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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行业周报   
优衣库库存优化，出口延续回暖 
  
12 月份我国服装出口好转趋势延续，纺织品单月出口增速转正，服装单月出
口增速降幅收窄。我国主要纺织制造企业 12 月份营收数据持续改善。优衣库
发布财报，2023 年 9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公司营收保持稳健增长，存货周
转天数持续优化。 

支撑评级的要点 

◼ 12 月份我国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出口同比转正，服装及衣着附件出
口降幅继续缩小，延续向好趋势。12 月份我国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出
口金额为 112.0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增速转正，1-12 月累计出口总
额为 1344.98 亿美元，同比下降 8.3%；12 月份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金额
为 140.66 亿美元，同比下降 1.6%，降幅环比缩小 2.78pct，1-12 月累计出
口总额为 1591.45 亿美元，同比下降 7.8%。越南 12 月份服装出口同比-

4.2%，降幅亦有所收窄。国内服装出口进一步好转，2024 年海外服装补
库需求叠加较低基数，出口有望迎来拐点。 

◼ 近期部分纺织制造企业公布 12 月单月营收数据，边际向好趋势延续。随
着海外品牌客户开始清理库存，各制造商 2023 年年初以来营收表现持续
承压。但进入 10 月份后，下游客户去库存顺利推进叠加去年同期较低基
数，制造企业订单迎来边际好转。12 月份营业收入复苏趋势进一步明确，
其中，裕元集团、聚阳实业单月收入同比增速转正，丰泰企业、志强国际
单月营收分别同比减少 1.69%、0.93%，基本保持稳健。整体来看，Q4 我
国纺织企业月度数据逐步改善，初步验证海外品牌去库存基本进入尾声。
纺织龙头具备产能布局、产品质量、优秀快反等优势，在当前订单弱复苏
情况下市占率稳步提升。 

◼ 迅销集团发布 FY2024Q1 业绩，收入增长亮眼，库存持续改善。2023 年
9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迅销集团营收同增 13.2%至 8108.33 亿日元，归
母净利润同增 26.7%至 1078.00 亿日元。期末公司存货同减 14.83%至
4857.24 亿日元，Q1 存货周转天数同减 27 天至 114 天。各品牌最新财报
显示，当前库存均已呈现优化：Nike 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库存同比
下降 14.44%至 79.79 亿美元，全市场鞋类和服装库存同比下降双位数；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Adidas/Puma 库存分别同比减少 23.21%/20.26%

至 48.49/18.74 亿欧元。国外大牌服企库存优化顺利，库存结构和新订单
结构的改善有望为国内纺织制造企业带来营收增长。 

市场回顾 

◼ 板块复查： 2024 年 1 月 8 日至 1 月 12 日期间，创业板(-0.81%)，深证成
指(-1.32%)，沪深 300(-1.35%)，上证综指(-1.61%)。纺织制造子板块涨幅
为 0.44%，服装家纺子板块跌幅为 0.49%。纺织服装行业涨幅为 0.15%。 

◼ 原材料价格：本周国内外棉价均小幅下跌，中外棉价差缩小；棉纱价格上
涨；粘胶类价格上涨、涤纶类价格下跌；棉纱期货成交量、持仓数均增加。 

投资建议 

◼ 1、短期消费信心不足，但品类、赛道偏刚性需求的男装行业，重点推荐：
海澜之家、报喜鸟、比音勒芬。2、盈利修复弹性较大，估值仍具性价比
标的，重点推荐：波司登、锦泓集团。3、体育服饰终端去库存接近尾声，
2024 年奥运会有望形成催化，重点推荐：安踏体育、特步国际、李宁。
4、上游纺织制造拐点在即，龙头企业订单份额持续提升，重点推荐：华
利集团、申洲国际、新澳股份，建议关注：健盛集团。 

评级面临的主要风险 

◼ 线下消费复苏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原材料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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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2 月份服装出口延续回暖，优衣库库存持续优化 

1.1 12 月份服装出口降幅收窄 

12 月份我国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快讯，今年 12 月单月我国进出口总

值 5318.9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其中出口 3036.18 亿美元，同比上升 2.3%，进口 2282.78 亿美

