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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服轻工行业业绩预告总结：22年
压力释放，分化持续 

   2023年 2月 7日 

 看好/维持  

 纺服轻工 行业报告 
 

观点综述： 

2022 年业绩预告披露结束后我们对纺服轻工行业做了总结和分析，整体上我们

认为 22 年是压力释放的一年，同时压力之下呈现着分化。展望 2023 年收入的

修复、盈利能力的回升在各个板块都值得期待。分版块具体看： 

纺织服装 22 年内外部压力兼有，23 年服装家纺弹性更优，注重标的赛道和质

地。2022 年国内疫情的反复线下消费不畅，海外美联储加息及疫情补贴退坡后

的消费疲软。服装家纺在 22 年仍然体现出赛道差异，休闲服、女装业绩降幅较

大，港股运动服饰从流水数据判断收入端仍有增长。纺织制造，在 22 年下半年

起出口下行明显，海外去库存将持续至 23 年。投资建议，港股运动服饰估值的

修复仍在进行，并兼具业绩弹性，仍列为首要推荐，标的包括李宁、安踏体育

等。A股服装家纺建议关注品类景气、运营质量高的公司。纺织制造端，建议关

注以优质产能和优秀管理，绑定优质客户的制造企业，标的包括华利集团等。 

家居用品板块 22 年普遍承压，今年收入利润回升可期，推荐关注弹性大的定制

家具板块。从业绩预告情况来看，家居用品板块承压明显。压力下家居龙头份

额提升逻辑继续验证。而防控、地产等主要负面因素当前均有改善。展望 2023，

国内需求回暖、原材料价格相对较低、费用率向好确定性较高，行业收入利润

有望实现双增。估值回归的背景下，短期业绩的回暖有望成为行情继续的催化

剂，建议关注业绩高弹性标的，如依赖线下安装、业绩弹性更强的定制家具板

块。长期我们持续看好优质家具龙头的配置价值。我们推荐经营质量高、当前

估值较低的二线定制公司志邦家居、金牌厨柜；业绩确定性强的龙头欧派家居、

顾家家居、喜临门；智能马桶品类保持景气，有望推动公司持续增长的瑞尔特。 

造纸板块 Q4 业绩仍有压力，23 年盈利改善已现端倪，推荐业绩弹性较大的特

种纸企，关注大宗纸企盈利修复。2022 年 Q4 造纸板块仍受到需求疲软和原材料

昂贵的影响，白卡纸、箱板瓦楞纸盈利表现较差，文化纸、特种纸盈利相对具

有一定韧性。2023 年疫情防控优化，需求迎来修复，纸企已有提价动作；海外

浆厂投产，阔叶浆价已处下行趋势。纸企盈利修复可期，推荐业绩弹性较大的

特种纸企（仙鹤股份等），关注大宗纸企（太阳纸业等）盈利的修复。包装板块

Q4 整体承压，个别龙头表现突出，2023 年行业有望复苏。包装行业与经济景气

度密切相关，因此 2022 年 Q4 多数包装企业出现业绩下滑或持续亏损。个别龙

头企业（例如裕同科技）凭借市场份额提升、智能制造降本增效，仍保持较快

增长。2023 年经济景气度受到提振，包装需求有望回暖，关注盈利改善或保持

快速增长、竞争壁垒较高的龙头企业。 

重点推荐： 

李宁、安踏体育、波司登、台华新材、华利集团、志邦家居、金牌厨柜、欧派

家居、瑞尔特、裕同科技、仙鹤纸业、太阳纸业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影响购买力、疫情发展超预期，政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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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观点：22 年各版块压力释放，23 年关注业绩弹性兼考虑估值 

