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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載有直接或間接部分取材自若干政府、官方、公開文件、互聯網或其他來源之
若干資料，該等資料並非由本集團或保薦人委託完成。董事相信，本資料之來源就
該資料而言屬適當來源，並已以合理之謹慎摘錄、收集及複製該資料。董事並無理
由相信該資料虛假或產生誤導，或遺漏任何事實致使該資料虛假或產生誤導。有關
資料未經本集團或其各自之任何聯屬人士或顧問獨立核證，因此未必準確、完整或
最新。本集團對該等資料之準確性、完整性或公平性不發表聲明，因此不宜過於依
賴本節所載資料。該等資料及統計數字可能與日本、中國、美國及歐盟境內或境外
編製之其他資料或統計數字不一致。

中國紡織品及製衣業

自一九七零年代末推行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一直是全球經濟增長最迅速
之經濟之一。由於生產成本為業內最重要之競爭因素，製衣業亦開始由已發展國家移
向發展中或低度發展國家。自此，製衣業成為中國之支柱行業，在中國經濟中擔當舉
足輕重之地位。

一九八零年代初，大量香港製衣公司紛紛湧進廣東省設廠，以把握國內擁有豐富
廉價勞工及原料之優勢。中國政府於一九七零年代末實施之「門戶開放政策」於深圳、
珠海、汕頭及廈門四個華南城市設立經濟特區，亦吸引台灣、日本、南韓等地之外商
投資在中國設立製衣廠。

中國之製衣業一直以來均集中於其沿海地區，包括北京、福建、廣東、廣西、
海南、河北、江蘇、遼寧、山東、上海、天津及浙江等。由於該等地區具備製衣管理
經驗，包括便捷之交通運輸、完備之基礎設施，加上鄰近金融機構、貿易公司及出口
代理等「外部規模經濟效益」，製衣業至啟動市場改革後仍繼續集中於沿海地區。然
而，沿海地區勞工成本上漲，原料供應不穩定，逐漸驅使製衣業由沿海地區遷移至內
陸位置，形成行業較分散之地理分佈。沿海製造商亦因亞洲其他國家之製造商（以及中
國內陸製造商）在製衣業之競爭力日益增長而被迫遷往內陸，以實現較低勞工成本。此
外，沿海位置屬中國其中一個最早實施經濟改革之地區，導致該區內製衣業之中國私
人投資者與外國投資者間之競爭日趨激烈。其中，坐擁現代化設備與更具靈活性之產
品種類、分銷渠道與獎勵制度之私人企業，更成為強大之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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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中國成為全球最大成衣製造及出口國家。當時，中國出口成衣產品大部分
採用外國客戶之設計並以進口布料製造，主要針對大眾市場，定價介於中下水平。

於過去10年，中國之成衣生產由二零零零年約71億 5,900萬件增加至二零一零年
約285億 2,300萬件，相當於複合年增長率約14.82%。

二零零零年至二零一零年中國之成衣生產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二零一零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七年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三年二零零二年二零零一年二零零零年

百萬件

資料來源：萬得資訊（中國金融數據及軟件服務供應商）

於一九九二年，中國著手建立市場經濟。改革措施擴展至過往未有涵蓋之範
圍，例如：外國零售商首次獲准進入中國、金融機構之架構與角色均引入重大轉
變，以及禁止纖維╱布料╱成衣╱零售渠道內前向及後向整合之政府政策獲撤除。

此等改革提升了中國製衣行業之靈活性與反應性。自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已形
成結合上游纖維處理、染製與下游布料及成衣製造之綜合生產鏈。

現時，中國紡織品及製衣業以生產成本相宜及產品設計方面在國際成衣市場上佔
有優勢。目前，中國大部分製衣公司仍專注於利用低勞工成本及生產規模之優勢，以
OEM方式生產中低端產品，與品牌擁有人或零售商攜手合作設計布料及成衣，而部分
製造商則不斷前進，且開始將重點由承接OEM轉移至建立其自家品牌及發展國產布料
及成衣之國內市場。中國政府亦已採納政策促進建立國內中國品牌、提高以國內品牌
出口至國際市場之比例，以及剌激國產成衣之國內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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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頒佈之《紡織工業「十二五」科技進步
綱要》（「綱要」），用以開發功能及特殊布料之技術已於十一五有所改善。尤其是，織染
工序之改善，提升了布料之質素及穩定性，從而令其價值提升。布料亦已由單一功能
（如防菌或防皺）發展至多種功能，令成衣價值提升。誠如綱要所載，中國布料自給率
達到95%，與二零零零年相比，布料出口額以超過 10%之複合年增長率增長。

