 度 企 业 经 营 状 况 判
断的即期指数高 4.9 点，与上季
度 的 预 期 指 数 相 比 略 降 3.8 点 。
企 业 家 对 行 业 略 微 好 转 的 预 期
与 服 装 产 业 企 业 国 内 外 订 货 稳
中 有 升 有 关 ： 二 季 度 接 受 调 查
的 服 装 行 业 企 业 中 ， 82.3% 的 企
业 订 货 量 较 上 季 度 “ 增 加 ” 或

“持平”，较上季度上升 0.9 个百
分点，其中，80.6%的企业出口

订 货 量 较 上 季 度 “ 增 加 ” 或
“持平”，比上季度上升了 1.4 个
百 分 点 。 不 过 ， 企 业 的 用 工 和
投 资 积 极 性 依 然 受 到 近 期 服 装
行 业 销 售 额 、 利 润 率 等 指 标 下
降 以 及 日 显 激 烈 的 市 场 竞 争 的
影 响 ： 91.4%的 企 业 用 工 需 求 较
上季度“增加”或“持平”，较
上 季 度 下 降 0.6 个 百 分 点 ；
79.5% 的 企 业 投 资 较 上 季 度 “ 增
加”或“持平”，较上季度微降
0.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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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半 年 ， 纺 织 服 装 出 口 底 部 复
苏，企稳回升态势较为明显。据海关
统计，2013 年 1 至 6 月我国服装出口累
计同比增长 13.4%，同比增速虽较一季
度有所回落，但累计增速仍有两位数
增长。我们认为，纺织服装出口最坏
时期已经过去，2013 年纺织服装出口
有望维持温和回升态势。内需方面，
零售终端消费仍旧疲软。根据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社会零售总额的数据，纺
织服装行业累计零售额 1 至 5 月份增速
为 11.1%，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6%的增速水平，行业整体的恢复仍
相对缓慢。

一方面，零售终端低迷制约企业经
营改善。从企业调研情况来看，5 至 6
月销售环比 4 月略有好转，但打折促销
带动量涨仍是主驱动力，终端没有出现
实质性改善。服装类企业收入不达预
期、费用压力犹存。另一方面，纺织制
造企业具备成长和周期双重属性，长期
看制造龙头具持续成长性。纺织制造行
业集中度不断提升，伴随行业复苏过
程，优质企业订单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企业短期业绩会受原材料波动影响，但
长期可通过产品提价消化。

因此，我们认为，关注中报业绩
确定性较强的企业；下半年持续关注
纺织制造板块，期待消费回暖带动服
装类业绩弹性释放。首先，服装家纺
业的子行业底部到来，男装和家纺估
值均已处历史低位，但是若终端持续
低迷，则企业收入难增、加盟商信心
难升，关店潮恐延续至下半年，期待
消费回暖带动收入有起色、费用控制
助力业绩弹性释放；其次，纺织制造
下半年走势看好，5 月纺服出口在贸
易监管加强挤出部分虚假水分后增速
相 对 放 缓 ， 但 企 业 接 单 情 况 普 遍 良
好 、 价 格 同 比 提 升 、 毛 利 率 持 续 改
善，因此中报业绩确定性较强，外需
好转之下全年复苏有望延续。中长期
来看，棉农直补政策有望推出，有利
于企业成本合理回归，使得业绩增长
具可持续性。

期待消费回暖
带动业绩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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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纺织服装

出口保持温和增长，内

需消费恢复则仍相对缓

慢。下半年，行业整体

表 现 不 会 有 太 大 改 变 ，

在外需好转的情况下复

苏态势有望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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