2022 年业绩预告披露结束后我们对纺服轻工行业做了总结和分析，整体上我们认为 22 年是压力释放的一年，

同时压力之下呈现着分化。展望 2023 年收入的修复、盈利能力的回升在各个板块都值得期待。分版块具体

看： 

（1）纺织服装： 

A 股纺织服装 2022 年业绩普遍承压，纺织好于服装家纺。申万纺织服装行业共计 61 家公司公布 2022 年业绩

预告，其中盈利 24 家，亏损 37 家，盈利中预增仅 10 家，整体业绩压力较大。2022 年是国内外压力共同显

现的一年，国内疫情的反复线下消费不畅，海外美联储加息及疫情补贴退坡带来的消费趋于疲软。分版块看，

服装家纺的压力较之于纺织制造更大。服装家纺 36 家公布业绩预告的公司里，14 家盈利（仅 3 家预增），

22 家亏损；纺织制造 19 家公布业绩预告的公司里 10 家盈利（6 家预增），9 家亏损。饰品公司，6家公布

业绩预告的公司全部为亏损。 

22 年的业绩分化，赛道是重要因素。服装家纺方面，2022年社零限额以上服装类商品销售累计下跌 6.5%，

销售整体承压，分品类看，休闲装、女装等代表公司普遍业绩大幅度下跌，A 股仅牧高笛一家业绩有正向增

长，主要牧高笛专注于户外露营赛道近年景气度高；综合考虑港股公司，港股的运动品牌根据其公布的各季

度流水，22 年全年四家公司预计销售流水都有正向的增长，表明运动的景气度相对较高。纺织制造方面，2022

年纺织品出口累计增 2%，服装类出口累计增 3.2%，上半年较好、下半年进入负增长区间。上市公司看，鲁

泰、健盛集团等与优质品牌绑定的纺织公司，抗风险能力和订单景气度更好。 

展望 23 年，服装家纺复苏弹性较好，纺织制造业绩仍待观察。服装家纺方面，2022年国内零售额增速虽有

回落，但随着目前供应链全面恢复和消费预期向好，未来一段时间国内消费增长空间较大。纺织制造方面，

海外库存去化仍在进行，订单的恢复仍待时日。品牌服装家纺方面，仍然看好三种类型公司的成长性：1）

处于赛道景气，跟随行业规模扩容，主要是运动服饰赛道，代表公司为比音勒芬。2）品牌势能处于上升期

的，其品牌理念和设计符合年轻消费者偏好，如报喜鸟、嘉曼服饰旗下的哈吉斯、哈吉斯 kids。3）品牌矩

阵打造较好，有接力品牌的公司。纺织制造端，我们预计去库存将在 22Q4 和 23Q1 持续，预计 23Q1 后将进

入补库，纺织制造企业的订单届时有望出现回暖。 

投资建议：港股运动服饰估值的修复仍在进行，叠加 2023年线下消费修复带来的业绩弹性，仍列为首要推

荐版块，标的包括李宁、安踏体育等。A 股服装家纺建议关注品类较为景气、运营质量高的公司。纺织制造

端，建议关注以优质产能和优秀管理，绑定下游优质客户的制造企业，标的包括华利集团、台华新材、申洲

国际等。 

（2）家居： 

业绩预告情况总览：家居用品板块共有 66 家公司，发布 2022 年业绩预告的共有 37 家，其中预增 12 家，预

减 5 家，首亏 11 家，扭亏为盈 4 家，续亏 5 家。总结来看，2022 年正向预告（预增、扭亏为盈）的公司共

计 16 家，21 年同期为 10 家；负向预告（预减、首亏、续亏）的公司共计 21 家，21 年同期为 19 家。2022

年正向预告公司较多，但其中有 7 家主要因 2021 年出现减值而实现的利润增长，这 7家 2022 年净利润中位

数对比 2020 年均为下滑。从业绩预告情况来看，家居板块在 2022 年承受较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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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下的增长凸显出龙头优势，主要负面因素当前已有缓解。在压力下，也有诸多亮点：1、家居龙头优势

