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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行业点评 

5 月疫情影响持续，6 月拐点已至 
  
 

5 月服装零售延续下滑趋势，但降幅收窄，预计 6 月开始将呈现逐月复苏的

趋势。线上看，5 月淘系平台零售同比降幅收窄。各大纺服公司积极推进线

上多平台销售布局，运动及男装电商销售环比改善，龙头增长趋势显著。 

 2022 年 5 月在零售环境影响下，服装线下销售有所波动。5 月全国服装

零售同比下降 16.2%，延续 4 月份大幅度下滑的趋势，但是趋势有所放缓，

下降幅度环比收窄 6.6pct。我们认为增速下滑收窄的主要原因是 5 月全国

仓储物流相对 4 月压力有所缓和，但从需求端看，5 月份上海疫情延续，

北京加强防控，需求端并无反转。展望 6 月，上海及北京疫情防控解封，

终端需求开始复苏，虽然 6 月整体需求端还无法恢复常态，但消费拐点

已明确，6 月及后续会呈现逐月改善的趋势。 

 受疫情影响，2022 年 5 月线上服装零售额仍有所承压。在疫情压力下，

纺服线上销售情况整体波动，其中天猫淘宝平台纺服销售额同比下降

13.39%，主要系需求端波动和物流的影响。抖音平台销售额环比上涨

11.56%，表现出较强增长潜力。6 月随上海各地复工复产，物流逐步放开，

以及 618 活动刺激需求回升，后续有望迎来纺服线上消费复苏。 

 龙头公司积极进行线上布局应对疫情影响，运动、男装等行业龙头表现

较好。主要女装公司线上有所波动，歌力思优势明显，在疫情反复下保

持良好增长态势，5 月淘系平台销售同比上涨 16%。男装销售情况良好，

高成长性男装品牌比音勒芬淘系电商收入维持高增态势，同比高增

162%，环比增幅扩大 9pct。运动行业保持良好态势，安踏体育旗下 FILA

品牌受疫情影响较大，致公司 5 月淘系平台收入同比下跌 13%，增速环

比下降 12pct。家纺行业线上收入较大波动，罗莱生活、水星家纺受上海

疫情影响公司生产和销售，5 月淘系平台收入同比下跌 53%、46%。海外

龙头在国内电商布局发展有所波动，国产品牌未来优势持续增强可期。 

 当前形势下，建议关注疫情后周期快速恢复的品牌纺服龙头和上游竞争

力不断增强的制造企业。大众休闲服饰重点推荐海澜之家、森马服饰。

中高端服饰推荐报喜鸟、比音勒芬、歌力思、波司登、地素时尚。体育

服饰方面，重点推荐港股安踏体育、李宁、特步国际。家纺行业，重点

推荐罗莱生活，建议关注水星家纺、富安娜。上游纺织制造方面，重点

推荐鞋类 ODM 一体化制造商华利集团；看好产能布局完善的制造龙头申

洲国际，以及羊毛价格上涨下有望量价齐升的毛精纺纱龙头新澳股份。 

 板块复查：本周创业板(3.94%)，深证成指(2.46%)，沪深 300(1.65%)，上证

综指(0.97%)。纺织制造子板块涨幅为 0.36%，服装家纺子板块跌幅为

1.05%。 

 重点公司公告：汇隆新材和金春股份发布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公告，汇隆新材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16 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共计 152 

万股限制性股票，金春股份向 211 名激励对象授予 284.70 万股限制性股

票；天创时尚股东香港高创拟减持公司 419.69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1.00%；恒辉安防投资 17.6 亿元建设安防产业园项目，预计建设 3 年。 

 风险因素：疫情不确定风险，消费复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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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疫情影响，纺服行业线上销售承压 

1.1 受疫情影响，2022 年 5 月服装线下销售整体波动 

2022 年 5 月在零售环境影响下，服装线下销售有所波动。5 月全国服装零售同比下降 16.2%，延续 4

月份大幅度下滑的趋势，但是趋势有所放缓，下降幅度环比收窄 6.6pct。我们认为增速下滑收窄的主

要原因是 5 月全国仓储物流相对 4 月压力有所缓和，但从需求端看，5 月份上海疫情延续，北京加强

防控，需求端并无反转。展望 6 月，上海及北京疫情防控解封，终端需求开始复苏，虽然 6 月整体

需求端还无法恢复常态，但消费拐点已明确，6 月及后续会呈现逐月改善的趋势。 

 

图表 1. 2022 年 5 月服装零售同比下滑 16.2% 

时间 社零当月同比% 社零累计同比% 服装零售当月同比% 服装零售累计同比% 

2019.1-2 8.2  8.2  1.8  1.8  

2019.3 8.7  8.3  6.6  3.3  

2019.4 7.2  8.0  (1.1) 2.2  

2019.5 8.6  8.1  4.1  2.6  

2019.6 9.8  8.4  5.2  3.0  

2019.7 7.6  8.3  2.9  3.0  

2019.8 7.5  8.2  5.2  3.2  

2019.9 7.8  8.2  3.6  3.3  

2019.10 7.2  8.1  (0.8) 2.8  

2019.11 8.0  8.0  4.6  3.0  

2019.12 8.0  8.0  1.9  2.9  

2020.1-2 (20.5) (20.5) (30.9) (30.9) 

2020.3 (15.8) (19.0) (34.8) (32.2) 

2020.4 (7.5) (16.2) (18.5) (29.0) 

2020.5 (2.8) (13.5) (0.6) (23.5) 

2020.6 (1.8) (11.4) (0.1) (19.6) 

2020.7 (1.1) (9.9) (2.5) (17.5) 

2020.8 0.5  (8.6) 4.2  (15.0) 

2020.9 3.3  (7.2) 8.3  (12.4) 

