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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除另有指明者外，本節所載資料來自我們委託灼識諮詢(CIC)編製的灼識諮詢
報告，有關資料乃反映基於公開可得資源作出的市況估計，主要用作市場調查工具
而編製。灼識諮詢之提述不應被視為彼對任何證券價值或向本集團投資是否可取
而發表的意見。董事相信，資料及統計數據的來源為該等資料及統計數據的恰當來
源。董事並無理由相信，該等資料及統計數據為虛假或存在誤導，或遺漏任何事實，
以致該等資料及統計數據於任何重大方面變為虛假或存在誤導。灼識諮詢編製並
載於本行業概覽的資料，未經本集團、控股股東、獨家保薦人、[編纂]、[編纂]、[編
纂]或參與有關灼識諮詢報告所載資料的灼識諮詢以外的[編纂]的任何其他人士或
彼等各自的董事、高級職員、僱員、顧問及代理人獨立查證，概不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發表任何聲明。因此，不應過分依賴該等資料。

資料來源

我們委託獨立第三方灼識諮詢，對中國針織面料市場開展分析並編製報告。灼

識諮詢以獨立方式編製委託報告，或稱為灼識諮詢報告，不受我們任何影響。我們為

此報告的編製，向灼識諮詢支付費用人民幣450,000元，此費用乃經公平磋商後達致。

灼識諮詢的背景

灼識諮詢為一家於香港成立的投資及融資諮詢公司，提供各行業的專業行業諮

詢服務，其服務包括行業諮詢服務、商業盡職調查、策略諮詢等。灼識諮詢亦於北京

及上海設立辦事處。

於編製報告時，灼識諮詢同時進行一手及二手資料研究。一手研究涉及與行業

專家及領先業者之間的訪談。二手研究涉及取材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國家統計

局及聯合國的各種公開數據來源的數據分析。

委託報告中的市場預測基於以下關鍵假設作出：(i)中國的經濟和工業發展可能

在未來十年保持穩定增長；(ii)在預測期內，相關行業的關鍵驅動因素，如居民收入上

升、下游市場需求穩定、政府頒佈有利政策及出口環境利好等，有可能推動中國針織

面料市場增長；及(iii)未出現任何可能導致市場受到劇烈或根本影響的極端不可抗力

或行業監管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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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註明外，本節所有數據及所作預測均來自灼識諮詢報告。董事確認，經採

取合理審慎措施後，自灼識諮詢報告日期以來，市場資料概無發生可能限制、否定本

節所披露的資料，或對其造成影響的不利變動。

中國紡織業

紡織業擁有成熟的產業鏈，並於中國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結合低生產成本與

先進技術，中國製造商能夠以極低成本生產大量高質素紡織品。隨著時間的推移，中

國已從生產低端產品轉移至集中生產高附加值產品。

由纖維製成的針織面料是生產針織服裝的主要原材料。纖維為細絲的統稱，或

由細絲組成的物質或材料。

紡織行業的價值鏈

針織

梭織

纖維

天然
人造

面料╱配件

面料
配件

成品

衣服
傢俬
其他

染色紗線

未染色紗線

梭織面料

針織面料

紗線

未染色紗線
染色紗線

棉
亞麻
腈綸
尼龍
聚酯
人造絲
氨綸

天然

人造

紡紗
染色

紡紗

梭織產品

針織產品

縫紉

縫紉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

中國紡織業概覽

中國紡織業的產業鏈上游由天然纖維（棉、羊毛等）及人造纖維等原材料組成。

天然和人造纖維的價格主要受國家大宗商品價格與政府政策影響。產業鏈中游涉及

紡紗、針織或梭織及染色。完成紡絲後，染色和未染色的紗線將用於生產針織面料或

梭織面料製作。產業鏈下游則利用面料製造服裝、傢俬及其他工業產品，其中服裝為

下游最大的行業。隨著國家經濟發展及收入不斷增加，消費者越加重視衣着打扮，講

究服裝為求凸顯個性，故市場對所有類型服裝的需求均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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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紡織品生產季節性