凸显，家具龙头中欧派家居与索菲亚披露了业绩预告，收入中位数在四季度仍保持增长。压力下份额进一步

提高，凸显出龙头公司在渠道、产品、品牌等方面稳固的优势地位。叠加疫情下中小企业出清加速，未来龙

头份额提升逻辑有望持续验证； 2、部分出口为主的企业抓住细分机会，业绩高增。嘉益股份、海象新材、

永艺股份等，抓住海外保温杯、PVC 地板等细分机会，同时受益于人民币贬值，利润端增速较高。家居行业

压力主要来自防控和地产两大压力，疫情防控以及放开后的冲击，使得家居行业在获客、销售及后续的安装

流程上均有较大影响；地产竣工下滑影响新房需求。当前疫情影响已大幅降低，且地产端政策持续放松，两

大压制因素有明显改善。 

展望 2023 全年，负面因素缓解，收入利润双增可期。国内疫情的放开与地产的预期回升，有望驱动家居需

求明显向好，推动企业收入端恢复增长；海外方面，库存积压情况我们认为将缓解，但加息带来的衰退或将

持续，预计海外整体家居需求将保持平稳。毛利率方面，原材料价格 22 上半年维持高位，行业整体承压，

当前原材料价格普遍回落在低位，今年毛利率或将回升；费用率方面，2022 年收入端普遍不及公司预期，同

时费用预算在年初制定，因此费用率均有提升。今年收入回暖有望，同时各公司普遍在费用投放上会趋于保

守，因此行业整体费用率下降确定性较高。综合来看，我们看好行业收入端的向好以及利润率的回升。 

投资建议：家具板块估值已回到历史平均水平，短期业绩的回暖有望成为行情继续的催化剂，建议关注业绩

高弹性标的，如依赖线下安装、业绩弹性更强的定制家具板块。长期来看，份额提升为家具龙头带来长期成

长空间，我们认为是具备一定稀缺性的，我们持续看好优质家具龙头的配置价值。我们推荐经营质量高、有

望复刻龙头发展路径且当前估值较低的志邦家居、金牌厨柜；业绩确定性强的欧派家居、顾家家居、喜临门；

智能马桶、PVC 地板等品类保持景气，建议关注相关细分品类公司，包括组件和智能马桶瑞尔特。 

（3）造纸包装： 

截至 1 月 31 日，造纸板块共有 11 家公司发布业绩预告：（1）2022 年归母净利润（预告中值）同比增长的

公司 2 家，占比 18%；同比下降、由盈转亏的公司分别为 6 家、3 家，占比 55%、27%。（2）单季度来看，

第四季度归母净利润（预告中值）同比增长、扭亏为盈的公司分别为 1 家、2 家，占比 9%、18%；同比下

降、由盈转亏的公司分别为 2 家、3 家，占比 18%、27%；其余 3 家公司继续亏损。 

预估 Q4 白卡纸盈利承压，文化纸特种纸盈利具备韧性。木浆系纸种方面，2022 年 Q4 纸企成本压力估计仍

然较大，原材料方面木浆、木片价格高居不下（阔叶浆、针叶浆价格同比+43%、+34%，环比 Q3 基本持平），

能源等其他成本亦相对偏高。产品价格方面，Q4 处于造纸行业旺季，但经济受到疫情扰动较大，部分纸品