2020.10 4.3  (5.9) 12.2  (9.7) 

2020.11 5.0  (4.8) 4.6  (7.9) 

2020.12 4.6  (3.9) 3.8  (6.6) 

2021.1-2 33.8  33.8  47.6  47.6  

2021.3 34.2  33.9  69.1  54.2  

2021.4 17.7  29.6  31.2  48.1  

2021.5 12.4  25.7  12.3  31.9  

2021.6 12.1  23.0  12.8  33.7  

2021.7 8.5  20.7  7.5  29.8  

2021.8 2.5  18.1  (6.0) 24.8  

2021.9 4.4  16.4  (4.8) 20.6  

2021.10 4.9  14.9  (3.3) 17.4  

2021.11 3.9  13.7  (0.5) 14.9  

2021.12 1.7  12.5  (2.3) 12.7  

2022.1-2 6.7  6.7  4.8  4.8  

2022.3 (3.5) 3.3  (12.7) (0.9) 

2022.4 (11.1) (0.2) (22.8) (6.0) 

2022.5 (6.7) (1.5) (16.2) (8.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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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形势下，建议关注疫情后周期快速恢复的品牌纺服龙头和上游竞争力不断增强的制造企业。大

众休闲服饰重点推荐海澜之家、森马服饰。中高端服饰推荐报喜鸟、比音勒芬、歌力思、波司登、

地素时尚。体育服饰方面，重点推荐港股安踏体育、李宁、特步国际。家纺行业，重点推荐罗莱生

活，建议关注水星家纺、富安娜。上游纺织制造方面，重点推荐鞋类 ODM 一体化制造商华利集团；

看好产能布局完善的制造龙头申洲国际，及羊毛价格上涨下有望量价齐升的毛精纺纱龙头新澳股份。 

 

1.2 淘系平台服装线上零售额同比降幅收窄 

5 月淘系平台线上零售额同比降幅收窄，随着物流恢复有望进一步反弹。受疫情影响，纺服行业线上

销售持续承压，5 月淘系平台销售额同比下降 13.39%，增速环比上升 6.01pct，主要系 618 活动提前至

5 月底开始，叠加 5 月物流有所放开。6 月上海疫情初步得到控制，随疫情防控常态化，叠加 618 助

力需求恢复，后续有望进一步迎来纺服消费复苏。 

 

图表 2.纺服行业零售端在淘系平台销售额同比降幅收窄（亿元） 

            平台 

时间 

天猫淘宝 京东 抖音 苏宁 国美 汇总 

销售额 yoy 销售额 yoy 销售额 yoy 销售额 yoy 销售额 yoy 销售额 yoy 

2021.1 1025.48 77.59% 69.44 49.21% - - 14.69 9.25% 0.03 (80.42%) 1109.64 74.05% 

2021.2 615.01 151.73% 40.93 (0.32%) - - 7.80 (0.38%) 0.03 (85.04%) 663.77 126.23% 

2021.3 1070.26 94.58% 81.97 118.95% - - 5.67 1.74% 0.05 (79.06%) 1157.95 95.17% 

2021.4 1020.50 63.84% 49.68 25.95% - - 2.72 (65.10%) 0.06 (73.66%) 1072.96 60.07% 

2021.5 1024.49 35.79% 58.10 29.28% - - 4.29 (47.58%) 0.10 10.86% 1086.97 34.58% 

2021.6 1241.84 67.05% 55.62 18.32% 50.31 - 2.93 (65.66%) 0.10 104.94% 1350.80 69.06% 

2021.7 905.92 5.37% 56.32 18.65% 56.50 - 2.49 (48.34%) 0.16 216.94% 1021.39 11.99% 

2021.8 934.51 3.51% 47.50 19.21% 77.30 - 2.86 (47.73%) 0.78 371.93% 1062.94 12.09% 

2021.9 1019.12 (11.86%) 53.80 12.98% 88.31 - 2.51 (53.29%) 1.26 2345.28% 1165.00 (3.66%) 

2021.10 1292.02 12.32% 62.15 2.08% 154.94 - 3.05 (60.92%) 0.77 2131.36% 1512.93 24.11% 

2021.11 1968.62 5.18% 116.91 31.05% 142.96 - 2.59 (62.80%) 0.88 3526.85% 2231.97 13.42% 

2021.12 1382.06 (8.03%) 66.23 (21.85%) 192.67 - 3.10 (70.53%) 0.65 338.34% 1644.72 2.91% 

2022.1 1080.09 5.33% 70.18 1.06% 145.11 - 0.73 (95.00%) 0.15 443.65% 1296.27 16.82% 

2022.2 660.11 7.33% 43.20 5.54% 98.67 - 0.99 (87.33%) 0.13 352.68% 803.10 20.99% 

2022.3 933.06 (12.82%) 53.98 (34.14%) 131.41 - 1.28 (77.36%) 0.13 145.10% 1119.87 (3.29%) 

2022.4 822.48 (19.40%) 44.75 (9.94%) 120.13 - 1.30 (52.09%) 0.05 (4.57%) 988.71 (7.85%) 

2022.5 887.30 (13.39%)   134.01 -       

资料来源：通联数据，中银证券 

注：电商数据统计均为第三方，数据仅供参考 

 

5 月主要女装公司线上有所波动，歌力思表现突出。疫情下，女装公司线上业务普遍承压。歌力思定

位中高端女装销售，受上海、北京疫情影响，增速有所放缓，但淘系平台 5 月同比保持 16%增速，

表现出公司较强韧性。地素时尚和安正时尚公司总部位于上海，上海疫情物流停发对公司线上销售

带来较大影响，线上销售同比降幅较大，5 月同比分别下降 30%、55%。主要女装公司积极布局抖音

新渠道，抖音平台销售额持续放量，助力女装公司电商平台销售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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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重点女装公司各平台销售额呈现波动态势（百万元） 