服裝產品的需求受紡織業季節性因素影響。一般而言，由於秋冬季節的服裝產

品需求普遍較高，因此用於服裝製造的面料訂單在三月初至五月下旬大量增加。下單

訂購紗線的旺季一般於面料旺季前約兩個月，即一月至三月，故六月至七月為傳統淡

季，紡織製造商訂單相對較少。除季節性因素外，任何意料之外或異常的氣候變化，

同樣可能對產品的整體銷售產生影響。紡織業的季節性特徵反映了服裝生產週期為

秋冬需求高峰前的六至七個月。由於紡織業為服裝業的上游行業，紡織業者需儘早籌

備生產，為客戶的生產計劃、物流計劃、營銷計劃等預留時間。

隨著紡織工業技術更新迭代，紡織產品越來越輕薄多彩，且具備更多增值功能，

例如防菌、保溫及防輻射等。此外，紡織品的使用範圍正不斷擴張，除服裝業外，紡織

品還可應用於汽車、建築與裝飾等行業。因此，紡織品生產的季節性正逐漸消退。

中國宏觀經濟環境

主要受政府主導的投資及出口驅動影響，中國經濟實現迅猛增長，並於過去五年

保持增長，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由2013年的人民幣59.7萬億元增至2017年的人民幣81.1萬

億元。隨著中國經濟發展，中國的人均名義國內生產總值於過去數年保持快速增長。

於2017年，中國的人均名義國內生產總值達約人民幣58,000元，於2013年至2017年期

間實現複合年增長率7.4%。隨著中國宏觀經濟發展持續靠穩，中國的人均名義國內生

產總值未來有望保持穩定增長趨勢。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截至2022年，中國

的人均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將達約人民幣84,000元，自2018年起按7.6%的複合年增長率

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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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022年（估計）中國人均名義國內生產總值

人民幣元 

43,871.1 47,314.8 50,858.4 53,974.8 58,333.5 62,921.0 67,822.3 
73,093.9 

78,647.2 
84,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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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

2019年
（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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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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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

2022年
（估計）

人均名義國內生產總值

複合年增長率（2013年－2017年）：7.4%

複合年增長率（2018年（估計）－2022年（估計））：7.6%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人均可支配收入

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3年約人民幣27,000元增至2017年約人民幣

36,000元，按7.8%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同時，中國農村居民人均淨收入於2017年達

約人民幣13,000元，2013年至2017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10.9%。

預計截至2022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將達約人民幣50,000元，2018年

至2022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6.5%。同時，中國農村居民人均淨收入有望至2022年實現

約人民幣22,000元，同期的複合年增長率為9.1%。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估計）

2019年
（估計）

2020年
（估計）

2021年
（估計）

2022年
（估計）

2013年－2022年（估計）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民幣元 

0.0

26,955.0 28,844.0 31,195.0 33,616.0 
36,396.2 38,712.7 41,3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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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40.8 

49,8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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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年增長率（2013年－2017年）：7.8%

複合年增長率（2018年（估計）－2022年（估計））：6.5%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灼識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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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紡織行業

中國紡織業驅動力

以下載列中國紡織行業的主要驅動力。

國內消費穩定增長：在中國所有收入階層中，城鎮居民家庭每年大約將7%可支

配收入用於購買服裝。隨著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費者的購買力上升，因而將促進購買

更多高價品牌服裝產品。

產業升級：近年來，中國政府重視並促進綠色製造和產業升級。紡織公司預期將
透過應用新技術，同時強調創新驅動和高附加值產品而更具效率及盈利能力。

政府扶持政策：為促進紡織工業的健康發展，中國政府在中國紡織工業發展
「十三五」規劃中高度重視紡織產品的產品質量，產品種類及產品品牌。規劃支持開發
高科技針織機器的研發投資，推廣智能化針織面料生產，並鼓勵紡織供應商利用其他

國家低廉的勞動成本投資當地的工廠。

中國針織面料市場及內衣市場

服裝行業作為紡織行業的主要下遊行業及針織面料的主要應用領域，以針織面
料的消耗量計，佔90%以上的市場份額。就服裝行業而言，內衣是針織面料的主要下
游用料之一。由於內衣直接接觸皮膚，現今，人們更注重產品的質量，包括產品的原
材料。隨著收入提高及人們對時尚與生活方式的審美日趨精緻，消費者（尤其是女性
消費者）願意為內衣產品付出更高的價格，以追求更好的設計及風格。此外，越來越
多內衣帶有增值功能，例如抗菌、保溫、防輻射等。此等增值功能預期將進一步刺激
市場對內衣的需求。預計2022年的內衣零售額將達到人民幣5,585億元，2018年至2022