涨价幅度受限，甚至承压下行。 

根据纸企业绩预告来看，白卡纸业务或使得纸企业绩承压更为明显，博汇纸业、晨鸣纸业 Q4 由盈转亏；估

计主要由于白卡纸由于需求疲软、行业产能增加，Q4 价格出现回落（同比-6%，环比-8%）。文化纸、特种

纸业务盈利能力或相对具有韧性，岳阳林纸、冠豪高新、齐峰新材等 Q4 扣非归母利润环比改善；估计主要

由于文化纸具备一定刚需基础，旺季价格有所提振（双胶纸、铜版纸价格同比+18%、+10%，环比+6%、+3%），

而特种纸竞争格局较好，部分纸种价格或有涨价落地。 

箱板瓦楞纸 Q4 盈利表现相对较差。废纸系纸种方面，2022 年 Q4 受到疫情和经济原因影响，下游需求疲软

导致产品价格走低（Q4 山鹰国际产品均价同比-20%、环比-7%），开工不足造成固定费用占比增加，导致纸

企盈利表现相对较差。山鹰国际 Q4 亏损规模环比扩大（剔除 15 亿元商誉减值影响），景兴纸业、森林包装

等箱板瓦楞纸企业的盈利亦处于低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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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盈利改善已现端倪，关注成本下行与需求修复。进入2023年，纸企原材料成本压力缓解可期。随着Arauco

阔叶浆项目的投产，阔叶浆价格已呈现回落趋势，后续 UPM 阔叶浆项目的投产将进一步改善供需。针叶浆

虽然由于供给问题，价格目前相对坚挺，但阔叶浆价格的回落对于针叶浆价格构成一定压制。与此同时，随

着疫情管控优化，下游需求有望回暖，纸价有望得到支撑。近期主要纸企已发布白卡纸涨价函，后续文化纸

旺季期间亦有望提价，纸价受疲软需求压制的局面有望结束（但仍需关注行业产能投放情况）。建议关注盈

利相对浆价弹性较大的特种纸龙头，并关注文化纸、包装纸企业盈利修复。推荐仙鹤股份、太阳纸业。 

截至 1 月 31 日，包装印刷板块共有 21 家公司发布业绩预告：（1）2022 年归母净利润（预告中值）同比增

长、扭亏为盈的公司分别为 5 家、1 家，占比 24%、5%；同比下降、由盈转亏的公司分别为 6 家、6 家，占

比 29%、29%；其余 3 家公司同比继续亏损。（2）单季度来看，第四季度归母净利润（预告中值）同比增长、

扭亏为盈的公司分别为 3 家、3 家，占比 14%、14%；同比下降、由盈转亏的公司分别为 5 家、3 家，占比

24%、14%；其余 7 家公司继续亏损。 

由于包装行业与下游工业和消费的景气度密切相关，2022 年受到疫情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包装企业普遍出现

