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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电商指数增长，关注国货品牌 618

大促 
  

——轻工纺服行业周报（20240603-0607）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 主要观点 

行情回顾：本周（2024.06.03-2024.06.07，下同），A股 SW纺织服饰

行业指数下跌 4.25%，轻工制造行业下跌 5.76%，而沪深 300 下跌

0.16%，上证指数下跌 1.15%。纺织服装和轻工制造在申万 31 个一级

行业中涨幅排名分别为第 24 位和第 30 位。 

 

1）纺织服装：5 月服装电商景气指数实现增长，坚定 6 月市场增长信

心。 

5 月纺服专业市场景气指数小幅波动，6 月预计充满信心。中国纺联流

通分会景气监测结果显示，2024 年 5 月，全国纺织服装专业市场管理

者景气指数为 50.16，较上月下降 1.88pcts；专业市场商户景气指数为

50.08，较上月下降 0.34pcts。从商户景气指数来看，其分项指数中，

库存指数为 49.86，较上月上升 1.06pcts。5 月市场进入淡季，市场经

营业绩小幅下降。展望 6 月，管理者方面，下期管理者景气指数为

52.26，较上月上升 0.97pcts；下期经营环境指数为 50，较上月下降

1.29pcts。商户方面，下期商户景气指数为 52.1， 较上月下降

0.96pcts；下期经营环境指数为 53.04，较上月上升 0.11pcts。四项预

判指数均高于 50，专业市场管理者与商户对 6 月的经营情况较有信

心。 

 

中国服装电商景气指数为51.51，较上月上升0.38；分项指数中，生产

景气指数为 51.66，较上月上升 0.07；电商景气指数为 51.81，较上月

上升 0.52;组货商指数 51.07，较上月上升 0.55。5 月服装电商进入夏

装销售旺季，自 5 月下旬开始，进入电商 618 销售周期，电商行业整

体活跃度高，经营情况稳定向好。从分项指数看，5月三个分项指数均

实现上升，且全部在 50 以上，电商生产企业、电商销售企业、电商供

货商等各类主体，5月经营情况整体向好，夏装销售情况良好。企业生

产销售情况良好，生产景气指数 7 个分项指数全部高于 50。电商供货

型企业处于 4月、5 月预售订单的叠加周期，进入夏装生产旺季，订单

量大，生产效率高，景气值整体处于较高区间。 

 

比音勒芬（002832.SZ）：总投资近 23亿建设总部基地。6月 6日，比

音勒芬发布“关于投资建设公司总部基地项目的公告”，该项目所在地

为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公司已于 2022 年 12 月购买取得该地块使用

权，土地成交金额 2.09 亿元，该地块属于一类工业用地，建设用地面

积 9.18 万平方米，拟分三期逐步建设投入使用。该项目拟建设国际时

尚产业总部、国际时尚发布中心、高端面料研发中心、智能板房中心

(板房库)、检测中心、小型智能生产车间(专业制造 T 恤)、公司品牌博

物馆、直播等新零售运营中心、员工健身运动中心，预计 8-10 年建设

完成。通过自有或自筹资金建设“湾区时尚产业总部基地”意在加强

公司市场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加快新零售布局，提

升数字化运营能力，提高品牌国际影响力及提升公司附加值，从而进

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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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轻工制造：家居企业分红回馈股东，看好龙头 Q2 业绩增长。 

家居上市公司陆续发布 2023年分红公告，欧派第二，顾家第五，索菲

亚第六。数据显示，50家 A 股上市企业中，43家企业实施现金分红，

占比 86%，合计分红规模达 172.01 亿元。在 43 家企业中，30 家分红

超亿元，包括居然之家、尚品宅配、华帝股份等。其中，公牛集团、

欧派家居、伟星新材、顾家家居等分红均超 10 亿元。 

 

水星家纺（603365.SH）：减持股东拟合计减持不超 1%公司股份。6

月 5 日，水星家纺发布公告称，董事李道想先生、董事李丽君女士及

其一致行动人李芳蕾女士、李丽娜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914.63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29%。董事李道想、董事李丽君及其一致行动