年的複合年增長率達10.9%。針織面料憑藉柔軟度、抗皺、透氣性、延展性和柔韌性等
特性，最適宜內衣、運動服、童裝及孕婦裝等親膚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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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7年，中國的功能性針織面料的銷售額達人民幣27,635.2百萬元。下游用料
如內衣用料及運動服用料分別貢獻逾30%的銷售額。於2022年，中國的功能性針織面料
的銷售額預計將達人民幣44,114.4百萬元，2018年至2022年的複合年增長率達9.7%。

功能性針織面料的主要用料為內衣產業及運動服產業。於2017年，內衣產業佔功
能性針織面料銷售額的34.4%，而運動服產業佔銷售額的32.7%。自2013年至2017年，
兩個產業在功能性針織面料的使用量方面均有持續增長，複合年增長率分別為14.6%

及15.6%。

自2018年至2022年，由於對具增值功能可供鍛煉及戶外活動的服裝需求日益增
長，運動服產業的發展將較其他產業更為迅速，複合年增長率達13.7%。於2022年，運
動服產業的銷售額預計將達至功能性針織面料總銷售額的39.1%（2013年：29.7%）。
孕婦裝產業及童裝產業均亦有望增加對功能性針織面料的需求。該等兩個產業的銷
售額預期將自2018年至2022年分別以11.1%及4.9%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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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022年（估計）中國下游用料的功能性針織面料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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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灼識諮詢

按零售額計，內衣市場由2013年的人民幣1,944億元激增至2017年的人民幣3,254

億元，該等年度的複合年增長率為13.7%。此顯著增長反映中國的內衣針織面料消耗
量增長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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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衣針織面料消耗量於2017年增至938,600.0噸，相較2013年的612,500.0噸，該等
年度的複合年增長率達11.3%。

2013年－2022年（估計）中國內衣零售額

人民幣十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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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衣零售價格

複合年增長率（2013年–2017年）：13.7%

複合年增長率（2018年（估計）–2022年（估計））：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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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灼識諮詢

雖然經過市場初期快速擴張後，中國整體經濟形勢放緩，截至2022年的內衣針織
面料消耗量仍將進一步增長至1,325,200噸，2018年至2022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6.8%。

市場集中度

中國的內衣市場高度分散，約有3,000個品牌，其中，99%的品牌銷售收益不足人
民幣100百萬元。於2017年，十大內衣及服裝品牌的零售收益合共佔市場份額約10%。
隨著領先企業的發展壯大，市場集中度持續逐漸提升。

中國內衣功能性針織面料市場

針織面料供應商按兩種主要業務模式經營業務，即專注生產類型和完全基於解
決方案類型。專注於生產的供應商本身擁有工廠且採用重資產業務模式。解決方案供
應商並無擁有任何生產設施，而將大部分生產工序分包予第三方工廠。該等供應商亦
提供面料設計開發及第三方生產管理等增值服務。以面料設計開發為核心優勢，該等
供應商與纖維供應商及客戶合作設計針織面料，以開發具備發熱、抗菌、防臭和護膚
等多功能的新型針織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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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新型針織面料設計工作後，解決方案供應商將包括紡紗、針織及染色生產

工序外包予嚴格遵守品質控制的第三方工廠。由於解決方案供應商所需的前期資本

投資較少，其利潤率相對較高。

鑒於社交生活參與度提升及生活質量提高，中國消費者愈加注重個人形象及儀

表。於2017年，內衣功能性針織面料消耗量達約109,200噸，而2013年約為64,300噸，複

合年增長率達14.2%。於2017年，中國內衣功能性針織面料銷售額達人民幣9,501.3百

萬元，而2013年為人民幣5,514.5百萬元，複合年增長率達14.6%。

同整體針織面料行業相似，功能性針織面料分部亦採購纖維用作原材料，但須

使用具增值功能的優質人造纖維。功能性針織面料由該等功能性纖維編織而成，具備

發熱、透氣、護膚等功能。

I2013年－2022年（估計）中國內衣功能性針織面料消耗量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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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衣功能性針織面料消耗量