公司 

 

 

 

时间 

歌力思 地素时尚 安正时尚 锦泓集团 

淘系 yoy 抖音 淘系 yoy 抖音 淘系 yoy 淘系 yoy 抖音 

2021.1 7.08 126% - 38.59 5% - 33.43 75% 96.76 86% - 

2021.2 8.46 645% - 37.9 (24%) - 40.05 771% 48.73 417% - 

2021.3 12.34 192% - 59 (23%) - 55.95 425% 74.21 110% - 

2021.4 13.83 412% - 46.15 330% - 34.91 326% 52.58 245% - 

2021.5 14.5 222% - 44.05 289% - 38.35 205% 50.87 173% - 

2021.6 36.06 421% 1.38 63.6 278% 17.17 48.64 218% 104.27 183% 108.34 

2021.7 18.26 41% 2.54 41.62 5% 19.52 22.62 (11%) 35.89 9% 93.2 

2021.8 17.54 44% 1.42 41.77 7% 25.91 17.88 (39%) 51.53 12% 115.05 

2021.9 18.49 97% 6.76 39.91 (8%) 20.34 19.06 (41%) 75.67 7% 132.06 

2021.10 15.81 89% 10.72 32.83 (20%) 40.57 21.9 (31%) 77.05 7% 162.75 

2021.11 42.37 82% 8.4 94.12 (7%) 29.15 62.8 (30%) 343.6 24% 134.35 

2021.12 26.76 104% 12.97 41.95 (29%) 40.41 47.21 (11%) 130.57 (26%) 137.71 

2022.1 23.05 226% 14.39 40.42 5% 23.58 49.29 47% 121.09 25% 135.72 

2022.2 17.64 109% 8.65 28.94 (24%) 13.37 28.93 (28%) 57.47 18% 96.99 

2022.3 27.91 126% 11.84 45.64 (23%) 27.83 22.63 (60%) 97.57 31% 4.89 

2022.4 21.84 58% 8.36 29.61 (36%) 10.74 16.12 (54%) 50.67 (4%) 69.07 

2022.5 16.88 16% 7.05 30.98 (30%) 30.55 17.21 (55%) 44.67  (12%) 76.61  

资料来源：通联数据，中银证券 

 

5 月高成长性男装比音勒芬等线上业务表现仍然亮眼。受疫情影响，5 月男装线上销售额略微波动，

比音勒芬 5 月淘系销售额同比高增 162%，主要系公司自 2021 年积极布局天猫旗舰店渠道，基数效应

带来较高增速，表明公司线上优质客户引流策略成效明显。报喜鸟定位中高端男装，并且江浙地区

占比较大，受疫情影响需求下滑，淘系平台销售额同比下降 20%，增速环比下降 18pct。中国利郎定

位于二三线城市和华南地区，受疫情影响较小，5 月淘系平台销售额同比上升 22%。男装整体线上销

售情况良好，未来新兴渠道发力叠加品牌高成长性有望延续高增速发展。 

 

图表 4.重点男装公司发力线上电商渠道，销售额亮眼（百万元） 

公司 

 

 

时间 

比音勒芬 报喜鸟 中国利郎 九牧王 

淘系 yoy 抖音 淘系 yoy 淘系 yoy 抖音 淘系 yoy 抖音 

2021.1 7.22 119% - 57.86 39% 26.17 15% - 21.79 (8%) - 

2021.2 6.85 336% - 40.61 185% 11.18 127% - 12 78% - 

2021.3 7.4 66% - 67.51 55% 28.11 35% - 15.6 (1%) - 

2021.4 7.63 93% - 70.94 115% 25.61 103% - 17.64 33% - 

2021.5 8.51 33% - 86.15 42% 24.67 49% - 23.7 (15%) - 

2021.6 24.07 243% - 123.35 55% 50.26 89% 3.44 47.71 46% 1.03 

2021.7 8.7 105% - 35.65 42% 14.25 35% 1.37 12.66 9% 1.44 

2021.8 6.77 88% - 37.83 26% 13.08 17% 4.29 10.64 (2%) 1.33 

2021.9 7.87 68% - 56.31 2% 20.9 (30%) 5.7 11.45 (17%) 2.35 

2021.10 10.08 81% - 86.23 26% 30.87 (6%) 17.07 19.43 14% 3.78 

2021.11 27.33 68% - 319.68 19% 143.67 (19%) 13.41 60.41 (9%) 5.02 

2021.12 27.37 193% 0.59 97.89 2% 65.62 8% 11.7 26.31 (22%) 4.52 

2022.1 13.72 90% 0.81 97.08 68% 49.12 88% 8.01 20.25 (7%) 5.55 

2022.2 9.36 37% 0.83 47.94 18% 20.81 86% 2.82 8.52 (29%) 2.47 

2022.3 19.08 158% 2.56 76.51 13% 35.14 25% 4.04 10.3 (34%) 5.66 

2022.4 19.31 153% 2.62 69.79 (2%) 31.03 21% 4.12 9.78 (45%) 4.61 

2022.5 22.30 162% 2.22 68.57 (20%) 30.04 22% 3.96 9.69 (59%) 4.89 

资料来源：通联数据，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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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不改运动龙头高速发展，多渠道发力，销售额进一步提升。 5 月运动龙头基本保持线上销售稳

步增长态势。安踏体育 5 月淘系平台同比下降 13%，增速环比下降 12pct，主要系旗下 FILA品牌定位

一二线城市消费人群，受疫情影响需求端略微下降。2021 年 4 月至 5 月受新疆棉事件影响，李宁线

上销售额高增，高基数叠加疫情防控使得 5 月公司淘系平台销售额同比下降 6%，相较于 4 月增速环

比上升 14pct，降幅收窄。运动龙头品牌积极开拓抖音新渠道销售，安踏体育、特步国际均达到抖音

线上销售额新高。疫情背景下消费者健康意识提升，5 月体育龙头优势延续，运动服饰有望持续高景

气度势头。 

 