人李芳蕾、李丽娜拟于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

之后的 3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60 万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来

确定。若在减持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

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股份数、股权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2）跨境电商：SHEIN 半托管模式上线，未来拟伦敦 IPO。 

SHEIN 计划申请伦敦 IPO，预计估值 500 亿英镑。据 Sky News 消

息， SHEIN 计划在未来几天内秘密申请伦敦上市，公司准备向英国金

融监管局提交招股说明书，以获得上市前的批准。此次上市估值将达

到约 500 亿英镑，将成为多年来英国资本市场上最重大的交易之一。

SHEIN 凭借创新的柔性供应链技术、尖端数字化平台以及一体化出海

赋能服务，持续激发各产业带释放出海新质生产力，塑造极具竞争力

的国际品牌形象，其业务覆盖超过 150 个国家，在全球拥有 1.5 亿用

户。公司 2023年利润超 20亿美元，超过了 2022年 7亿美元的净收入

和 2021 年的 11 亿美元。SHEIN 持续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孕育出海新

质生产力，同时不断加大智慧供应链仓储物流中心等基础设施的投

入，对跨境电商的高质量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有力拉动更多跨境品

牌、商家及产业带成功扬帆出海。 

 

SHEIN 半托管模式上线，平台多模式进一步延展。另外，6 月 3 日， 

SHEIN 正式上线“半托管”模式。据亿邦动力了解，已经有超过 2 万

名商家关注 SHEIN“半托管”模式上线进展。SHEIN 平台对入驻“半

托管”的卖家目前无业绩门槛要求，开店无需任何额外费用，即“0月

租”、“0佣金”就能在 SHEIN 上快速开店及开启销售。在 SHEIN 的半

托管模式下，商家需在海外本地有库存，并可进行本土履约，平台还

推出半托管专属流量支持，当前可入驻站点为美国站。随着“半托

管”正式上线，SHEIN 平台多模式进一步延展。不同类型的出海卖家

拥有丰富的选择，生产型企业、贸易型企业以及品牌卖家均可结合自

身情况在 SHEIN 提供的代运营赋能、自主运营和半托管等多种出海模

式下充分选择，不断深入海外各市场的本地拓展、提升品牌影响力，

为全球消费者持续提供个性化以及高效率的购物体验。 

   
◼ 投资建议 

建议关注：纺织服装（A 股）：报喜鸟、比音勒芬、海澜之家、伟星股

份、华利集团、锦泓集团、台华新材、歌力思、三夫户外等；纺织服

装（港股）：安踏、李宁、波司登等。轻工制造：欧派家居、志邦家

居、匠心家居、顾家家居、慕思股份、公牛集团、太阳纸业、浙江自

然等。跨境电商：拼多多（美股）、华凯易佰、赛维时代、致欧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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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Table_RiskWarning] 
◼ 风险提示 

原材料价格波动；终端消费疲软；行业政策变动风险；市场竞争加剧

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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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观点：服装电商指数增长，关注国货品牌

618 大促 

1.1  纺织服装：5 月服装电商景气指数实现增长，坚定 6

月市场增长信心。 

5 月纺服专业市场景气指数小幅波动，6 月预计充满信心。中

国纺联流通分会景气监测结果显示，2024 年 5 月，全国纺织服装

专业市场管理者景气指数为 50.16，较上月下降 1.88pcts；专业市

场商户景气指数为 50.08，较上月下降 0.34pcts。从商户景气指数

来看，其分项指数中，库存指数为 49.86，较上月上升 1.06pcts。

5 月市场进入淡季，市场经营业绩小幅下降。展望 6 月，管理者方

面，下期管理者景气指数为 52.26，较上月上升 0.97pcts；下期经

营环境指数为 50，较上月下降 1.29pcts。商户方面，下期商户景

气指数为 52.1， 较上月下降 0.96pcts；下期经营环境指数为 53.04，

较上月上升 0.11pcts。四项预判指数均高于 50，专业市场管理者

与商户对 6 月的经营情况较有信心。 

 