複合年增長率（2013年－2017年）：14.2%

複合年增長率（2018年（估計）－2022年（估計））：9.1%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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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022年（估計）中國內衣功能性針織面料銷售額   

人民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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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衣功能性針織面料銷售額

複合年增長率（2013年－2017年）：14.6%

複合年增長率（2018年（估計）－2022年（估計））：9.3%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估計）

2019年
（估計）

2020年
（估計）

2021年
（估計）

2022年
（估計）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

終端消費者及服裝製造商對功能性面料產品的需求有望驅動未來增長。展望

未來，藉著下遊行業的增長，中國內衣功能性針織面料的消耗量於2022年預期將達

171,600噸，2018年至2022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9.1%。此外，中國內衣功能性針織面料

的銷售額於2022年預期將達人民幣15,041.3百萬元，相當於2018年至2022年的複合年

增長率為9.3%。

透過使用功能性人造纖維，可生產出具增值功能的面料。因具增值功能的面料

具備抗菌、護膚等功能，目前備受內衣行業青睞。於2017年，預計功能性面料製成的

紡織品佔日本紡織品總量逾45%，美國及歐洲的佔比則分別為35%及28%。相較而言，

2017年中國紡織品中採用的功能性面料佔比約為10%。各行各業對功能性面料的廣泛

使用，正驅動愈來愈多的面料生廠商設計、開發及生產此類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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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價格分析

人造纖維（如聚酯纖維、人造絲、腈綸纖維等）為面料編織的原材料。人造纖維

因可與其他材料混合以實現特殊功能，故常用於製造功能性針織面料。於往績記錄期

間，本集團採用的主要原材料為腈綸纖維。於2015年，由於供應緊張，而需求相對穩

定，人造絲供不應求，因此價格暴漲。此外，由於進口人造纖維質量及功能等附加價

值更高，其價格略高於國產人造纖維約10至20%。

2012年－2022年（估計）中國進口人造纖維價格

人民幣 元╱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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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聚酯纖維、人造絲及腈綸纖維為主要人造纖維。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總署、灼識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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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腈綸纖維的供求將影響腈綸纖維的進口價格外，人造纖維價格亦與原油價格

相關，其中石油為人造纖維的主要原材料之一。原油價格於2014年驟降約41.8%，亦

導致進口腈綸纖維的價格於2015年出現大幅下跌，反應出原油價格對進口腈綸纖維

價格的滯後效應。於2015年至2017年間，原油價格錄得輕微波動並自2016年起逐漸恢

復。進口腈綸纖維價格亦自2016年下半年起伴隨相似的整體恢復趨勢。預期原油價格

於未來五年將呈整體上升趨勢，伴隨少許波動，預計2018年至2022年的複合年增長率

為11.1%。由於腈綸纖維乃從原油中提煉，預期腈綸纖維的未來價格將與原油價格相

似，呈整體上升趨勢，但波動範圍更小。預期2018年至2022年進口腈綸纖維的年度價

格將按複合年增長率1.7%增長。

2012年－2022年（估計）全球原油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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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德克薩斯中間基原油 布蘭特

資料來源：美國能源信息管理局

勞動力成本價格分析

勞動力為針織面料市場的另一大成本。中國全國、廣東省及山東省（就製造業

而言）城鎮就業居民人均年薪分別由2013年約人民幣46,000元、人民幣46,000元及人民

幣41,000元分別增長至2017年約人民幣64,000元、人民幣68,000元與人民幣55,000元，

預期將分別進一步增長至2022年約人民幣94,000元、人民幣105,000元及人民幣78,000

元。雖然勞動力成本上漲對功能性針織面料行業的盈利能力有所影響，惟原材料價格

過往下滑及產品價格上漲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緩解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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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022年（估計）中國全國、廣東省及山東省城鎮就業居民（製造業）平均年薪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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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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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薪（中國全國） 46,431 51,369 55,324 59,470 64,019 68,956 74,363 80,214 86,660 93,715
平均年薪（廣東省） 45,829 52,308 57,419 62,383 67,836 73,887 80,547 87,878 95,957 105,011
平均年薪（山東省） 41,202 45,519 48,519 51,769 55,325 59,210 63,431 67,980 72,993 78,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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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灼識諮詢