图表 5.体育服饰公司整体销售增速加快，业绩呈现良好态势（百万元） 

公司 

 

 

时间 

安踏体育 李宁 特步国际 361 度 

淘系 yoy 抖音 淘系 yoy 抖音 淘系 yoy 抖音 淘系 yoy 

2021.1 1052 59% - 762 56% - 261 58% - 92 43% 

2021.2 717 156% - 631 134% - 179 274% - 78 217% 

2021.3 1070 74% - 992 109% - 247 69% - 122 93% 

2021.4 977 57% - 1042 108% - 221 45% - 125 78% 

2021.5 1043 10% - 888 53% - 245 30% - 119 30% 

2021.6 1769 56% 85 1155 68% 41 290 62% 11 151 61% 

2021.7 783 10% 114 765 42% 93 154 38% 21 122 62% 

2021.8 913 23% 89 828 18% 124 181 22% 18 112 20% 

2021.9 896 (8%) 106 886 26% 111 215 (17%) 26 125 19% 

2021.10 1112 23% 205 864 26% 220 230 (14%) 55 122 43% 

2021.11 4381 21% 252 2194 15% 194 651 (8%) 59 372 14% 

2021.12 1609 2% 322 973 20% 146 321 (15%) 40 142 12% 

2022.1 1409 34% 323 1034 36% 130 239 (9%) 34 134 46% 

2022.2 821 14% 241 687 9% 85 132 (26%) 18 86 10% 

2022.3 1229 15% 266 935 (6%) 126 255 4% 33 148 21% 

2022.4 963 (1%) 332 839 (20%) 126 231 4% 37 125 1% 

2022.5 911 (13%) 376 832 (6%) 144 248 2% 70 138 16% 

资料来源：通联数据，中银证券 

 

家纺线上业务有所波动，富安娜线上增速亮眼。受疫情影响，家纺公司 5 月线上销售整体承压。罗

莱生活、水星家纺 5 月淘系线上销售额同比分别下降 52.55%、46.41%，主要系两公司总部和工厂均

位于上海，上海疫情防控对公司生产、销售造成较大影响。富安娜总部位于深圳，销售主要集中于

华南地区，受疫情影响较小，5 月淘系平台销售同比增长 9.87%，增速环比增长 9.32pct。随疫情转好

物流逐步恢复，预计未来家纺行业线上业绩有较大提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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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家纺公司线上平台销售额有所波动（百万元） 

公司 

 

时间 

罗莱生活 水星家纺 富安娜 

淘系 yoy 抖音 淘系 yoy 淘系 yoy 

2021.1 86.85 169.88% - 124.21 265.33% 71.76 38.86% 

2021.2 37.96 45.25% - 58.45 89.03% 42.08 (7.10%) 

2021.3 80.65 19.52% - 100.15 198.09% 65.78 50.76% 

2021.4 61.29 115.51% - 92.42 245.65% 47.2 (0.25%) 

2021.5 87.57 2.24% - 168.97 20.13% 60.44 5.69% 

2021.6 130.71 163.48% 0.01 180.56 348.92% 75.86 9.55% 

2021.7 63 49.67% 0.00 89.32 0.00% 58.53 100.26% 

2021.8 67.85 14.46% 0.27 137.03 53.98% 41.73 28.99% 

2021.9 74.53 112.39% 0.17 185.2 321.86% 49.85 21.83% 

2021.10 93.99 200.15% 0.20 217.34 315.58% 87.29 37.98% 

2021.11 510.04 83.76% 0.01 577.03 10.26% 182.38 32.43% 

2021.12 124.8 15.09% 0.40 238.16 11.29% 76.28 (33.91%) 

2022.1 126.21 45.32% 0.04 177.52 42.91% 88.78 23.72% 

2022.2 55.39 45.93% 0.12 116.86 99.92% 47.76 13.51% 

2022.3 54.88 (31.96%) 0.10 97.56 (2.58%) 46.7 (29.01%) 

2022.4 70.56 15.12% 0.02 62.21 (32.69%) 47.46 0.55% 

2022.5 41.56 (52.55%) 0.12 90.54 (46.41%) 57.87 9.87% 

资料来源：通联数据，中银证券 

 

海外龙头在国内电商布局发展有所波动，国产品牌未来优势持续增强可期。海外龙头企业的制造工

厂多分布于东南亚地区，在国内外疫情的双重影响下，产能和物流受影响。2021 年 4 月至 5 月受新

疆棉事件影响，耐克公司线上销售额大幅下降，在低基数的背景下，耐克公司淘系平台销售同比增

长 19%。阿迪达斯受新疆棉事件影响品牌认可度下降，淘系平台销售额持续下滑，5 月同比下降 22%。

海外龙头面对疫情，各公司间韧性差异较大，我们预计在后续产能和物流逐渐恢复后，整体销售情

况会有所好转。 

 

图表 7.海外龙头公司淘系销售额较去年普遍下跌（百万元） 

公司 

 

 

 

时间 

耐克公司 阿迪达斯 LVMH 集团 PUMA 集团 

淘系 yoy 抖音 淘系 yoy 抖音 淘系 yoy 淘系 yoy 

2021.1 1580.58 28% - 1466.97 64% - 660.49 80% 356.24 61% 

2021.2 1734.44 131% - 796.79 17% - 634.61 76% 287.37 167% 

2021.3 1804.09 32% - 1265.63 16% - 972.09 136% 273.77 39% 

2021.4 890.72 (34%) - 600.47 (47%) - 916.48 88% 136.29 (11%) 