元，同比上升 0.2%。1-12 月份，我国进出口累计总值 59368.26 亿美元，同比下降 5.0%，其中出口

累计 33800.25 亿美元，同比下降 4.6%；进口累计 25568.02 亿美元，同比下降 5.5%。 

12 月份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出口同比转正，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降幅继续缩小，延续向好趋势。

12 月份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出口金额为 112.0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增速转正，1-12 月累计

出口总额为 1344.98 亿美元，同比下降 8.3%；12 月份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金额为 140.66 亿美元，同

比下降 1.6%，降幅环比缩小 2.8pct，1-12 月累计出口总额为 1591.45 亿美元，同比下降 7.8%。越南

服装出口改善速度不及国内，但 12 月份降幅亦有所收窄，越南 12 月份服装出口同比-4.2%，1-12 月

服装出口累计同比-11.6%。国内服装出口进一步好转，2024 年海外服装补库需求叠加较低基数，出

口有望迎来拐点。 

 

图表 1. 12 月服装出口降幅有所收窄 

时间 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 服装及衣着附件 越南纺织品和服装出口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2022.1 27.1 27.1  17.0 17.0 24.1 34.4  

2022.2 (10.1) 11.9  (8.0) 6.1 25.8 30.9  

2022.3 22.4 15.1  10.9 7.4 17.3 22.5  

2022.4 0.9 11.1  2.4 6.2 25.4 21.6  

2022.5 15.8 12.1  24.9 10.2 19.9  21.7  

2022.6 8.0 11.3  19.1 12.0 18.9 21.6  

2022.7 16.2 11.9  18.5 12.9 14.8 19.8  

2022.8 (0.2) 10.2  5.1 11.6 - 23.1  

2022.9 (2.7) 8.7  (4.4) 9.4 24.1 24.3  

2022.10 (9.0) 6.9  (16.8) 6.4 5.7 21.9  

2022.11 (14.8) 4.6  (14.4) 4.2 (8.0) 18.5  

2022.12 (22.9) 2.0  (10.1) 3.2 (21.1) 14.5  

2023.1 (26.3) (26.3) (10.5) (10.5) (30.7)  (30.7) 

2023.2 (14.4) (22.4) (21.6) (14.7) 12.1  (19.6) 

2023.3 9.5 (12.1) 32.3 (1.3) (13.2) (17.4) 

2023.4 4.1 (8.0) 14.3 2.5 (23.9) (19.3) 

2023.5 (14.1) (9.4) (12.2) (1.1) (16.6) (17.8) 

2023.6 (13.8) (10.9) (13.9) (5.9) (14.0) (15.3) 

2023.7 (17.2) (11.9) (18.0) (8.3) (13.5) (15.1) 

2023.8 (6.4) (11.2) (12.5) (8.9) (17.8) (15.0) 

2023.9 (3.6) (10.3) (8.9) (8.8) 9.6 (12.1) 

2023.10 (5.8) (9.8) (10.3) (8.7) (0.7) (12.5) 

2023.11 (1.3) (9.2) (4.4) (8.6) (11.1) (12.7) 

2023.12 1.8 (8.3) (1.6) (7.8) (4.2) (11.6)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越南统计局，中银证券 

 

1.2 12 月份纺织制造企业营收数据持续边际向好 

近期多家纺织制造企业公布 12 月份单月营收数据，边际向好趋势延续。随着海外品牌客户开始清理

库存，各制造商 2023 年年初以来营收表现持续承压。但进入 10 月份后，下游客户去库存顺利推进

叠加去年同期较低基数，制造企业订单迎来边际好转。12 月份营业收入复苏趋势进一步明确，其中，

裕元集团、聚阳实业单月收入同比增速转正，丰泰企业、志强国际单月营收分别同比减少 1.69%、

0.93%，基本保持稳健。整体来看，Q4 我国纺织企业月度数据逐步改善，初步验证海外品牌去库存

基本进入尾声。纺织龙头具备产能布局、产品质量、优秀快反等优势，在当前订单弱复苏情况下市

占率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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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2023 年纺织制造企业月度营收同比数据 

 丰泰企业 裕元集团 志强国际 钰齐国际 聚阳实业 儒鸿企业 广越企业 

2023 年 1 月 (15.24%) (25.00%) (12.92%) 3.56% (16.45%) (42.85%) (11.82%) 