由於近年功能性針織物之消費需求不斷增加，故防水、抗菌、吸濕等功能性針織
物不斷推出市場向消費者推廣。有鑒於此，根據綱要，中國紡織業未來數年將繼續集
中研發紡織產品，以普及差別化與功能性纖維之應用，以及透過多元化及個人化提高
布料品質、類型及增值。

中國近年之經濟增長亦為國內之紡織品及製衣業提供增長動力。然而，在二零零
八年之全球金融危機拖累全球消費需求下，中國紡織品及製衣業之發展亦受衝擊。為
保障行業在全球金融危機下之健康發展，中國政府已將紡織品及製衣業列為刺激方案
中十大行業之一，並實施多項有利政策為紡織品及成衣製造商提供支持，包括自二零
零八年八月一日起之成衣產品出口退稅，鼓勵紡織品及成衣企業並提升整個行業之利
潤。隨著全球及中國經濟自二零零九年以來逐步復甦，紡織及成衣業之出口及國內銷
售均已重振。然而，原料（尤其是棉花）及勞動成本可能增加以及人民幣增值，均為紡
織及成衣業日後須面對之挑戰。

中國紡織品及成衣出口市場

紡織品產品屬主要外貿商品。於中國加入世貿前，歐盟及美國一般對中國製成
衣產品施加配額限制，以保護本身之當地紡織品及成衣製造業。自中國於二零零一年
十一月加入世貿並與世貿多個成員國達成紡織品及成衣協議以後，以往對中國製成衣
加設之該等配額限制已獲逐步撤除，並最終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廢除。

根據紡織品及成衣協議，成衣貿易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受限於關貿總協定之
規則。根據關貿總協定，世貿成員國一般禁止以配額規範貿易，但容許使用非針對性
關稅。因此，自二零零五年以來（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廢除配額限制後），針對中國
製成衣產品生效之限制僅剩兩項分別直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行業概覽

— 46 —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中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變動。閱讀本網上預覽資料集時，必
須一併細閱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

止，針對中國之特別過渡性保障措施條款（詳述如下）以限制中國進口對世貿成員國之
市場造成干擾，以及自中國加入世貿當日（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起計為期15年之中國
製產品反傾銷保護。

為避免中國製紡織品及成衣突然湧入，現行世貿規則下兩項針對中國之過渡性保
障措施條款准許世貿成員國限制中國製紡織品及成衣之進口。第一項為紡織品特別保
障措施條款（「紡織品特保條款」），有效期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可由世貿
任何成員國在能證明中國紡織品進口所造成「市場擾亂」之嚴重性足以令其本身之紡織
品貿易之「有序發展受到阻礙」時啟動並要求與中國進行磋商，而中國須限制有關產品
之付運量至有關投訴前十四個月中前十二個月之水平另加7.5%（羊毛產品為6%），直
至雙方達成協議為止。倘不能有效實行，則該世貿成員國可對該等產品之進口按上述
水平施加數量限制。有關措施僅限實施一年，惟可在該期間屆滿後重新實施。

儘管紡織品特保條款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失效，惟中國仍受限於第二
項針對中國之過渡性保障措施條款，即特定產品保障條款（「產品特保條款」），有效期
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日方屆滿，並適用於所有產品，包括所有紡織品及成衣產品。
當中國產品進口往任何世貿成員國時，數量增加或狀況對類似或直接競爭產品之國
內生產商造成或威脅造成市場擾亂，則受影響成員國可要求與中國協商，尋求採取措
施。倘該等雙邊協商達成協議認為原產於中國之進口產品造成市場擾亂，並有必要採
取行動，中國可能須採取行動以防止或補救市場擾亂。倘協商未能在收到協商請求後
60日內導致中國與受影響成員國達成協議，則受影響成員國只能在防止或補救市場擾
亂所必需之限度內，對此類產品撤銷減讓或限制進口。