2021.5 866.24 (54%) - 579.26 (53%) - 936.19 49% 144.84 (50%) 

2021.6 2068.14 (9%) 8.17 1324.79 (17%) 124.48 1578.51 199% 286.06 (12%) 

2021.7 972.84 (23%) 18.00 532.29 (40%) 139.44 729.01 34% 120.17 (46%) 

2021.8 1040.39 (35%) 26.29 545.56 (51%) 115.86 922.19 1% 144.08 (40%) 

2021.9 1067.95 (42%) 32.13 686.2 (48%) 187.81 821.69 14% 141.72 (45%) 

2021.10 1141.75 (44%) 82.56 586.8 (52%) 193.81 1045.43 49% 165.19 (54%) 

2021.11 3903.41 (33%) 58.76 2049.67 (59%) 279.60 1970.43 0% 647.78 (47%) 

2021.12 1542.5 (40%) 96.39 779.58 (72%) 335.39 819.11 0% 250.26 (61%) 

2022.1 1292.32 (18%) 99.02 610.41 (58%) 223.89 735.77 11% 205.96 (42%) 

2022.2 1102.13 (36%) 84.87 434.43 (45%) 122.38 717.8 13% 116.19 (60%) 

2022.3 1401.35 (22%) 126.81 776.94 (39%) 273.44 694.06 (29%) 224.13 (18%) 

2022.4 1120.78 26% 131.07 438.89 (27%) 202.20 534.41 (42%) 97.92 (28%) 

2022.5 1027.67 19% 186.24 452.62 (22%) 322.80 643.41 (31%) 107.05 (26%) 

资料来源：通联数据，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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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主要数据回顾 

板块复查 

创业板(3.94%)，深证成指(2.46%)，沪深 300(1.65%)，上证综指(0.97%)。 

本周（2022 年 6 月 13 至 17 日）申万板块上涨指数居多。美容护理(4.89%)、农林牧渔(4.57%)、家用电

器(4.43%)涨幅位列前三，而纺织服装行业涨幅为 1.28%，纺织制造子版块涨幅为 0.36%，服装家纺子

版块涨幅为 1.05%。 

 

图表 8.本周多板块指数上行  图表 9.本月多板块指数上行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10.股指与纺服板块年内均有涨跌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个股方面，当周纺织服装行业涨幅前十：天首发展(25.25%)、旷达科技(16.48%)、牧高笛(16.34%)、振

静股份(16.23%)、星期六(14.65%)、兴业科技(13.95%)、贵人鸟(12.81%)、美尔雅(10.73%)、天创时尚(10.61%)、

*ST 中绒(10.48%)。 

个股方面，当周纺织服装行业跌幅前十：鲁泰 A(-2.61%)、如意集团(-3.09%)、三房巷(-3.19%)、多喜爱

(-3.33%)、际华集团(-3.89%)、华升股份(-4.60%)、诺邦股份(-4.78%)、百隆东方(-5.48%)、摩登大道(-9.09%)、

美盛文化(-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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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纺织服装行业天首发展本周领涨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品牌零售端 

品牌零售端 2022 年 5 月下降：2022 年 5 月，服装类零售同比下降 20.10%，增速环比提升 5.5pct；服装

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同比下降 16.20%，增速环比提升 6.6pct。 

社会零售端 2022 年 5 月下降：2022 年 5 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6.70%，增速环比提升

4.4pct；限额以上企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6.50%，增速环比提升 7.50pct。 

 

图表 12.服装类零售额 5 月下降  图表 13.服装鞋帽、针纺织品零售额 5 月下降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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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当月下降  图表 15.限额以上企业消费品零售额当月下降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16.全国 50 家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保持平稳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1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当月同比上升(城市、农村)  图表 1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当月同比上升 (食品、非食品、消费品)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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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端 

2022 年 5 月，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额当月同比增长 15.71%（增速环比+14.85pct，同比+57.00pct）；

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额当月同比增长 24.61%（增速环比+22.73pct，同比-12.34pct）。 

 

图表 19.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金额 5 月同比增长  图表 20.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金额 5 月同比增长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21. 人民币汇率合理范围内波动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上游原材料 

图表 22.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 

原材料 单位 更新日期 价格 本周涨跌 

中国棉花价格指数:328 元/吨 2022/6/17 20708.0  (2.54%) 

中国棉花价格指数:长绒棉:137 元/吨 2022/5/24 52700.0  (0.57%) 

Cotlook:A 指数 美分/磅 2022/6/17 161.3  (1.98%) 

棉花:长绒棉:美国皮马 2 级（现货价） 美分/磅 2022/6/7 340.0  0.00% 

中外棉花价差 元/吨 2022/6/16 (5532.0) (10.82%) 

产品价格指数:纱线:32 支纯棉普梳纱 元/吨 2021/11/17 29210.0  (0.20%) 

产品价格指数:坯布:32 支纯棉斜纹布 元/米 2021/11/17 6.5  (1.07%) 

重量无烙印阉牛皮:芝加哥（离岸价） 美分/磅 2022/3/14 41.0  0.00% 

CCFEI 价格指数:氨纶 40D 元/吨 2022/6/17 41500.0  (2.35%) 

粘胶短纤（市场价） 元/吨 2022/6/17 15600.0  0.65% 

涤纶短纤（市场价） 元/吨 2022/6/17 8880.0  (3.48%)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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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方面，本周内外棉价差有所扩大。截至 2022 年 6月 17 日，中国棉花价格指数:328 为 20708 元/