2023 年 2 月 (0.42%) (5.90%) (21.67%) 33.53% 3.76% (27.82%) (18.52%) 

2023 年 3 月 (22.15%) (21.30%) (0.95%) 0.84% 9.26% (35.78%) (4.32%) 

2023 年 4 月 (16.34%) (25.40%) 4.67% 8.14% (9.24%) (31.49%) 1.06% 

2023 年 5 月 (18.11%) (10.80%) (22.38%) (15.01%) (3.13%) (24.68%) 7.96% 

2023 年 6 月 (13.67%) (24.20%) (36.24%) (51.92%) 6.54% (33.87%) (9.62%) 

2023 年 7 月 (8.39%) (23.90%) (44.62%) (18.01%) (20.23%) (25.98%) (15.44%) 

2023 年 8 月 (2.60%) (19.80%) (48.37%) (63.34%) 7.48% (30.91%) (14.44%) 

2023 年 9 月 (21.72%) (28.70%) (36.63%) (65.70%) 15.38% (17.83%) (18.86%) 

2023 年 10 月 (5.97%) (17.30%) (33.86%) (40.07%) 1.87% 26.66% (26.85%) 

2023 年 11 月 4.26% (3.60%) (4.73%) (32.96%) (1.92%) 8.33% (48.44%) 

2023 年 12 月 (1.69%) 1.60% (0.93%) (48.70%) 31.07% 1.50% (48.19%)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中银证券        注：裕元营业收入数据为其制造业务营收 

 

1.3 迅销集团 FY2024Q1 营收增速亮眼，库存延续改善 

迅销集团发布 FY2024Q1（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业绩，优衣库各地区收入均有

所增长，其中北美、欧洲市场收入增长亮眼。Q1 公司实现营收 8108.33 亿日元，同比增长 13.2%，

归母净利润 1078.00 亿日元，同比增长 26.7%。分品牌看，优衣库/GU/全球品牌分别实现营收

6858.17/878.56/366.84 亿元，同比变化 14.52%/10.70%/-2.45%，GU 受益于 11 月气温降低下冬装产品

畅销，全球品牌业务受冬季气温偏暖、PLST 业务门店减少、欧洲需求疲软等影响，收入小幅下滑。

优衣库品牌内分地区看，日本 /大中华区 /亚洲及其他大洋洲地区 /北美 /欧洲分别实现营收

2444.98/1803.47/1312.73/579.71/717.26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47%/22.92%/18.99%/22.31%/34.18%，

全部地区收入均有所增长，新品持续开发下，北美、欧洲地区市场拓展顺利，营收增长亮眼。 

库存持续改善，存货周转天数同比减少 27 天。Q1 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54.6%，同比增长 1.5pct，主要

系公司加强订单控制、提升生产效率。销售及管理费用率为 37.2%，同比上升 0.2pct，剔除奖金计提

方式导致的变化外同比减少 0.3pct。期末公司存货同比减少 14.83%至 4857.24 亿日元，Q1 存货周转

天数同比减少 27 天至 114 天。 

海外头部品牌去库存进度进一步得到验证，2024 年纺织制造有望迎来拐点。海外头部品牌自 2022Q3

开始进入去库存周期，根据各品牌最新财报，当前库存均已呈现优化：Nike 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库存同比下降 14.44%至 79.79 亿美元，全市场鞋类和服装库存同比下降双位数；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Adidas/Puma 库存分别同比减少 23.21%/20.26%至 48.49/18.74 亿欧元。国外大牌服企库存

优化顺利，库存结构和新订单结构的改善有望为国内纺织制造企业带来营收增长。 

投资建议：1、短期消费信心不足，但品类、赛道偏刚性需求的男装行业，重点推荐：海澜之家、报

喜鸟、比音勒芬。2、盈利修复弹性较大，估值仍具性价比标的，重点推荐：波司登、锦泓集团。3、

体育服饰终端去库存接近尾声，2024 年奥运会有望形成催化，重点推荐：安踏体育、特步国际、李

宁。4、上游纺织制造拐点在即，龙头企业订单份额持续提升，重点推荐：华利集团、申洲国际、新

澳股份，建议关注：健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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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主要数据回顾 

