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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户外防晒板块，红利主线持续 
  

——轻工纺服行业周报（20240701-0705）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 主要观点 

一、行情回顾：本周（2024.07.01-2024.07.05），A股SW纺织服饰行

业指数下跌 1.34%，轻工制造行业下跌 1.39%，而沪深 300 下跌

0.88%，上证指数下跌 0.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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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位/第 21 位。行业内本周北上资金增持幅

度较大且为我们建议关注的公司包括嘉益股份、伟星股份、乐歌股

份、致欧科技、华凯易佰等。 

 

二、核心逻辑： 

1）纺服行业：体育赛事带动运动消费潮，关注品牌服饰增长+下半年

出口补库持续。 

 

品牌服饰：夏日经济催化，防晒及户外服饰销售表现亮眼。防晒服饰

为季节性品类，5-7月为销售高峰期间，蕉下品牌售价为 199元的蕉下

宽松防晒服（AL417）在 7天内销量达 2万件。波司登拓展户外防晒品

类成效显著，2024财年，公司防晒户外功能服装的销售额达10亿元。

且考虑到户外活动生活化、全民化，叠加体育赛事临近，我们预计户

外运动等相关产业有望催化。京东物流与报喜鸟达成战略合作，合肥

报喜鸟服饰 KA 仓正式开仓。此次合作将为报喜鸟旗下多个国际服饰

品牌提供仓配一体服务，提升线下千家门店订单满足率，助力降本增

效。我们认为品牌服饰进入夏装销售时期，看好下半年品牌服饰销售

修复，建议关注报喜鸟、海澜之家、比音勒芬、波司登、锦泓集团

等。 

 

运动服饰：运动经济催化，运动品牌销售亮眼。我们认为得益于体育

赛事的积极影响，我国体育服饰及用品销售趋势向好。随着欧洲杯热

度持续飙升，义乌体育相关产品产销两旺。据义乌海关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24 年 1-5 月，义乌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 41.0 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44.4%。户外品牌服饰销售表现良好，迪卡侬中国公共事务总监

表示 6 月迪卡侬大户外销售保持同比 10%的增长，户外徒步表现尤为

突出，同比增长超过 20%。随着暑期到来，年轻人和家庭逐渐成为户

外消费的主力军。我们认为随着奥运赛事催化下，运动服饰亮眼销售

表现将持续，建议关注安踏、李宁、361 度等。 

 

纺织制造：行业“主动补库”开启，需求持续修复。海外主要市场去

库存取得一定效果，纺服产品补库存动力较强，体育赛事带动需求增

长，加之我国稳外贸政策综合效能的持续发挥，纺服出口总体保持稳

中有进的态势。5月我国对东盟出口纺服同比增长21.3%，东盟国家政

府通过政策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营商环境、提高生产效率，以支持经

济持续增长。我们认为制造端处于补库修复阶段，此外 24 年巴黎奥运

会也有望带动纺服制造产业需求量，建议关注华利集团、伟星股份、

新澳股份等。 

 

2）轻工行业：我们认为轻工出口补库中后段，龙头企业自身α成为增

长护城河。海运费短期扰动，优质制造出海长逻辑无忧。关注家居利

好政策催化及泛家居产品零售稳健增长。 

 
[Table_Industry] 行业: 纺织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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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ReportInfo] 相关报告： 

《体育赛事及夏日经济催化，关注运动和

品牌服饰龙头表现》 

——2024年 06月 30日 

《纺服社零修复，关注运动和品牌服饰龙

头成长》 

——2024年 06月 23日 

《5 月纺服出口保持增长，看好下半年出口

情况》 

——2024年 06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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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链：我们认为 23年海外补库需求重启后，轻工出口链如保温杯、

办公椅、庭院产品等或有望持续受益，随着近期航运价格带来的扰

动，企业自身的α和客户认可度则成为未来撑起长期成长的重要因

素。因中美之间集装箱运价不断上涨，导致美国家具公司采取包括提

高价格和征收运费附加费在内的措施。爱室丽家居 Ashley Furniture 将

于 7 月中旬开始进行涨价，顾家家居北美公司 Kuka Home 向经销商表

示其将对从中国和越南工厂运往北美的所有产品加收 2500 美元的临时

运费附加费。海运价格持续增长，看好海外仓发展趋势。近期，多家

航运公司再度调涨 7 月费率，到欧洲的运价最高接近 1 万美元。我们

认为，海运价格短期内仍将处于高位，看好海外仓持续布局的出口型

轻工龙头，建议关注轻工细分行业龙头匠心家居、嘉益股份、乐歌股

份等。 

 

