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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及本招股章程其他地方所呈列之若干事實、統計及數據，部分乃摘錄自多項
官方政府來源及研究報告。本集團相信，就是項資料而言，有關資料乃取自恰當來源，
於摘錄及轉載有關資料時已採取合理審慎之措施。本集團並無理由相信該等資料為虛
假或有誤導成分，亦並無理由相信當中遺漏任何事實，致使該等資料為虛假或有誤導
成分。資料尚未由本集團、獨家保薦人、包銷商或任何其他參與全球發售之人士獨立
核實，且無就其準確性作出任何聲明。有意投資者不應過份倚賴本招股章程所載任何
有關資料。

資料來源

中國紡織工業協會

獨立第三方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為中國政府認可之國家工業機構，提供業務諮詢、市
場資訊系統建設及協助中國紡織業進行市場開發。《中國紡織工業發展報告》並非由本公
司委聘編製。

Euromonitor

就進行全球發售，本集團已聘用Euromonitor對中國紗線及床品市場進行詳細分析並
提交報告（「研究報告」）。Euromonitor就提供研究報告及服務所收取之合約總金額為78,000
美元，本集團成功上市與否或研究報告內取得之結果如何，均與付款無關。日期分別為
二零零九年七月及十一月以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之研究報告載有（其中包括）二零零四年至
二零零九年間之歷史數據，以及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間之預測。

Euromonitor之研究主要為由上而下進行之中央研究，輔以由下而上之資訊，以更全
面準確地呈列中國床品及紗線市場之情況。Euromonitor已評估可公開取得之相關背景資
料，如主要製造商所刊發之年報及賬目，並將該等來源與現有資料及本公司所知作對照。
Euromonitor亦曾與多個組織進行貿易訪談，以納入多方意見及增加準確性。為核實所收
集之所有數據及資料，會檢查多個二手及一手資料來源，避免依賴任何單一資料來源。
此外，每名受訪者之資料及意見亦會與其他受訪者之資料及意見進行測試，以確保其可
信性及消除此等來源之偏見。

為 確 保 預 測 之 準 確 性，Euromonitor採 用 慣 常 之 數 量 及 質 量 預 測。此 等 預 測 讓
Euromonitor在可行情況下能一方面設定市場規模及增長趨勢等數值，從而提供詳盡深入
之過去及未來市場發展審閱，並（在可能情況下）同時與既有之政府╱行業數字、交易訪
談及分析工具（如衰退分析、時序分析及數據模式等）作出反覆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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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紡織業

棉花生產及市場

棉花為生產棉紡織品之主要原料。下表顯示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八年之全球棉花產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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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紡織工業協會《中國紡織工業發展報告2008/2009》

根據《中國紡織工業發展報告2008/2009》，於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八年，中國為全球
最大之棉花生產國，其產量佔全球產量逾20%。本集團位於山東省，於二零零八年，山東
省之棉花產量佔中國國內棉花總產量約13.9%，並為中國其中一個最大之棉花種植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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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示於所示期間國際及中國棉價之資料：

（單位：人民幣╱噸）

資料來源：中國紡織工業協會

國際棉花價格自二零零四年底一直維持穩定，但由二零零八年六月每磅0.7美元（或每
噸人民幣10,716元）下跌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每磅0.45美元（或每噸人民幣6,781元），跌幅
為35.7%。中國棉花價格走勢與國際棉花價格大致相若，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輕微下跌，
並由二零零八年六月每噸人民幣13,946元大幅跌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每噸人民幣10,790元，
跌幅為22.6%。於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八年間，國內棉花價格與國際棉花價格之差額維持
於每噸人民幣3,000元至每噸人民幣5,500元之間。

棉紗生產

根據Euromonitor，棉紗可根據棉紗支數分為以下類別。

棉紗種類 描述

粗支紗 18支及以下

中支紗 19支至28支

細支紗 29支至60支

高支紗 61支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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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中國之紗錠數目為1.04億錠，佔全球紗錠總數2.4億錠之43.3%，使其
成為全球最大棉紗生產國家。中國棉紗產量由二零零五年約1,440萬噸增至二零零八年約
2,150萬噸，複合年增長率約14.3%。

下表載列中國五大棉紗生產省份於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八年之產量：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產量

佔中國
產量

百分比 產量

佔中國
產量

百分比 產量

佔中國
產量

百分比 產量

佔中國
產量

百分比

（噸） （噸） （噸） （噸）

山東 3,677,700 26.0% 4,766,600 27.7% 5,609,600 28.1% 5,745,100 26.7%
江蘇 3,050,400 21.6% 3,505,600 20.4% 3,818,300 19.1% 2,767,800 12.9%
河南 1,388,000 9.8% 1,883,600 10.9% 2,466,600 12.4% 2,928,900 13.6%
浙江 964,100 6.8% 1,158,300 6.7% 1,467,100 7.4% — —

湖北 898,200 6.3% 1,066,400 6.2% 1,221,200 6.1% 879,810 4.1%
福建 — — — — — — 984,040 4.6%