吨，较上周下跌 539 元/吨，近一月下跌 1509 元/吨，较年初下跌 1399 元/吨；中国棉花价格指数:长绒

棉:137 为 52700 元/吨，较上周下跌 300 元/吨，近一月下跌 1100 元/吨，较年初上涨 8200 元/吨；Cotlook:A

指数为 161.3 美分/磅，较上周下跌 3.25 美分/磅，近一月下跌 5.70 美分/磅，较年初上涨 34.10 美分/磅；

中外棉花价差为-5532 元/吨，较上周下跌 540 元/吨，近一月下跌 2136 元/吨，较年初下跌 8201 元/吨。 

棉纱价格本周有所下跌。截至 2022 年 6 月 17 日，中国纱线价格指数(CY Index):OEC10S 报 16790 元/吨，

较上周下跌 20 元/吨，近一月下跌 20 元/吨，较年初下跌 210 元/吨；中国纱线价格指数(CY Index):C32S

报 28585 元/吨，较上周下跌 80 元/吨，近一月下跌 270 元/吨，较年初上涨 285 元/吨；中国纱线价格指

数(CY Index):JC40S 报 32555 元/吨，较上周下跌 100 元/吨，近一月下跌 325 元/吨，较年初下跌 445 元/

吨。 

粘胶类价格本周有所上涨，涤纶类价格本周有所下跌。截至 2022 年 6 月 17 日，粘胶长丝报 43000 元

/吨，较上周报价未变，近一月报价未变，较年初上涨 2200 元/吨；粘胶短纤 1.5D 报 15600 元/吨，较

上周上涨 100 元/吨，近一月上涨 800 元/吨，较年初上涨 3530 元/吨；涤纶短纤报 8936.67元/吨，较上

周下跌 287 元/吨，近一月上涨 447 元/吨，较年初上涨 1930 元/吨；涤纶 POY报 8970 元/吨，较上周下

跌 230 元/吨，近一月上涨 570 元/吨，较年初上涨 1670 元/吨；涤纶 DTY 报 10250 元/吨，较上周下跌

250 元/吨，近一月上涨 500 元/吨，较年初上涨 1450 元/吨。 

棉纱期货成交量和持仓数本周有所上涨。截至 2022 年 6 月 17 日，棉纱期货成交量 9201 手，较上周

上涨 3283 手，同比上涨 55.47%；棉纱期货持仓数 15893 手，较上周上涨 2813 手，同比上涨 21.51%。 

 

图表 23.2011 年以来 328 棉价整体下行  图表 24.2018 年以来 328 棉价指数整体上行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25.2011 年以来长绒棉 137 价格逐渐平稳  图表 26.2018 年以来长绒棉 137 价格上行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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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7.2011 年以来 Cotlook：A 指数走势逐渐平稳  图表 28.2018 年以来 Cotlook：A 指数上行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29.美国皮马 2 级长绒棉现货价格处于相对高位  图表 30.美国皮马 2 级长绒棉现货价格上行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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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重点公告 

汇隆新材（301057.SZ）：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汇隆新材近日发布公告，公司确定 2022 年 6 月 14 日为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16 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共计 152 万股限制性股票。具体事项如下：汇隆新材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确定限

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为 2022 年 6 月 14 日，授予价格为 7.80 元/股，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16名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共计 152 万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包括 5 名高管和 11 名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 

天创时尚（603608.SH）：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比例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 

天创时尚近日发布公告，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收到股东高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高创”）发

来的《减持股份进展告知函》。具体事项如下：公司股东香港高创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 419.69

万股股份，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00%。本次权益变动后，香港高创持有公司 5712.12 万股股份，持

股比例从 14.61%减少至 13.61%，其一致行动人梁耀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6.30 万股股份，占公司当前

总股本的 0.02%；香港高创与其一致行动人梁耀华先生共同持有公司 5718.42 万股股份，占公司当前

总股本的 13.63%。 

金春股份（300877.SZ）：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金春股份近日发布公告，公司确定 2022 年 6 月 16 日为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211 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共计 284.70 万股限制性股票。具体事项如下：金春股份 2022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以 2022 年 6 月 16 日为首次授予日，以 9.56

元/股的价格向 211 名激励对象授予 284.70 万股限制性股票，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12,000.00 万股的 2.37%，激励对象包括 6 名高管和 205 名管理人员和技术（业务）人员。 

恒辉安防（300952.SZ）：关于安防产业园项目投资建设方案的公告 

恒辉安防近日发布公告，为实现以“功能性安全防护手套+超纤维新材料”为核心的双轮驱动，巩固和

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投资建设安防产业园项目。具体事项如下：公司安防产业

园项目规划用地 375 亩，预计总投资 17.6 亿元，分两期建设。其中项目一期总投资为 7 亿元，建成

达产后可形成年产 7200 万打各类功能性安全防护手套的产能；项目二期规划总投资 10.6 亿元，聚焦

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等高性能超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制品的投资建设。项目建设期限预计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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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新闻一览 

内外棉价差创 5 年新低，进口棉市场压力增加 

据卓创资讯监测，近 5 年来国内外棉花价差（国内棉价-国外棉价）基本保持正向价差，且 2017 年 6

月份以来多保持在 1000-3000 元/吨。但 2022 年 3 月底内外棉价差出现倒挂后，负向价差持续扩大，

截至 6 月 10 日达到-6027 元/吨，是近 5 年最低水平。2022 年 5 月份以来美国植棉区干旱，业者担忧棉

花减产；而印度为满足用棉需求豁免进口关税，还可能停止棉花出口，同样加剧业者对国外市场棉

花供应偏紧的预期。需求方面，今年上半年越南、印度等主要棉纺织出口国消费强劲，而国内纺织

市场清淡局面难改，下游纺织企业普遍以去库纱线为主要目标，棉花市场需求迟迟未有明显改善，

进而造成市场价格持续下探。（来源：新浪） 

一季度我国真丝绸出口额同比增长明显 

据中国海关统计，2022 年 1-3 月，我国真丝绸商品三大类出口均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丝类、绸缎出