家居板块：继 6 月 5 部门印发《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

点的措施》的通知，地方开展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标准提升行

动，福建市场监管局印发《福建省推进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标

准提升行动方案》。我们认为，国家多次发文鼓励家居适老改造、以旧

换新，推动泛家居行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建议关注：欧派家居、志

邦家居、顾家家居等。 

 

造纸&包装：瓦楞纸价格震荡下行，短期区间价格调整。据生意社数

据，本周瓦楞纸价格震荡下行，7 月 4 日瓦楞原纸 140g 出厂均价为

2610 元/吨，与 6 月 30 日均价 2632 元/吨相比下降了 0.84%。上游原

料方面，本周浙江地区废纸价格大稳小动，纸厂多根据自身需求窄幅

调整。供应方面，7月初规模纸厂发布调价举措，玖龙东莞、天津基地

下调部分原纸价格 30-50 元/吨，带动部分区域纸厂报价下调。需求方

面，下游市场需求仍显薄弱，包装厂采购意愿不强，纸厂库存略有增

加。我们预计短期瓦楞纸价格保持区间价格调整，我们看好造纸行业

龙头若随着产能扩增和产能利用率、供应链效率提升，未来或带来稳

定增长，建议关注太阳纸业，特种纸长期具有成长空间，建议关注：

华旺科技、五洲特纸等。 

 

3）跨境电商：全球电商市场快速增长，跨境电商头部平台竞争加剧，

我们认为海外仓向上成长的空间可观，关注跨境电商头部平台及海外

仓板块成长。 

亚马逊多渠道配送 App 上线，会员日临近单量下降。亚马逊多渠道配

送（MCF）现在已与多家品牌独立网站（DTC）的建站平台实现了系

统集成。MCF 通过由亚马逊开发（Built by Amazon）的应用程序在常

见的 DTC 建站平台提供无缝连接，使卖家能够将 DTC 网站订单自动

化，减少手动工作。6月亚马逊卖家单量震荡不止，随着会员日临近，

单量开始缓步下滑。7月 4日美国独立日假期到来，将出现一个销量低

点；会员日前一周单量还将加速下滑，除了大促前消费者抑制购物的

因素，TikTok 等多个平台提前大促也将明显分流。建议关注：拼多多

（美股）、SHEIN（未上市）、华凯易佰、赛维时代、致欧科技等。 

 

三、行业跟踪： 

6 月纺服专业市场景气指数上升。中国纺联流通分会景气监测结果显

示，2024 年 6 月，全国纺织服装专业市场管理者景气指数为 54.62，

较上月上升 4.46 个百分点；专业市场商户景气指数为 50.37，较上月

上升 0.28 个百分点；两项指数均高于 50。6 月夏装热销，市场经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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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明显提高。6 月，58.06%的市场经营总额增加，较上月上升 38.71

个百分点；58.06%的市场物流发货量增加，较上月上升 41.93 个百分

点。6 月专业市场电商销售情况良好，61.29%的市场电商销量增长，

较上月上升 61.29 个百分点；20.59%的市场商户电商销量增长，较上

月上升 10.45 个百分点。预计 7 月，管理者景气指数、管理者经营环

境指数、商户景气指数、商户经营环境指均高于 50，专业市场管理者

与商户对 7 月的经营情况较有信心。 

 

1-5 月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2%，较上年同期增加

7.8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纺织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4%，利润总额

同比增长 27.3%，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3.0%，同比增长 0.5 个百分点。

从细分行业看，纺织业营收同比增长 4.6%，利润同比增长 23.2%；化

纤业同比增长 16.2%，利润同比增长 169.1%；服装业同比增长

0.6%，利润同比增长 1.8%。 

 

四、公司近况： 

华凯易佰（300592.SZ）：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王安祺于 2024 年 7

月 5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1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王安祺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

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此次增持。增持后，王安祺

持有公司股份 323.95 万股，占总股本的 0.80%。 

 

台华新材（603055.SH）：公司披露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拟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总额为 505.6 万股，其中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为 484 万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为 21.6

万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5.27 元/股。首次授予的激

励对象共计 32 人。此次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至所有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

止，最长不超过 48 个月。   
◼ 投资建议 

建议关注： 

纺织服饰：伟星股份、华利集团、报喜鸟、海澜之家、比音勒芬、新

澳股份、锦泓集团、台华新材、歌力思、三夫户外等；港股：安踏体

育、李宁、波司登、361 度等。 

轻工制造：欧派家居、志邦家居、匠心家居、嘉益股份、公牛集团、

太阳纸业、华旺科技、顾家家居、慕思股份、五洲特纸、裕同科技、

浙江自然等。港股：玖龙纸业等。 

跨境电商：拼多多（美股）、SHEIN（未上市）、华凯易佰、赛维时

代、致欧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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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