2.1 本周股市回顾 

2024 年 1 月 8 日至 1 月 12 日期间，创业板(-0.81%)，深证成指(-1.32%)，沪深 300(-1.35%)，上证综

指(-1.61%)。纺织制造子板块涨幅为 0.44%，服装家纺子板块跌幅为 0.49%。纺织服装行业涨幅为

0.15%。 

 

图表 3. 本周纺织服装板块指数上行  图表 4. 本月多板块指数下行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5. 年内股指承压，纺织服装板块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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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鸟(18.32%)、*ST 中绒(12.59%)、金发拉比(10.02%)、

美邦服饰(8.48%)、江苏阳光(7.58%)、龙头股份(6.04%)、百隆东方(4.63%)、维格娜丝(3.53%)、日播

时尚(3.49%)、朗姿股份(3.23%)。 

个股方面，当周纺织服装行业跌幅前十：三毛派神(-4.25%)、华孚时尚(-4.37%)、三夫户外(-4.96%)、

起步股份(-5.31%)、探路者(-5.37%)、星期六(-5.48%)、摩登大道(-6.52%)、安正时尚(-12.96%)、美盛

文化(-17.88%)、康隆达(-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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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纺织服装行业太平鸟本周领涨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2.2 零售 

我国 11 月社零总额同比增长 10.1%，1-11 月累计同比增长 7.2%，11 月服装社零同比增长 22.0%，

1-11 月累计同比增长 11.5%。 

 

图表 7. 服装类零售额 11 月增速环比提升  图表 8.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零售额 11 月增速环比提升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9.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11 月上升  图表 10. 限额以上企业消费品零售额 11 月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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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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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当月同比下降(城市、农村)  图表13.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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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出口端 

12 月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出口同比转正。12 月我国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金额为 112.06 亿

美元，同比上升 1.85%（增速转正，同比+24.82pct）；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金额 140.66 亿美元，服

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额当月同比下降 1.6%（增速环比+2.78pct，同比+8.66pct）。 

 

图表 14.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额 12 月增速转正  图表 15. 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金额 12 月降幅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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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人民币汇率合理范围内波动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2.4 上游原材料 

图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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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12 16574.0  -0.31% 

Cotlook:A 指数 美分/磅 2024/1/11 90.4  -0.93% 

棉花:长绒棉:美国皮马 2 级（现货价） 美分/磅 2024/1/11 225.0  0.00% 

中外棉花价差 元/吨 2024/1/11 825.0  -3.51% 

CCFEI 价格指数:氨纶 40D 元/吨 2024/1/12 30000.0  0.00% 

粘胶短纤（市场价） 元/吨 2024/1/12 127000.0  903.95% 

涤纶短纤（市场价） 元/吨 2024/1/12 7170.0  -1.10%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原材料方面，本周内中外棉价差有所下跌。截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中国棉花价格指数:328 为 16574

元/吨，较上周下跌 51 元/吨，近一月上涨 241 元/吨，较年初上涨 112 元/吨；截至 2024 年 1 月 11

日，Cotlook:A 指数为 90.4 美分/磅，较上周下跌 0.85 美分/磅，近一月下跌 1.70 美分/磅，较年初下

跌 1.00 美分/磅；中外棉花价差为 825 元/吨，较上周下跌 30 元/吨，近一月上涨 714 元/吨，较年初

上涨 285 元/吨。 

棉纱价格本周有所上涨。截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中国纱线价格指数(CY Index):OEC10S 报 15380 元

/吨，较上周上涨 130 元/吨，近一月上涨 340 元/吨，较年初上涨 240 元/吨；中国纱线价格指数(CY 

Index):C32S 报 22640 元/吨，较上周上涨 110 元/吨，近一月上涨 440 元/吨，较年初上涨 260 元/吨；

中国纱线价格指数(CY Index):JC40S 报 25860 元/吨，较上周上涨 270 元/吨，近一月上涨 660 元/吨，

较年初上涨 490 元/吨。 

粘胶类价格本周上涨，涤纶类价格本周下跌。截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粘胶长丝报 43000 元/吨，较