口涨幅较大。主要是由于去年的基数较小，今年一季度出口额尚未达到 2019 年同期水平。（来源：

商务部） 

李宁控股股东非凡中国 8.4 亿元收购国际品牌 Clark 

北京商报讯 6 月 15 日，李宁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非凡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通

过收购英国百年鞋履品牌 Clarks（其乐），价格为 1 亿英镑（约合 8.4 亿元人民币）。Clarks 为全球性

的非运动鞋履品牌，成立时间近 200 年，零售和批发业务遍及全球超过 47 个国家和地区，8 成以上

收入来自英国、爱尔兰及美国等地。（来源：凤凰网） 

2022 年 4 月中国纺织行业运行情况分析：营收同比增长 8.4% 

2022 年 1－4 月，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规模以上企业化纤、布、服装产量同

比分别增长 1.4%、2%、5.6%，纱产量同比下降 1.6%。2022 年 1－4 月，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实现营业收

入 15851 亿元，同比增长 8.4%；实现利润总额 554 亿元，同比下降 16.1%。全国限额以上单位服装鞋

帽、针纺织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下降 6.0%；全国网上穿类商品零售额同比下降 1.7%。（来源：中商

情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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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板块近期事项 

解禁 

图表 31.近期部分公司解禁数额较大 

代码 名称 解禁日期 解禁数量(万股) 解禁股份类型 

600987.SH 航民股份 2022/6/20 8140.58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3055.SH 台华新材 2022/6/20 5780.34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875.SZ 安奈儿 2022/7/5 4241.62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1209.SZ 洪兴股份 2022/7/25 306.1804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518.SH 锦泓集团 2022/9/19 5056.85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1066.SZ 万事利 2022/9/22 2119.23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首发战略配售股份 

300591.SZ 万里马 2022/10/24 7594.93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5138.SH 盛泰集团 2022/10/27 24176.1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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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增减持一览 

图表 32.部分公司近期增减持频繁 

代码 名称 公告日期 股东类型 方向 变动数量(万股) 

000587.SZ *ST 金洲 2022/6/11 公司 增持 100.0000 

002042.SZ 华孚时尚 2022/6/14 公司 减持 97.4890 

002083.SZ 孚日股份 2022/6/2 高管 增持 208.4400 

002083.SZ 孚日股份 2022/5/12 个人 增持 219.5100 

002083.SZ 孚日股份 2022/5/7 个人 增持 905.5500 

002083.SZ 孚日股份 2022/4/28 个人 增持 853.8755 

002083.SZ 孚日股份 2022/4/28 个人 增持 57.2100 

002083.SZ 孚日股份 2022/4/14 公司 减持 1,535.0000 

002083.SZ 孚日股份 2022/4/14 公司 增持 1,535.0000 

002083.SZ 孚日股份 2022/4/14 公司 减持 395.0000 

002083.SZ 孚日股份 2022/4/14 公司 增持 395.0000 

002193.SZ 如意集团 2022/4/9 公司 减持 120.0000 

002193.SZ 如意集团 2022/4/9 公司 减持 140.0000 

002193.SZ 如意集团 2022/4/9 公司 减持 4.0000 

002193.SZ 如意集团 2022/4/9 公司 减持 5.0000 

002193.SZ 如意集团 2022/4/9 公司 减持 7.0000 

002193.SZ 如意集团 2022/4/9 公司 减持 8.0000 

002193.SZ 如意集团 2022/4/9 公司 减持 10.0000 

002193.SZ 如意集团 2022/4/9 公司 减持 13.0000 

002193.SZ 如意集团 2022/4/9 公司 减持 17.0000 

002193.SZ 如意集团 2022/4/9 公司 减持 20.0000 

002193.SZ 如意集团 2022/4/9 公司 减持 28.0000 

002193.SZ 如意集团 2022/4/9 公司 减持 30.0000 

002193.SZ 如意集团 2022/4/9 公司 减持 44.0000 

002193.SZ 如意集团 2022/4/9 公司 减持 55.0000 

002397.SZ 梦洁股份 2022/5/6 高管 减持 28.2700 

002397.SZ 梦洁股份 2022/6/14 个人 减持 100.0000 

002397.SZ 梦洁股份 2022/6/14 个人 减持 12.0200 

002397.SZ 梦洁股份 2022/6/14 个人 减持 50.0000 

002485.SZ *ST 雪发 2022/5/19 个人 增持 149.2006 

002485.SZ *ST 雪发 2022/5/19 个人 增持 200.0000 

002485.SZ *ST 雪发 2022/5/19 个人 增持 196.3400 

002485.SZ *ST 雪发 2022/5/11 个人 增持 5.0000 

002485.SZ *ST 雪发 2022/5/11 个人 增持 415.3921 

002485.SZ *ST 雪发 2022/5/11 个人 增持 1,399.8836 

002485.SZ *ST 雪发 2022/5/11 个人 增持 898.9458 

002503.SZ 搜于特 2022/5/5 高管 减持 90.8700 

002503.SZ 搜于特 2022/5/6 高管 减持 83.6100 

002503.SZ 搜于特 2022/5/9 高管 减持 77.1700 

002503.SZ 搜于特 2022/5/10 高管 减持 71.4400 

002503.SZ 搜于特 2022/5/11 高管 减持 66.3200 

002503.SZ 搜于特 2022/5/12 高管 减持 61.7200 

002503.SZ 搜于特 2022/5/13 高管 减持 57.5700 

002503.SZ 搜于特 2022/5/16 高管 减持 53.8200 

002503.SZ 搜于特 2022/5/17 高管 减持 50.4200 

002503.SZ 搜于特 2022/5/18 高管 减持 47.3300 

002503.SZ 搜于特 2022/5/19 高管 减持 33.8100 

002503.SZ 搜于特 2022/6/14 高管 减持 50.8100 

002503.SZ 搜于特 2022/6/15 高管 减持 53.3300 

002503.SZ 搜于特 2022/5/20 公司 减持 11.1900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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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表 32 分公司近期增减持频繁 