中国服装电商景气指数为 51.51，较上月上升 0.38；分项指数

中，生产景气指数为 51.66，较上月上升 0.07；电商景气指数为

51.81，较上月上升 0.52;组货商指数 51.07，较上月上升 0.55。5

月服装电商进入夏装销售旺季，自 5月下旬开始，进入电商 618销

售周期，电商行业整体活跃度高，经营情况稳定向好。从分项指

数看，5 月三个分项指数均实现上升，且全部在 50 以上，电商生

产企业、电商销售企业、电商供货商等各类主体，5 月经营情况整

体向好，夏装销售情况良好。企业生产销售情况良好，生产景气

指数 7个分项指数全部高于 50。电商供货型企业处于 4月、5月预

售订单的叠加周期，进入夏装生产旺季，订单量大，生产效率高，

景气值整体处于较高区间。 

 

比音勒芬（002832.SZ）：总投资近 23 亿建设总部基地。6 月

6 日，比音勒芬发布“关于投资建设公司总部基地项目的公告”，

该项目所在地为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公司已于 2022 年 12 月购

买取得该地块使用权，土地成交金额 2.09 亿元，该地块属于一类

工业用地，建设用地面积 9.18 万平方米，拟分三期逐步建设投入

使用。该项目拟建设国际时尚产业总部、国际时尚发布中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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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面料研发中心、智能板房中心(板房库)、检测中心、小型智能生

产车间(专业制造 T 恤)、公司品牌博物馆、直播等新零售运营中心、

员工健身运动中心，预计 8-10 年建设完成。通过自有或自筹资金

建设“湾区时尚产业总部基地”意在加强公司市场竞争力和综合

实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加快新零售布局，提升数字化运营能力，

提高品牌国际影响力及提升公司附加值，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 

 

1.2  轻工制造：家居企业分红回馈股东，看好龙头 Q2 业

绩增长。 

 

家居上市公司陆续发布 2023 年分红公告，欧派第二，顾家第

五，索菲亚第六。数据显示，50 家 A 股上市企业中，43 家企业实

施现金分红，占比 86%，合计分红规模达 172.01 亿元。在 43 家

企业中，30 家分红超亿元，包括居然之家、尚品宅配、华帝股份

等。其中，公牛集团、欧派家居、伟星新材、顾家家居等分红均

超 10 亿元。 

 

水星家纺（603365.SH）：减持股东拟合计减持不超 1%公司

股份。6 月 5 日，水星家纺发布公告称，董事李道想先生、董事李

丽君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李芳蕾女士、李丽娜女士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1914.6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29%。董事李道想、董事

李丽君及其一致行动人李芳蕾、李丽娜拟于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3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60 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减持

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来确定。若在减持期间公司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

股份数、股权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1.3  跨境电商：SHEIN 半托管模式上线，未来拟伦敦

IPO。 

SHEIN 计划申请伦敦 IPO，预计估值 500 亿英镑。据 Sky 

News 消息， SHEIN 计划在未来几天内秘密申请伦敦上市，公司

准备向英国金融监管局提交招股说明书，以获得上市前的批准。

此次上市估值将达到约500亿英镑，将成为多年来英国资本市场上

最重大的交易之一。SHEIN 凭借创新的柔性供应链技术、尖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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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平台以及一体化出海赋能服务，持续激发各产业带释放出海

新质生产力，塑造极具竞争力的国际品牌形象，其业务覆盖超过

150 个国家，在全球拥有 1.5 亿用户。公司 2023 年利润超 20 亿美

元，超过了 2022 年 7 亿美元的净收入和 2021 年的 11 亿美元。

SHEIN 持续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孕育出海新质生产力，同时不断

加大智慧供应链仓储物流中心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对跨境电商的

高质量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有力拉动更多跨境品牌、商家及产业

带成功扬帆出海。 

 