上周报价未变，近一月报价未变，较年初报价未变；粘胶短纤 1.5D 报 12700 元/吨，较上周上涨 50

元/吨，近一月下跌 200 元/吨，较年初上涨 50 元/吨；涤纶短纤报 7276.67 元/吨，较上周下跌 10 元/

吨，近一月上涨 120 元/吨，较年初下跌 23 元/吨；涤纶 POY 报 7450 元/吨，较上周下跌 125 元/吨，

近一月上涨 20 元/吨，较年初下跌 150 元/吨；涤纶 DTY 报 8850 元/吨，较上周下跌 50 元/吨，近一

月报价未变，较年初下跌 50 元/吨。 

棉纱期货成交量、持仓数本周增加。截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棉纱期货成交量 36565 手，较上周增

加 2556 手，同比增加 7.52%。截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棉纱期货持仓数 24379 手，较上周增加 3261

手，同比增加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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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 2011 年以来 328 棉价整体下行  图表 19. 2018 年以来 328 棉价指数整体有所上行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20. 2011 年以来长绒棉 137 价格呈下行趋势  图表 21. 2018 年以来长绒棉 137 价格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22. 2011 年以来 Cotlook：A 指数走势有所下行  图表 23. 2018 年以来 Cotlook：A 指数总体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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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美国皮马 2 级长绒棉现货价格走势  图表 25. 2018 年以来美国皮马 2 级长绒棉现货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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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公告 

太平鸟：2023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3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4.15 亿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 2.30 亿元，同比增加 125%左右。预计 2023 年度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2.75 亿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

3.02 亿元。 

锦泓集团：2023 年年度业绩预告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3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 28,500 万元到 30,75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约 21,359 万元到 23,609 万元，同比增加约 299%到 330%。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 25,700 万元到 27,70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

加约 21,026 万元到 23,026 万元，同比增加约 449%到 493%。 

三夫户外：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9,169,329 股（含本数），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 18,000.00 万元（含本数），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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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新闻一览 

国际毛纺市场快讯：2023 年 1~11 月美国、日本和欧盟进口市场情况 

2023 年 1~11 月，美国毛纺产品进口额共计 38.3 亿美元，同比下跌 6.6%。其中，毛针织服装、毛梭

织服装进口量分别下滑13.3%和15.5%。同期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毛纺产品9.3亿美元，同比下跌20.9%。 

2023 年 1~11 月，日本毛纺产品进口额 1945 亿日元（约合 1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78%。同期，

日本从中国进口毛纺产品 712 亿日元，同比增长 5.7%。 

2023 年 1~9 月，欧盟毛纺产品进口额（欧盟区外进口）合 36.7 亿欧元（约合 40 亿美元），同比增

长 2%。其中，从中国进口 13 亿欧元，同比下跌 5%。（来源：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 

C40S-C60S 产销活跃 现阶段供应趋紧 

据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几家大中型纺企反馈，12 月下旬以来中高配 C40S 及以上的询价、出货持

续好转，不仅布厂直接采购增多，且此前一直大力降价抛货的棉纱贸易商也开启少量补库节奏，部

分纺企 C40S、C60S 订单已排到 4/5 月。目前销售好转使疆内外仓储库"双 28/双 29 双 30”等高指标

皮棉价格上涨幅度明显强于低等级皮棉。 

山东德州某纺企表示，近半个月来 C60S 普梳/精梳纱出货一直较活跃，库存持续下降，以美国、欧

盟、孟加拉等国回流订单为主，大多有溯源要求，纺企主要通过采用储备进口棉(美棉、澳棉、少量

高指标巴西棉)、港口保税/即期外棉或直接采购越南/印度 C60S 等多种方式解决。 

对于近期 C40S-C60S 出货持续回暖，业内分析有两点原因: 一是纺企原料库存普遍偏低，且 C50S 及

以上高支纱也鲜有累库;二是 12 月中旬以来出口订单和内销春夏季补单叠加，致使供应出现阶段性

紧张。浙江绍兴、萧山、兰溪等地织造厂反映，目前 C40S、C60S 等中高支紧密纺/赛络纺纱仍供需

偏紧，一些内地规模以上纺企门口出现排队提货或排单期 1 个月以后的现象。（来源：中国棉花网） 

伟星股份取得树脂钮扣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实现 PET 塑料瓶循环再利用 

金融界 2024 年 1 月 11 日消息，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一项

名为“一种树脂钮扣及其制备方法“，授权公告号 CN115505113B，申请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专利摘要显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树脂钮扣的制备方法，包括：将熔融解聚 PET 与柔性扩链剂进行