代码 名称 公告日期 股东类型 方向 变动数量(万股) 

002503.SZ 搜于特 2022/5/20 公司 减持 98.7400 

002503.SZ 搜于特 2022/5/20 公司 减持 1,021.1200 

002569.SZ ST 步森 2022/4/27 高管 增持 0.0200 

002569.SZ ST 步森 2022/5/9 高管 增持 1.0000 

002569.SZ ST 步森 2022/5/12 高管 减持 2.5400 

002569.SZ ST 步森 2022/5/13 高管 减持 6.9100 

002656.SZ ST 摩登 2022/5/24 个人 增持 794.2605 

002740.SZ ST 爱迪尔 2022/5/11 高管 减持 9.1100 

002832.SZ 比音勒芬 2022/5/13 公司 减持 649.4626 

002832.SZ 比音勒芬 2022/5/6 个人 减持 405.6900 

002832.SZ 比音勒芬 2022/4/7 个人 减持 130.5698 

002875.SZ 安奈儿 2022/6/8 高管 减持 424.1600 

300901.SZ 中胤时尚 2022/5/6 公司 减持 0.5300 

301066.SZ 万事利 2022/4/29 个人 减持 38.3237 

601566.SH 九牧王 2022/6/15 公司 减持 100.0000 

601566.SH 九牧王 2022/6/15 个人 增持 100.0000 

601566.SH 九牧王 2022/6/14 公司 减持 390.0000 

601566.SH 九牧王 2022/6/14 个人 增持 390.0000 

601566.SH 九牧王 2022/6/11 公司 减持 320.0000 

601566.SH 九牧王 2022/6/11 个人 增持 320.0000 

603055.SH 台华新材 2022/6/9 高管 减持 1.3000 

603558.SH 健盛集团 2022/6/14 高管 减持 100.0000 

603608.SH 天创时尚 2022/6/17 公司 减持 419.6900 

603608.SH 天创时尚 2022/6/16 公司 减持 298.4900 

603608.SH 天创时尚 2022/5/27 公司 减持 197.0000 

603877.SH 太平鸟 2022/5/7 个人 减持 6.3300 

603908.SH 牧高笛 2022/6/3 公司 减持 42.0100 

603908.SH 牧高笛 2022/6/3 公司 减持 0.3400 

603908.SH 牧高笛 2022/6/1 公司 减持 23.0400 

603908.SH 牧高笛 2022/5/31 公司 减持 21.0000 

603908.SH 牧高笛 2022/5/31 公司 减持 22.3100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股东大会 

图表 33 近期召开股东大会公司情况 

代码 名称 会议日期 会议类型 

002003.SZ 伟星股份 2022/7/1 临时股东大会 

002293.SZ 罗莱生活 2022/6/30 临时股东大会 

002776.SZ ST 柏龙 2022/6/30 临时股东大会 

600630.SH 龙头股份 2022/6/30 股东大会 

600689.SH 上海三毛 2022/6/29 股东大会 

900922.SH 三毛 B 股 2022/6/29 股东大会 

002087.SZ 新野纺织 2022/6/28 股东大会 

600107.SH 美尔雅 2022/6/28 股东大会 

600448.SH 华纺股份 2022/6/28 股东大会 

600493.SH 凤竹纺织 2022/6/28 临时股东大会 

601718.SH 际华集团 2022/6/28 股东大会 

603518.SH 锦泓集团 2022/6/28 股东大会 

603558.SH 健盛集团 2022/6/28 临时股东大会 

600156.SH 华升股份 2022/6/27 临时股东大会 

300526.SZ *ST 中潜 2022/6/23 临时股东大会 

600137.SH 浪莎股份 2022/6/23 股东大会 

002762.SZ 金发拉比 2022/6/20 临时股东大会 

603365.SH 水星家纺 2022/6/20 临时股东大会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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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风险提示  

1）疫情后消费复苏不及预期。  

受疫情影响消费下滑，若疫情后消费恢复情况不及预期，将导致社会消费品零售及服装销售承压，

影响公司销售增长。  

2）市场竞争加剧。  

国内外品牌纷纷发力线上电商渠道，增大营销推广，抢夺用户流量，行业市场竞争激烈。  

3）新零售发展不及预期。  

新零售涉及线上平台和线下实体商业两类经营主体，在运营系统、营销策略以及商品布局等方面，

都存在差异， 新零售发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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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声明 

 

本报告准确表述了证券分析师的个人观点。该证券分析师声明，本人未在公司内、外部机构兼任有损本人独立性与客

观性的其他职务，没有担任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也不拥有与该上市公司有关的任何

财务权益；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或其它第三方都没有或没有承诺向本人提供与本报告有关的任何补偿或其它利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声明，将通过公司网站披露本公司授权公众媒体及其他机构刊载或者转发证券研究报

告有关情况。如有投资者于未经授权的公众媒体看到或从其他机构获得本研究报告的，请慎重使用所获得的研究报告，

以防止被误导，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对其报告理解和使用承担任何责任。 

 

评级体系说明 

 

以报告发布日后公司股价/行业指数涨跌幅相对同期相关市场指数的涨跌幅的表现为基准： 

公司投资评级： 

买        入：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20%以上； 

增        持：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10%(-20%)； 

中        性：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变动幅度在-10%-10%之间； 

减        持：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未有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12 个月内表现强于基准指数； 

中         性：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12 个月内表现基本与基准指数持平； 

弱于大市：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12 个月内表现弱于基准指数； 

未有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沪深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新三板市场基准指数为三板成指或三板做市指数；香港市场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
或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美股市场基准指数为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或标普 5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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