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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2 纺织服装“优供给促升级”系

列活动之一，2022 年 11 月 30 日，中国棉纺织原料产业链大

会暨棉纺织百强企业峰会线上隆重召开，直播观看人次超

5000 人。为使大家更好了解会议内容，现将会议纪要发给你

们，如有建议和要求请与中棉行协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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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棉纺织原料产业链大会暨棉纺织百强企业峰会 

会议纪要 

作为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2 纺织服装“优供给促升级”系列活动

之一，11 月 30日，中国棉纺织原料产业链大会暨棉纺织百强企业峰

会线上隆重召开。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会长董奎勇，副会长兼秘书长

李杰，副会长王耀、景慎全参加了本次大会，会议由中国棉纺织行业

协会会长助理、副秘书长郭占军主持。线上直播观看人次超 5000 人。 

本次会议由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主办，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原料

产业链分会、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信息统计专业委员会承办，经纬纺

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数智世界（上海）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协办，得

到了河南同舟棉业有限公司、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新疆

中泰纺织服装集团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国际贸易办公室副主任刘耀中围绕“近期纺

织业国际贸易投资形势及展望”进行了观点分享。指出从 1990 年到

2020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分三个阶段：快速增长期、稳步增长期、

稳定平台期。进口方面则表现为“规模稳定，产品结构变化较大”的

特点。疫情爆发初期，口罩成为了出口产品中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

口罩出口占全年纺织品出口额比重达 34%，随后直线下跌。值得广大

棉纺织企业关注的是，近年来在对“一带一路”沿线以及 RCEP 国家

的出口方面整体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在对外投资方面主要呈现三个

特点：棉纺和服装产业“走出去”进程较早，对外投资并购规模存量



较大；纺织企业资金运用方式更加国际化，流向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

国际金融中心的投资增加；疫情因素没有显著削弱行业企业对外投资

的积极性，企业仍克服困难开展海外经营。未来，出行业面临着剧烈

变化的贸易环境和逃避不开的经济周期，企业应该着眼于加快构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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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两个方向来进行投资布局。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会长董奎勇对《棉纺织行业“十四五”发展

指导意见》进行了解读。董会长总结了“十三五”行业的成就、深入

分析了“十四五”时期中国棉纺织行业主要面临的发展形势，提出了

发展目标，并从重点任务、重点工程、重点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

绍。表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棉纺织行业是积淀深厚的

基础产业，是关系民生的富民产业，是开放合作的全球产业，作为最

传统领域、标志性构成，在纺织服装行业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十四

五”时期，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积极构建“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有序推进“双碳”战略的背景下，棉纺织行业立足新发

展阶段，应该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创建智能制造新模式，加快

绿色转型。应从以下方面着力重点发展，实现转型升级，暨提升产业

发展协调性、构建产业安全发展体系、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产品

核心竞争力、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加强专业人才体系建设。 

党的二十大于日前胜利闭幕，董会长特别梳理了六个与行业休戚



相关的重点内容：“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着

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宣贯党的二十大报

告对行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河南同舟棉业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赵娜娜作“当前棉花市场形势分

析与展望”主题报告。报告回顾了 2022 年以来的棉花市场行情，分

析了影响因素，并对未来市场走势进行了预测。指出 2022 年棉花市

场走出了一条“宏观决定趋势，产业决定节奏和幅度”的曲线，其中

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美国加息，全球棉花市场供需双弱以及疫情阶

段性影响供需节奏等。另外，今年美联储开启的加息周期，从加息节

奏和加息幅度来看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利率的快速上升对经济影

响是巨大的。未来可以看到美国加息缩表仍没有结束，加息缩表对商

品产生的压制仍在，但终端中性利率仍高达 5%，企业还款压力增大，

实体经济伤害巨大，欧美国家很有可能在明年陷入经济衰退。对于供

需两端，其预测供应端各国炒作将结束，主产国基本定产，部分国家

的减产市场也将充分消化。消费端在全球经济放缓，居民实际收入下

降，美国终端进入主动去库阶段，消费未来不断下滑，东南亚市场持

续走弱，出口相应萎缩。国际棉价在宏观向下，供需双弱但需求端下

滑更多的格局下，有部分持有价值，但由于疫情干扰，在时间上还需

等待。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徐潇源作“2022 年中国棉纺织行

业运行现状及趋势”主题报告。报告从设备利用情况、生产、销售、



原料市场价格、景气指数、产品市场价格、储备棉轮入情况等方面进

行了详细介绍。表示在复杂严峻的环境下，今年以来棉纺织行业一直

在负重前行。1-10月，协会跟踪企业纺纱和织造设备利用率均较去年

同期明显下降，尤其是纱产量持续处于负增长状态。在“金九银十”