除產品特保條款外，中國亦由加入世貿日期起計15年受到反傾銷保護至二零
一六年。倘公司按低於國內市場正常價格之價格出口產品，則視作「傾銷」產品。根
據關貿總協定，其容許進口國對傾銷採取行動，包括對特定進口國之特定產品徵收額
外進口稅，使其價格較接近「正常價格」。所有反傾銷措施必須於實施日期後五年屆
滿，除非調查顯示措施結束將導致損害進口國之國內市場。

儘管中國製產品仍受限於上述貿易限制，中國仍為全球最大之成衣出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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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出口

作為全球最大之出口國之一，中國出口之紡織品及成衣在過去 10年呈現增長趨
勢。尤其自二零零二年（即中國加入世貿當年）以來，中國之成衣出口在撤銷主要關
稅及配額後出現重大增長。根據中國政府，紡織品行業產品中約30%出口至國際市
場，而中國出口之市場佔有率在過去10年來一直排名首位。

從以下圖表可見，中國出口至全球之成衣由二零零零年約360億7,100萬美元增
加至二零零九年約1,072億 6,100萬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 12.87%，出口至全球之紡
織品亦由二零零零年約161億3,500萬美元增加至二零零九年約598億 2,100萬美元，複
合年增長率約為15.67%。

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九年中國向全球之成衣出口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二零零九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七年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三年二零零二年二零零一年二零零零年

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世貿

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九年中國向全球之紡織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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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國家出口分析

於二零一零年，歐盟為中國紡織品及成衣之最大進口國，佔中國出口總額（約
2,065.3億美元）約21.62%。美國及日本分別為第二及第三大進口國，分別佔中國出口
總額約16.33%及10.87%。拉丁美洲為第四大進口國，佔中國出口總額約5.82%。該四
大進口國之進口合佔二零一零年中國紡織品及成衣產品之出口總額約 54.64%。

二零一零年中國紡織品及成衣出口按國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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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統計

歐盟市場

過去數年，中國一直為歐盟之主要紡織品出口國。於二零零九年，中國在成衣及
成衣配飾以及紡紗、布料及相關產品出口方面均排名首位，土耳其次之。中國在出口
至歐盟之市場佔有率遠遠高於其他國家。

二零零九年五大出口紡織品及成衣至歐盟之國家

成衣及成衣配飾 紡紗、布料及相關產品
排名 國家 出口值 所佔% 國家 出口值 所佔%

（百萬歐元） (%) （百萬歐元） (%)

1 中國 27,296 44.8 中國 5,034 31.0

2 土耳其 7,147 11.7 土耳其 2,840 17.5
3 孟加拉 5,126 8.4 印度 1,780 11.0
4 印度 4,530 7.4 巴基斯坦 1,338 8.2
5 突尼西亞 2,283 3.7 瑞士 709 4.4

資料來源：統計年鑒，歐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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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歐洲委員會之統計年鑒，歐盟向中國進口之成衣及成衣配飾於二零零三年至
二零零九年期間錄得約 15.22%之複合年增長率。於二零零九年，向中國進口之成衣及
成衣配飾總值約達 272億9,600萬歐元，佔歐盟之進口總額約 44.8%。

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九年歐盟向中國進口之成衣及成衣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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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歐洲委員會之統計年鑒，歐盟向中國進口之紡紗、布料及相關產品由二零零
三年約27億 3,800萬歐元增加至二零零九年約 50億3,400萬歐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
10.68%。中國出口之市場佔有率由二零零三年約16.8%上升至二零零九年約31%。

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九年歐盟向中國進口之紡紗、布料及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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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統計年鑒，歐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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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市場

中國亦是美國之最大成衣出口國。於二零一零年，中國成衣進口佔美國成衣進口
總額約39.18%。根據美國紡織品及服裝局，美國向中國進口之成衣由二零零零年約 44
億9,897萬美元增加至二零一零年約279億7,501萬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 20.05%。