SHEIN半托管模式上线，平台多模式进一步延展。另外，6月

3 日， SHEIN 正式上线“半托管”模式。据亿邦动力了解，已经

有超过 2 万名商家关注 SHEIN“半托管”模式上线进展。SHEIN

平台对入驻“半托管”的卖家目前无业绩门槛要求，开店无需任

何额外费用，即“0月租”、“0佣金”就能在 SHEIN 上快速开店及

开启销售。在 SHEIN 的半托管模式下，商家需在海外本地有库存，

并可进行本土履约，平台还推出半托管专属流量支持，当前可入

驻站点为美国站。随着“半托管”正式上线，SHEIN 平台多模式

进一步延展。不同类型的出海卖家拥有丰富的选择，生产型企业、

贸易型企业以及品牌卖家均可结合自身情况在 SHEIN 提供的代运

营赋能、自主运营和半托管等多种出海模式下充分选择，不断深

入海外各市场的本地拓展、提升品牌影响力，为全球消费者持续

提供个性化以及高效率的购物体验。 

 

2  市场回顾 

2.1  板块行情回顾 

本周（2024.06.03-2024.06.07，下同），A 股 SW 纺织服饰行

业指数下跌 4.25%，轻工制造行业下跌 5.76%，而沪深 300 下跌

0.16%，上证指数下跌 1.15%。纺织服装和轻工制造在申万 31 个

一级行业中涨幅排名分别为第 24 位和第 3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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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期间 A 股大盘指数和各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本周SW纺织服装二级行业中，子行业均承压，跌幅最大的为

服装家纺，下跌 4.57%，饰品、纺织制造分别下跌 3.94%、3.92%。 

 

图 2：期间 A 股申万纺织服装板块子行业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本周SW轻工制造二级行业中，子行业均承压，下跌幅度最大

的是造纸，下跌6.84%；下跌幅度最小的是家居用品，下跌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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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期间 A 股申万轻工制造板块子行业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2.2  本周轻工纺服股资金流向 

本周北上资金增持幅度较大的有鸿博股份、石头科技、索菲

亚、东峰集团、中锐股份、松炀资源、喜临门、美利云、森马服

饰、安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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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本周轻工纺服及家电行业北上资金持股比例变化前十名 

证券简称 

沪(深)股通持股

占流通 A 股比例%

（最新收盘日） 

沪(深)股通持

股占流通 A 股

比例%（1 周

前） 

比例差（%） 证券简称 

沪(深)股通持

股占流通 A 股

比例%（最新收

盘日） 

沪(深)股通持

股占流通 A 股

比例%（1 周

前） 

比例差（%） 

鸿博股份 2.2176 0.9935 1.2241 松炀资源 1.2269 0.9384 0.2884 

石头科技 10.7692 10.0041 0.7652 喜临门 1.7405 1.4669 0.2736 

索菲亚 20.6006 19.9974 0.6031 美利云 0.6514 0.4080 0.2434 

东峰集团 2.2039 1.7065 0.4975 森马服饰 9.5293 9.3021 0.2272 

中锐股份 0.5036 0.0760 0.4276 安克创新 15.4513 15.2633 0.1880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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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禁情况 

*备注：具体解禁市值由解禁日期的股票收盘价格为准，表中解禁市值=解禁日期收盘

价*解禁数量 

 

4  风险提示： 

原材料价格波动；终端消费疲软；行业政策变动风险；市场

竞争加剧风险等。 

  

表 2：近期及下周轻工纺服及跨境电商行业股票解禁信息 

代码 简称 

解禁 变动前(万股) 变动后(万股) 

日期 
数量 市值 

股份类型 总股本 流通 A 股 
占比

(%) 
总股本 流通 A 股 

占比

(%) (万股) (万元) 

603801.

SH 
志邦家居 

2024-

06-11 
218.39 3,253.97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43,654.78 43,218.01 99.00 43,654.78 43,436.39 99.50 

301355.

SZ 
南王科技 

2024-

06-13 

4822.7

9 

48,613.7

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

份 
19,509.79 4,878.00 25.00 19,509.79 9,700.79 49.72 

838163.

BJ 
方大新材 

2024-

06-13 
54.01 832.77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12,900.80 6,083.74 47.16 12,900.80 6,137.74 47.58 

833075.

BJ 
柏星龙 

2024-

06-14 

3999.6

1 

40,556.0

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

份 
6,481.50 2,462.38 37.99 6,481.50 6,461.99 99.70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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