中國的功能性針織面料市場驅動因素

生活水平與購買力提高：中國終端消費者可支配收入大幅增加，因此對生活品
質的要求更高。高品質消費品的目標消費群體亦正不斷擴大，大眾富裕人口由2013年

的12.0百萬人上升至2017年的17.9百萬人，複合年增長率為10.5%。

對功能性針織面料產品的需求不斷增長：國內市場與外國對功能性針織面料產
品的需求正快速增長。隨著消費者在服裝方面的平均支出持續增長，中國服裝零售額

從2013年的人民幣1,358.7百萬元增至2017年的人民幣2,272.7百萬元，以複合年增長率

13.7%的速度增長。此外，隨著紡織品的外觀、款式、功能與質量改善，預計全球市場

對中國功能性針織面料產品的需求亦將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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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利好產業升級：中國政府實施紡織工業「十三五」發展規劃等相關政策，以
提高紡織業的競爭力，減少產能過剩，促進經濟增長。供給側改革旨在透過降低無效

低端供應來推動經濟結構調整，並透過擴大中高端供應來提高生產力。因此，更優質

的功能性針織面料的生產量預期將增加，且具增值功能的產品的生產量預期將持續

增長。得益於先進科技，預計面料業者將更為高效及具盈利能力。

中國功能性針織面料市場的未來趨勢

功能性針織面料市場依然集中於中國：儘管服裝製造遷移至東南亞國家，大部
分功能性針織面料的生產依然集中於中國。有關現象乃由於功能性針織面料生產對

技術要求較高且該等技術迄今尚未於其他東南亞國家得以充分發展，而成衣製造則

屬相對勞動密集型，對專業技能與技術的要求較低，且有可能被遷至勞力供應成本更

為低廉的區域。此外，中國對功能性針織面料消費能力的快速提升亦確保中國製造業

務的穩定。

向優質原材料轉移：中國功能性針織面料製造商正轉向使用優質原材料，為其
產品增值，以滿足消費者對個性化、時尚和功能性紡織品日益增長的需求。針織面料

市場，尤其是其功能性領域，正傾向使用優質原材料。

研發投資：業內領先的功能性針織面料公司持續投資研發領域，務求為買家提
供最新的技術或度身訂做解決方案。為迎合不同品牌，部分製造商推出配備靈活傳感

器及微芯片的高科技服裝，以測量身體狀況，而其他製造商亦著力開發具備新特性的

針織面料，為其產品增值。

設計的重要性日益彰顯：紡織服裝業是一個顧客至上的行業。為迎合不同顧客
的需求，面料公司更專注於面料設計。以設計師或造型師的角度設想、理解與捕捉當

前及未來的顏色和圖案流行趨勢的面料企業數量日益增加。該等設計師能夠最大程

度地利用自己的能力生產新穎、與別不同且符合時宜的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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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功能性針織面料市場的進入壁壘