二零零零年至二零一零年美國向中國進口之成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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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國紡織品及服裝局

除進口成衣外，美國於過去十年間亦從中國進口布料。根據美國紡織品及服裝
局，於二零一零年，中國為美國之主要布料出口國，而美國從中國進口之布料佔布料
進口總額約23.91%。美國向中國進口之布料由二零零零年約 3億2,710萬美元增加至二
零一零年約11億 4,048萬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13.30%。儘管二零零九年從中國進
口之布料有所減少，惟二零一零年進口已反彈，增加約30.78%。

二零零零年至二零一零年美國向中國進口之布料

百萬美元

二零一零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七年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三年二零零二年二零零一年二零零零年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資料來源：美國紡織品及服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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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市場

根據日本財務省，中國向日本進口之成衣及配飾在二零零零年至二零一零年期間
保持相對穩定。於二零一零年，日本向中國進口之成衣及配飾約達19,127億2,900萬日
圓。

二零零零年至二零一零年日本向中國進口之成衣及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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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財務省

除成衣及配飾外，日本亦向中國進口紡紗及布料。於二零一零年，日本向中國進
口之紡紗及布料約達3,671億 5,900萬日圓。

二零零四年至二零一零年日本向中國進口之紡紗及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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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財務省

儘管成衣及配飾之總進口量由二零零九年約 19,540億8,300萬日圓微跌約2.12%
至二零一零年約19,127億2,900萬日圓，而紡紗及布料之總進口量則由二零零九年約
3,948億4,400萬日圓微跌約7.01%至二零一零年約3,671億5,900萬日圓，惟中國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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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單一最大進口市場，市場佔有率分別佔其成衣及配飾進口總額約 82.17%，及紡
紗及布料進口總額約58.91%，於下圖及下表說明。

二零一零年日本進口之衣物及配飾按國家分析

歐盟
4.45%

美國
0.62%

其他
12.76%

中國
82.17%

資料來源：日本財務省

二零一零年日本進口之紡紗及布料按國家分析

國家 價值 市場佔有率
（百萬日圓） (%)

中國 367,159 58.91

歐盟 46,302 7.43
美國 18,043 2.89
其他 191,799 30.77

總計 623,303 100.00

資料來源：日本財務省

中國山東省之紡織品及製衣業

現時，中國約 80%紡織廠位於主要沿海省份。中國沿海地區之基礎設施完備、物
流運輸效率高，加上行業配套完善，是全球成衣之生產基地。浙江、廣東、江蘇、上
海及山東五大省份佔二零一零年中國成衣出口總額約75.63%，出口值約達 1,562億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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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為傳統成衣出口省份之一，於中國排名五強，二零一零年之出口值約為 173
億2,000萬美元。此外，山東亦為中國主要消費省份之一，於二零一零年年底，人口約
9,600萬。因此，預期對國內外紡織品及成衣產品之需求龐大，具備利好潛力於山東發
展紡織品及製衣業。於山東省紡織工業協會及山東省服裝行業協會等多個服裝協會舉
辦之2009中國（山東）面輔料、紗線及配飾展覽會，預期用作生產紡織品之紡紗及配飾
之需求將按每年約 20%之年率增加。

中國五大成衣出口省份

排名 省份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出口值 佔出口總額% 出口值 佔出口總額%

（十億美元） （十億美元）
（概約） （概約）

1 浙江 39.75 23.8 49.76 24.1
2 廣東 30.99 18.6 37.69 18.3
3 江蘇 26.71 16.0 33.58 16.3
4 上海 15.29 9.2 17.85 8.6
5 山東 14.19 8.5 17.32 8.4

其他省份 40.09 23.9 50.33 24.3

總計 167.02 100% 206.53 100%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統計