反应；将柔性改性的树脂预聚体与不饱和二元酸/酸酐进行酯化反应；将不饱和聚酯树脂前驱体与稀

释剂、阻聚剂进行反应；将不饱和树脂制备得到树脂钮扣。本发明通过选用己二酸和间苯二甲酸作

为不饱和树脂的原材料，同时采用扩链剂对于树脂进行改性处理，最终使得树脂结构中具有刚性与

柔性链段的结构，既具有较高的延展性和断裂伸长率，也有较好的抗冲击性。本发明采用 PET 塑料

瓶回收再利用制作的耐冲击性能优良的树脂钮扣，既可以实现 PET 塑料瓶循环再利用，又满足钮扣

在服装辅料上使用时必须具备的功能性要求以及耐冲击性能要求。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树脂钮扣。

（来源：金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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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板块近期事项 

5.1 解禁 

图表 26. 近期部分公司解禁一览 

代码 名称 解禁日期 解禁数量(万股) 解禁股份类型 

605055.SH 迎丰股份 2024/1/29 34,105.26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952.SZ 恒辉安防 2024/3/11 10,0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3041.SZ 真爱美家 2024/4/8 9,818.2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003.SZ 伟星股份 2024/4/22 13,208.8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979.SZ 华利集团 2024/4/26 102,091.5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5180.SH 华生科技 2024/4/30 12,041.2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5080.SH 浙江自然 2024/5/6 9,45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5189.SH 富春染织 2024/5/28 9,984.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3511.SH 爱慕股份 2024/5/31 34,557.22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5.2 近期增减持一览 

图表 27. 部分公司近期增减持一览 

代码 名称 公告日期 股东类型 方向 拟变动数量上限占总股本比(%) 

300005.SZ 探路者 2024-01-09 公司 减持 2.00 

603877.SH 太平鸟 2024-01-06 个人 减持 1.84 

002327.SZ 富安娜 2024-01-11 高管 减持 0.00 

603196.SH 日播时尚 2024-01-03 个人 减持 1.00 

603196.SH 日播时尚 2024-01-05 公司 减持 1.00 

603196.SH 日播时尚 2024-01-05 公司 减持 1.00 

605138.SH 盛泰集团 2024-01-13 公司 减持 1.00 

605138.SH 盛泰集团 2024-01-13 公司 减持 1.00 

603900.SH 莱绅通灵 2024-01-11 公司 减持 1.00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5.3 股东大会 

图表 28. 近期召开股东大会公司情况 

代码 名称 会议日期 会议类型 

002832.SZ 比音勒芬 2024-01-26 临时股东大会 

003016.SZ 欣贺股份 2024-01-25 临时股东大会 

002098.SZ 浔兴股份 2024-01-24 临时股东大会 

603558.SH 健盛集团 2024-01-24 临时股东大会 

002269.SZ 美邦服饰 2024-01-22 临时股东大会 

600630.SH 龙头股份 2024-01-19 临时股东大会 

002486.SZ 嘉麟杰 2024-01-18 临时股东大会 

002656.SZ ST 摩登 2024-01-18 临时股东大会 

600107.SH 美尔雅 2024-01-18 临时股东大会 

300918.SZ 南山智尚 2024-01-16 临时股东大会 

301177.SZ 迪阿股份 2024-01-16 临时股东大会 

603555.SH ST 贵人 2024-01-16 临时股东大会 

002269.SZ 美邦服饰 2024-01-15 临时股东大会 

002731.SZ 萃华珠宝 2024-01-15 临时股东大会 

600987.SH 航民股份 2024-01-15 临时股东大会 

601566.SH 九牧王 2024-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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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消费复苏不及预期 

目前内需仍有波动，若线下消费恢复不及预期，可能导致社会消费品零售及服装销售承压。 

2）市场竞争加剧 

龙头品牌积极完善全渠道销售建设，持续发力线下实体消费及线上电商渠道，增大营销推广，抢夺

用户流量，行业市场竞争激烈。 

3）原材料价格波动 

全球通胀叠加供需失衡，促使棉花、化纤等纺织原材料价格波动，对纺织服装企业成本管控带来挑

战，纺织龙头业绩不确定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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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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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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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