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解读

重点推动三个方面的创新

2015年在新常态下

服装行业要实现平稳运

行，就要更加务实地做

事，其中重要的是推动

在互联网、产业链重构、

原创式创新三个方面的

创新

2014 年四季度，中经服装产业
景气指数为 96.9，中国服装行业整
体运行保持稳中趋缓态势。

服装产业稳中趋缓,除了宏观经
济的环境外，主要还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服装消费的刚性需求保持
基本的稳定，而且稳中有增。二是面
对新常态，国家的宏观政策还是为
消费和产业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
三是服装行业中企业转型升级的努
力，起到稳定的作用。服装产业的发
展是不均衡的，但不乏企业积极探
索创新、转型升级，这对整个产业的
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中经服装产
业景气指数报告也显示，服装企业
的利润率保持上升趋势。

过去的一年，面对互联网的快
速发展，一些服装企业还没有完全
适应。而有不少企业积极应对，积
极触电，推动智能化制造，进行新
商业模式构筑。其实，互联网是为

包 括 服 装 产 业 在 内 的 传 统 产 业 在
技术、商业模式等方面增添发展的

“翅膀”。近几年服装产业发生最多
的关店、库存现象，是服装产业链
本身的问题，库存高位最根本是产
品不能适销对路的结果。

服装产业在一个时期，出现了
“模仿性碎片化创新”。一窝蜂地做
品牌、做渠道，缺乏从整个产业链来
创新、完善和提升。从一定意义上来
说，我们工业化的历程还没有走好，
又迎来信息化大潮，这对企业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指数报告预计，2015 年，服装行
业仍将保持平稳运行的态势。2015
年在新常态下，要实现平稳运行的态
势，行业要更加务实地做事，其中重
要的是推动在互联网、产业链重构、
原创式创新三个方面的创新。

首先，要耐下心来，认识互联网，
融入互联网经济。智能化制造、物联

网等等都是服装产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内容，企业一定要改变“被互联网”
的被动状态，这几年成功的服装企业
无一不是积极拥抱互联网的。

其 次 ，齐 心 协 力 ，整 合 产 业 要
素，重构服装产业链。我国不缺乏
服装产业要素，但纵向、横向的关
系“ 碎 片 化 ”现 象 严 重 。这 里 不 仅
要 将 传 统 产 业 要 素 整 合 ，还 要 跨
界，将新的产业要素包括文化、信
息等协同起来，构筑新型的服装产
业链。

再 次 ，三 方 联 动 ，充 分 发 挥 院
校、产业、政府的作用，形成“三螺
旋”创新体系。新常态下，产业的转
方式、调结构，构筑新的发展动力，
这动力就是原创式的创新。从发达
国 家 创 新 的 经 验 和 我 国 产 业 创 新
的经历不难发现，我们产业创新缺
乏机制，而院校、产业、政府“三螺
旋”创新机制是必然之路。

2014 年四季度，从基本面看，纺
织服装行业零售终端仍旧没有明显
回暖趋势，出口增速连续放缓。

目前零售终端仍无拐头趋势，
公务消费减少和经济增速放缓是两
大影响服装消费的主因。电商对实
体线下的冲击没有大家预期的大，
2014 年呈现出显著的线上回流线下
的态势。

经过两年多的调整，我们认为
纺织服装行业已经筑底，最坏的时
候已经过去，但行业内分化较显著。
从历史经验来看，子行业调整一般
从大众消费到高端品牌，调整顺序
一般是运动鞋服、休闲服饰、家纺、
男鞋、男装、高端男装和女装。运动

鞋服、休闲服、家纺基本已经调整完
毕；男鞋行业去年年底已经筑底，预
计 2015 年可实现弱复苏；男装行业
仍在调整，预计 2015 年年底可触底；
高端男装和女装压力依旧较大。我
们认为在行业周期调整之时，模式
创新、具有性价比的品牌和享有行
业快速发展的品牌可穿越经济通缩
周期，比如平价男装和童装行业。

2015 年我们持续看好估值低、
业绩好的消费龙头。行业调整期，龙
头企业更具优势。2014 年，海澜之家
的借壳上市对行业来说是一次不小
的冲击，其供应链端“赊销为主，买
断为辅”+零售终端“财务投资加盟
制”对于传统加盟模式下的品牌服

装启发巨大，是未来行业发展的趋
势。森马服饰，布局童装业务 10 年，
目 前 已 形 成 完 善 的 差 异 化 品 牌 集
群，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童装龙头，此
外其将布局儿童相关产业链作为长
期战略，将受益第四次人口红利和
消费升级。

从我们预计的年报情况来看，
行业业绩分化将更加显著。2015 年，
家纺行业将迎来恢复性增长，男装
行业将业绩探底，男鞋行业将迎来
弱复苏。纺织服装行业经过两年多
的 去 库 存 调 整 将 迎 来 全 新 发 展 机
遇，但对于企业来说最重要的还是
韬光养晦，在行业低谷期寻求变革
转型的相关机会。

行 业 内 部 分 化 显 著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纺织服装行业研究员 王立平 许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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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模型测算，2015 年一季
度和二季度中经服装产业景气指
数分别为 96.9 和 97.1；预警指数分
别为 76.7 和 80.0。

2014 年四季度，服装行业企业
景气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家对 2015
年一季度企业经营状况预测的预期
指数为 111.4，比对本季度企业经
营状况判断的即期指数低 7.9 点，
比上季度的预期指数低 9.6点。

四季度接受调查的服装行业
企业中，81.2%的企业订货量“增
加”或“持平”，比上季度下降 1.4 个
百分点，其中 87.5%的企业出口订
货量“增加”或“持平”，比上季度下
降 0.9 个百分点；85.3%的企业用
工需求“增加”或“持平”，比上季度
下降 4.3 个百分点；79.7%的企业
投资“增加”或“持平”，比上季度下
降 1.8 个百分点。

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目前服
装 行 业 面 临 的 基 本 情 况 和 特 征
是，首先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服装行业亦受到一定影响；其次，
后续发展的压力加大，其中包括生
产要素的成本压力逐年加大，资源
环境的约束加剧，市场难以有较大
幅度的增长，终端消费需求以及消
费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快，出口市
场、内需市场竞争都会越来越激
烈；再次，发展的动力转换紧迫，行
业的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必须加
快向质量效益型、以差异化为主的
竞争转型。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
高，对服装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也
有望继续增加。综合来看，未来服
装行业运行有望保持平稳。

平稳走势

有望保持

四季度，纺织服装

行业从基本面来看，

外 需 保 持 温 和 复 苏

态势，内需从零售终

端来看仍有压力

产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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