培養供應商關係：纖維供應商與面料供應商之間相對穩定的關係可確保原材料
的穩定供應，且可更好控制產品質量。部份大型面料供應商與其保持穩定合作關係的

面料供應商甚至已建立獨家業務關係，以保證質量控制，因此市場新入者較難與該等

供應商達成合作機會。

培養客戶關係：內衣及服裝品牌擁有人等大多數下游客戶的合作供應商數量有
限。內衣品牌擁有人可透過限制供應商的數量監控彼等的針織面料供應商的表現，對

產品質量進行更為嚴格的控制。常用表現指標包括產品質量、服務、業務關係、設計

能力等。服裝製造客戶向不具備任何憑證的新入者採購面料的可能性很低。客戶關係

的培養仍然是市場新入者需要面對的的主要障礙。

行業知識：功能性針織面料的生產過程相當複雜，要求大量技術知識。現有市場
參與者已積累功能性針織面料生產方面的經驗及知識。而缺乏針織面料生產知識及

經驗的新入者則難以進入此市場。

監管要求：外界一直認為紡織業對環境影響巨大，染色等工序將產生大量廢棄
物。近年來，中國修訂的環境保護法要求紡織企業投入足夠資本購置廢棄物管理設

施，確保符合最高標準。新入者（通常為小型企業）很難符合上述規定。

設計開發能力：消費者需求正逐漸向不同功能、質地與設計的各類服裝產品轉
移。具有設計及開發能力的業內領先企業能夠向消費者提供多種高質量面料產品，並

最終滿足服裝製造客戶提出的新需求。為與該等面料製造商競爭，面料設計與開發能

力是所有潛在新入者成功進入市場的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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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功能性針織面料市場的競爭分析

中國的功能性針織面料市場高度分散，大部分市場參與者主要分佈於廣東省、浙

江省及江蘇省，因彼等能自區域產業集群中獲益且方便進入彼等的目標市場。於2017

年，中國有超過20,000家功能性針織面料供應商且其中大部分的規模較小。

功能性針織面料的下游產業主要為內衣產業、運動服產業及童裝產業。各個下

游產業對彼等的產品可能有不同的技術要求，且可能採用不同的原材料。因此，個體

功能性針織面料製造商通常側重於一至兩個下游產業，導致相對較低的市場集中度。

儘管各個下游產業所需的產品可能不一致，但功能性針織面料供應商可相當便捷地

開拓及開發能滿足各種下游產業需求的產品。因此，大部分功能性針織面料供應商為

一個以上產業生產面料。

於2017年，中國功能性針織面料的國內銷售額達人民幣27,635.2百萬元。五大功

能性針織面料供應商僅佔2017年中國國內總銷售額約14.3%，而本公司所佔份額為約

0.3%。

就2017年中國國內銷售額而言五大功能性針織面料供應商

排名 公司

中國功能性

針織面料

國內銷售額 市場份額

（人民幣百萬元）

1 公司A 1,050.0 3.8%

2 公司B 850.0 3.1%

3 公司C 810.0 2.9%

4 公司D 650.0 2.4%

5 公司E 575.0 2.1%

小計 3,935.0 14.3%

本公司 96.0 0.3%

其他供應商 23,604.2 85.4%

總計 27,635.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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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並不完整且可會出現變動，有關資料須與本文件封頁「警告」一節一併

閱讀。

就兩個主要下游產業（內衣產業及運動服產業）產品的市場份額而言，競爭格局

相對分散。於2017年，中國內衣產業的三大功能性針織面料供應商所佔的市場份額僅

約5.5%，而運動服產業的三大供應商所佔的市場總份額約為12.3%。童裝及孕婦裝產

業產品的競爭格局更為分散，且因來自該等兩個產業的功能性針織面料的需求相對

較低，概無擁有超過1.0%的市場分額的領先供應商。

於2017年，內衣功能性針織面料的國內銷量達約109,200噸。五大內衣功能性針
織面料供應商合共約佔7.8%的市場份額，而本公司於2017年銷量約為839噸，約佔0.8%

的市場份額。

就2017年中國國內銷量而言的五大內衣功能性針織面料供應商

排名 公司

中國內衣
功能性針織面料

國內銷量 市場份額
（噸）

1 公司F 2,400 2.2%

2 公司G 1,900 1.7%

3 公司H 1,750 1.6%

4 公司I 1,300 1.2%

5 公司D 1,250 1.1%

小計 8,600 7.8%

本公司 839 0.8%

其他供應商 99,761 91.4%

總計 109,2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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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並不完整且可會出現變動，有關資料須與本文件封頁「警告」一節一併

閱讀。

本集團為功能性針織面料行業的一家供應商，專注於針織面料設計及開發、生
產管理及質量控制以及供應鏈管理。其主要競爭優勢體現在：(i)本集團已與主要且信
譽良好的內衣及服裝品牌擁有人以及採購代理建立關係；(ii)本集團擁有強勁的產品
創新能力，且戰略性地專注於功能性針織面料；(iii)本集團採用精簡的業務模式，從
而令其得以有效管理成本；(iv)本集團採納嚴格的質量保證及控制措施，以確保我們
的產品質量；及(v)本集團擁有一支經驗豐富、盡職盡責、行業經驗廣泛的管理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