旺季预期下，市场在 9 月份经历了一波短暂的订单潮和去库存后，10

月份市场需求再度降温。棉花价格大幅波动，内外棉价差波动剧烈，

3 月下旬开始，内外棉价差倒挂，最高时超过 6700元/吨。棉花与粘

胶、涤纶短纤的平均价差处于历史高位，叠加涉疆问题，企业调整产

品结构，增加使用非棉纤维，生产差异化产品。棉纱和棉布价格持续

下跌，并且跌幅不断加深。在此基础上，棉纺织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增

速放缓，利润下降，亏损面扩大。面对严峻的形势，行业发展存在原

料价格波动、消费不振、订单不足、用工短缺、涉疆问题的影响等，

针对行业面临的问题及困难，协会多次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在配额

发放、储备棉轮入、推动棉花出口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从目前来看

形势依然很严峻，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需求下降，后期

需要重点关注宏观政策和产业链下游企业开停机情况。 

数智世界（上海）工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一铭立足金融与科

技分享了“纯棉纺企经营新思路”。报告详细分析了棉纺织产业与金

融、科技之间新的可能，并展开介绍了 DIW 的发展模式——既 DIW 聚

焦于 32 支、40 支棉纱细分领域，“单一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并

通过规模扩张，进一步放大生产效率优势，并帮助企业发挥棉花(纱)

的金融属性，进行套期保值，对冲生产成本变动和阶段性库存的影响，



提升跨产业周期能力。未来在产业与金融结合方面、产业与科技结合

方面，会从产业端迸发出一些优秀的企业，立足产业，把金融方面的

专业能力、科技方面的专业能力应用到产业里、企业里。此外，推动

棉纺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产业链上的各个企业间相互协作

更离不开行业协会的鼎力支持。建议协会可组织棉纺织行业企业，参

与棉花期货套期保值交割制度便利化设计的工作，从而推动棉纺织行

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崔海燕以“绿色纤引、

洁净未来”为题介绍了公司近年来在绿色环保方面所做的努力。指出

2021 年唐山三友正式加入“30·60 中国纺织服装碳中和加速行动”，

在社责办及 CV 联盟的引领下，持续推动能源低碳化、材料绿色化、

生产清洁化、产品低碳化，为行业做出表率。随后，三友化纤与 CV 联

盟及天祥集团合作，共同开展基于唐丝产品的“从摇篮到大门”的产

品碳足迹分析工作。同时介绍了唐山三友的可持续产品——唐丝系列

产品的生产与下游应用情况，表示随着终端服装品牌对绿色、可持续

原材料采购需求的逐步增加，纺织行业源头要加强横向合作、与面料

及终端品牌纵向合作，共同开发市场需要的新产品，为终端服装品牌、

消费者提供绿色、可持续、高品质的纺织品原材料。 

同时，会议对外发布了全国技术能手（涉棉纺织企业）、棉纺织

营收百强企业名单以及年度优秀统计单位、集群、工作者。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副主任盖丽轩围绕本次发布的棉纺织百强

企业 2021 年度名单进行详致的研究分析。指出从地理分布看，江苏



22 家，山东 19 家，浙江 16 家，河南 9 家，湖北、福建、广东各 5

家，新疆 4 家，河北、安徽、湖南各 3 家，陕西 2 家，上海、江西、

四川、广西各 1 家。整体看，2021 年棉纺织行业百强企业呈现以下特

点：第一，百强企业营业收入增长明显。根据企业填报数据，2021年

百强企业总营业收入超 4700 亿元（包括其他纺织服装生产性收入及

贸易性收入），较 2020 年增长 6.5%。从企业看，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的

企业有 87 家，较 2020 年增加了 50 家；第二，纱、布及相关产业生

产性收入占比上升。2021年纱、布生产性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最高

为 75%，占比较 2020 年提高了 2.33 个百分点；第三，头部企业经济

成果显著，收入规模逐步向头部集中。其中前 10 名企业营业收入占

百强总营业收入的 42%，前 30 名占比 70%，前 50 名占比 83%；第四，

百强企业中纺纱产能与纱产量占全行业比重保持一致，布产量占全行

业比重高于织造产能。2021 年百强企业纺纱产能和纱产量占全行业

比重为 50%，布产量约占全行业比重 12%，高于织造产能占比 4 个百

分点。此外，协会在进行营收百强排名的同时，按有关产品分类进行

了分行业营收排名。最后，总结了影响企业排名的主要因素。 

高端论坛环节由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会长董奎勇主持，中棉行协

原料产业链分会会长、河南同舟棉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刚民；中棉行

协纱线分会会长、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晔

珺；德州恒丰集团名誉理事长、新疆东纯兴集团总经理苏建军；数智

世界（上海）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产业金融研究部总经理董双伟参与了

本次对话。 



嘉宾们主要围绕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对行业的影响、面对贸易保护

主义企业如何应对、棉纺织原料价格走势预判、棉纺织产品开发与原

料应用趋势及市场开拓、外贸与内需市场的转换与抉择等话题进行了

热烈的探讨。 

最后，董会长作会议总结，指出复杂环境下此次会议召开的重要

性。在地缘政治冲突、“三重压力”及“超预期变化”下，棉纺织行业

发展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希望此次会议的召开能为行业前行的道路

点亮明灯，也希望观看会议的同仁能够得到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