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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61656;   2006年，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国内消费

市场活跃，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就业增加较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力地促进了我国

服装行业的发展。

 

&#61656;   2006年，我国服装行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年共生产服装170.02亿件，其中梭织服

装80.96亿件，针织服装88.64亿件，与2005年同期相比分别提高了11.86%、12.48%和11.17%。

同时，我国服装需求整体旺盛。1－10月，全国共消费服装产品1294.2亿元，同比增长19.1％。

进出口方面，2006年我国服装及衣着附件累计进口16.97亿美元，同比上升了5.5%，纺织品和

服装出口总值1470.85亿美元，同比增长25.14%，占全国外贸出口总值的15.18%。

 

&#61656;   2006年，我国服装行业进入一个平稳运行阶段，行业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

升级，因此，行业整体效益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企业效益提高，市场容量逐渐扩大，企业竞

争力增强。从服装行业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来看，2006年行业效益较2005年有所提高，但效益

增速放缓，行业营运能力增强，但有待进一步提高，行业发展能力较2005年有所下降，发展

势头放缓。

 

&#61656;   2006年，我国女装和童装市场发展态势良好，行业供需保持平衡。但是男装行业发

展较为滞后，职业装、休闲运动装等行业发展也不充分，和国外有较大的差距。

 

&#61656;   按照区域划分，2006年我国服装行业区域分布特征明显，东部经济发达的广东、浙

江等五省市集中了行业绝大多数的产量、资产和行业利润，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服装行业发

展非常落后。而且，我国服装行业区域间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61656;   2006年，我国共有服装企业11988家，其中以中小型企业为主。按照所有制类型划分

，外商和港澳台企业以及私营企业数量最多。从企业经济效益角度看，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

司、红豆集团有限公司、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衣恋时装(上海)有限公司、江苏雅鹿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利郎（福建）时装有限公司的经济效益较好。

 

&#61656;   行业发展方面，我国服装行业面临着各种内外部风险，包括汇率风险、运行风险、



国外反倾销风险等。因此，银行应该重点对大型企业、外资和股份制企业以及东部发达省份

的企业进行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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