中國國內消費市場

中國經濟增長迅速，人口龐大，因此成為重要消費市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家統計局，中國過去10年大幅增長，國內生產總值由二零零零年約人民幣99,215億元
按複合年增長率約14.90%增長至二零一零年約人民幣397,983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
值亦由二零零零年約人民幣7,858元增長至二零一零年約人民幣29,748元，複合年增長
率約為14.24%，意味著國內消費者花錢消費之財政能力迅速提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亦預測中國經濟增長前景樂觀，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六年之國
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約9.5%，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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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零年至二零一零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七年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三年二零零二年二零零一年二零零零年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400,00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國內生產總值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國內生產總值（人民幣百萬元）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民幣元）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中國經濟環境不斷改善及中國政府實施支持政策，提高了中國國內消費市場（包
括國內成衣市場）之重要性。二零零八年之全球金融危機亦導致中國紡織品及成衣製造
商將其重點由海外市場轉移至國內市場。從以下圖表可見，於過去 10年，城鎮地區之
人均年成衣支出穩步增長，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一致。

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九年中國城鎮居民每戶人均年成衣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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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耗用之主要原料

棉紗、合成紗及坯布為本集團生產一般及功能內衣及布料所耗用之主要原料。棉
紗及合成紗之成本可因棉價及原油價格而波動，而棉價及原油價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
於商品市場上棉花及原油之供求。棉花及原油於往績記錄期間之價格走勢載於以下段
落。

中國棉紗及棉價走勢

由於棉紗及坯布為本集團生產所需之主要原料之一，故棉價波動乃影響本集團
生產成本之主要因素之一。中國棉花協會發布之中國棉花價格指數（即運往棉廠製造
棉布之每噸人民幣棉價）可用作中國採購棉布價格之參考。於往績記錄期間，月均棉
價自二零零八年七月起主要因二零零八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導致棉花需求大幅減少而
下跌，二零零八年十一月錄得每噸人民幣10,830元之低位。然而，自二零零九年初
起，月均棉價顯著上升，於二零一一年三月錄得最高位人民幣 30,732元。往績記錄期
間之平均棉價分別約為每噸人民幣13,096元、人民幣 12,804元、人民幣19,373元及人
民幣27,832元，而本集團棉紗之平均成本分別約為每公斤人民幣 21.3元、人民幣20.7
元、人民幣28.1元及人民幣33.7元。儘管二零一一年六月平均棉價降低至每噸人民幣
24,467元，市場預期棉價未來將持續波動。

中國棉花價格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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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紗及原油價格走勢

合成紗為本集團生產功能布料之主要原料。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採購超過 500
種合成紗，平均成本分別約為每公斤人民幣23.0元、人民幣28.2元、人民幣39.0元
及人民幣50.7元。市場上可供選擇之合成紗種類繁多，而該等合成紗之價格按其各
自之化學成分及功能而有所不同。然而，合成紗之價格走勢可於原油成本反映，原油
為合成紗多種纖維之主要成分，其成本亦相應地影響本集團之生產成本。誠如下圖
所說明，按全球原油價格，於往績記錄期間，原油價格於二零零八年七月錄得最高位
約每桶137美元。原油價格其後大跌至二零零九年一月之最低位，其後再開始穩步上
升。往績記錄期間之平均原油價格分別約為每桶 95.62美元、60.07美元、77.68美元及
107.0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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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能源信息管理局

中國OEM服裝行業之競爭

中國為全球主要服裝生產國及出口國之一。OEM服裝行業之特點為資本需求
低，屬於勞工密集性質，因此進入市場之壁壘較低。中國大多數服裝製造商均主要專
注於中低檔成衣產品，主要從事行業之出口主導OEM分部。因此，在低成本、技術勞
工充裕下，OEM服裝行業相當分散，而且競爭激烈。鑒於此行業環境，本集團僅佔中
國整體OEM服裝行業一小部分，而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內
衣生產總件數約 1,871.7萬件僅佔中國服裝總產量285億2,300萬件約0.066%。董事相
信，鑒於中國OEM服裝行業高度分散，董事相信現時市場上並無特定企業能在業內佔
有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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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本集團僅佔整個成衣行業之小部分市場份額，惟董事相信，與客戶建立之關
係及良好往績，加上本集團致力在高增值產品取得差異化，持續改善質量，必可持續
支持本集團之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