盈利下滑的情况。其中，烟标行业同时受到市场化程度提升、竞争加剧的影响，部分龙头企业销量与价格出

现下滑。尽管如此，行业内仍有业绩表现亮眼的公司，例如裕同科技（按预告中值，2022 年归母净利润同比

+50%，其中 Q4 同比+45%）。我们预计公司凭借突出的竞争优势，市占率持续提升，多元化业务开拓顺利，

同时通过智能工厂实现了进一步的降本增效。 

展望 2023 年，预计疫情管控优化后，经济景气度的回升有望带动包装需求的回暖。关注盈利改善或保持快

速增长、竞争壁垒较高的龙头企业。 

（4）电子烟： 

根据电子烟制造龙头思摩尔国际公布的业绩预告，其 2022 年经调整净利润 23.85 亿-28.97 亿元，预告中值

26.41 亿元，同比下降 51%；对应 Q4 经调整净利润 2.97-8.09 亿元，预告中值 5.53 亿元，同比下降 59%。

行业方面，思摩尔的业绩下滑反映了国内电子烟的短期疲软，海外换弹式产品的竞争压力；公司自身亦有面

向客户让利、费用投放增加等影响业绩的因素。 

中国市场方面：我们预估《电子烟》国标实施以及消费税征收之后，产品口味的限制和价格的上涨影响了消

费者的购买。近期部分国内主流品牌宣布产品降价，幅度在 12%-26%左右。终端降价或有利于终端销售的

改善，但是在消费税的压力下，制造和品牌企业的盈利空间可能受到一定压缩；行业景气度的回升或仍需关

注产品口味审批的迭代。此外，国标实施前的风味产品库存、违规产品的地下流通，进一步影响了国标产品

的销售情况，其影响有望随着风味产品库存消耗、监管部门执法趋严而减小。 

海外市场方面：换弹式产品在欧美市场受到快速增长的一次性产品挑战。美国市场方面，一次性产品将会受

到 FDA 口味监管和 PMTA 审批的限制，换弹式产品的竞争压力取决于 FDA 的执法力度；中长期来看，监管

有利于英美烟草等头部企业的份额提升。欧洲市场方面，英美烟草等烟草龙头加入一次性产品布局，有望带

动该品类与制造企业相关业务的快速增长，同时仍需关注监管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建议关注思摩尔国际。公司具备技术研发与制造优势，绑定国内外优质大客户。2022 年公司海外业务受到降

价让利客户的影响，后续产品价格有望回归稳定。同时公司与英美烟草等客户合作推出的一次性产品销售快

速增长，英美烟草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亦在持续提升。 

【重点推荐】李宁、安踏体育、波司登、台华新材、华利集团、志邦家居、金牌厨柜、欧派家居、瑞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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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同科技、仙鹤纸业、太阳纸业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影响购买力、疫情发展超预期，政策风险 

2. 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影响购买力、疫情发展超预期，政策风险。  



P6 
东兴证券行业报告 
纺服轻工行业业绩预告总结： 22 年压力释放，分化持续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分析师简介 

刘田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硕士， 2019 年 1 月加入东兴证券研究所，现任大消费组组长、纺服&轻工行业首席分析师。2 年买方

经验，覆盖大消费行业研究，具备买方研究思维。 

常子杰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2019 年 7 月加入东兴证券研究所，轻工制造行业分析师，主要负责造纸、包装、电子烟等研究

方向。 

研究助理简介 

沈逸伦 

新加坡国立大学理学硕士。2021 年 4月加入东兴证券研究所，轻工制造行业研究助理，主要负责家居和其他销售轻工研究方向。 
  

分析师承诺 

 
负责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证券分析师，在此申明，本报告的观点、逻辑和论据均为分析师本

人研究成果，引用的相关信息和文字均已注明出处。本报告依据公开的信息来源，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分

析师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

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风险提示 

 
本证券研究报告所载的信息、观点、结论等内容仅供投资者决策参考。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证券研究报告

均不构成对任何机构和个人的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投资者在决定投资前，务必要审慎。投资者应自主作

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东兴证券行业报告 
纺服轻工行业业绩预告总结： 22 年压力释放，分化持续：       P7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免责声明 

 
本研究报告由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撰写，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具有合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的机构。本研究报告中所引用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

和建议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的买卖出价或征价，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

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 

我公司及报告作者在自身所知情的范围内，与本报告所评价或推荐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不存在法律禁止的利害

关系。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我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

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本报告版权仅

为我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

出处为东兴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本研究报告仅供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和经本公司授权刊载机构的客户使用，未经授权私自刊载研究报

告的机构以及其阅读和使用者应慎重使用报告、防止被误导，本公司不承担由于非授权机构私自刊发和非授

权客户使用该报告所产生的相关风险和责任。 
 

行业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A股市场基准为沪深 300指数，香港市场基准为恒生指数，美国市场基准为标普 500指

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公司股价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强烈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以上； 

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15％之间；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回避：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A股市场基准为沪深 300指数，香港市场基准为恒生指数，美国市场基准为标普 500指

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看好：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看淡：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东兴证券研究所 

 

北京 上海 深圳 

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6层 

虹口区杨树浦路 248 号瑞丰国际

大厦 5层 

福田区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中心

46F 

邮编：100033 

电话：010-66554070 

传真：010-66554008 

邮编：200082 

电话：021-25102800 

传真：021-25102881 

邮编：518038 

电话：0755-83239601 

传真：0755-23824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