資料來源：中國紡織工業協會《中國紡織工業發展報告2005/2006 – 2008/2009》

包括山東省在內之中國東部為中國主要棉紗生產中心。於二零零八年，中國五大棉
紗生產省份為山東省、河南省、江蘇省、福建省及湖北省，於二零零八年合共生產約
13,300,000噸棉紗，佔同年中國棉紗總產量約61.9%。山東省為中國最大棉紗生產省份。於
二零零八年，山東省之棉紗產量約為5,700,000噸，佔中國棉紗業總產量約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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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棉紗市場規模

下表顯示中國紗線產品於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九年按製造商銷售價值計之過往市場
規模，以及中國紗線產品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按製造商銷售價值計之預期市場規
模。

Euromonitor報告  — 中國紗線市場分析

下表顯示中國紗線產品於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八年按製造商銷售價格計之市場增長
過往複合年增長率，以及中國紗線產品於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按製造商銷售價格計
之市場增長預期複合年增長率。

增長

產品分部

二零零四年至
二零零九年

複合年增長率

二零一零年至
二零一二年

複合年增長率

紗線產品 9.4% 8.5%
— 粗支 3.6% 8.0%
— 中支 12.4% 8.4%
— 細支 10.3% 8.6%
— 高支 10.9% 8.7%

Euromonitor報告  — 中國紗線市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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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Euromonitor所進行市場調查，於二零零九年，按銷售價值計，細支及高支綿紗業
內五大公司佔總市場份額2.6%，而排名第一之公司則佔總市場份額1.3%，本集團為中國
細支紗及高支紗之第四大棉紗製造商，佔總市場份額0.2%。

中國棉紡織業之發展趨勢

當前棉紡織行業以「科學發展」和「產業升級」為兩大主導目標，着重提高裝備水平，
降低勞動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預期中國棉紗行業的發展走勢如下：

細支、高支紗之需求

由於中國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帶動了棉紡織品（特別是高檔紡織產品）之國
內消費。雖然自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細、高支紗及以該等紗線製成之棉製服
裝的市場需求（特別是美國市場）有所下降，導致棉紡織品及棉製服裝出口有所下降，但
是，隨着中國城市化進程步伐加快，城市人口對高支及超高支紡織產品之需求預期將逐
步增加。長遠來看，預期細支及高支紗將有進一步增長。

增加使用緊密紡紗

緊密紡紗是指在牽伸部位和紗線形成部位增加一個纖維凝聚裝置，利用氣流對牽伸
過的須條進行橫向積聚，使成紗毛羽減少，紗線光滑、緊密、堅固，條干均勻，強力比
普通精梳紗線大大提高。使用緊密紡的紗線可提高織布機的效率，同時也節省染料及上
漿和退漿成本，使布料更環保。緊密紡最適合製成高支紗，且製成的紗線可用於高檔色
織布料和高檔針織布料。高檔色織布料目前多用於高檔男士襯衫，極具增長潛力。

發展混紡

混紡是紡紗業的未來發展趨勢，也是最近中國政府出台的紡織工業振興規劃中棉紡
業位列頭條之一的鼓勵發展方向。預期重點將為發展與不同紗線及新材料混紡之纖維，
從而提升布料之功能性。

紡織業繁榮對本地經濟發展、刺激出口、創造就業機會、增加農民收入及加速城市
化步伐極為重要。為進一步發展紡織業，中央政府已自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九日起召開



行 業 概 覽

– 70 –

三次會議，並於二零零九年二月四日發表《紡織和裝備製造業調整振興規劃》及於二零零
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發表《關於提高輕紡電子信息等商品出口退稅率的通知》（財稅 [2009]43
號），據此，預期中國政府將實施以下措施：

‧  刺激內需及開拓國際市場。

‧  提升技術及開發專利品牌。

‧  加快替換落後機器。

‧  專注於以先進科技生產高增值及耗用較少資源之產品。

‧  提供財政支持及稅務優惠：若干紡織品及服裝之出口退稅率自二零零九年四月
一日起提高至16%。

床品業

中國之家紡市場

根據Euromonitor，家用紡織品包括床品及家居裝飾品如窗簾、沙發套╱桌布及桌旗
等。

近年來，經濟高速增長令國家收入及生活水平穩步提升。因此，國內家紡市場亦以
約20%之年增長率穩步增長。直至二零零八年，家紡業之國內零售價值達人民幣3,000億
元。家居相關紡織品之未來需求殷切，且為紡織業內最具市場空間及潛力之一環。

儘管面對全球金融危機，房地產市場蓬勃推動床品需求不斷增加，國內床品市場於
二零零八年繼續保持強勁增長。海外市場之入口需求轉弱亦迫使多間以出口為主之製造
商將重點轉向國內市場，造就了中國家紡市場於二零零八年底之增長。

受惠於國內房地產市場急速增長及住宅房屋條件及生活水平提升，中國家紡市場
近年來取得重大發展。旅遊業急速發展，加上海外需求強勁亦促使行業增長。根據
Euromonitor，國家專家相信，中國家紡業有大量擴展空間及龐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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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顯示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九年間中國家用紡織品之零售市場規模：

Euromonitor報告  — 中國床品及家紡市場分析

中國床品市場概覽

床品業為家紡業之其中一個分支。隨著住房制度改革、人民生活水平及審美觸覺持
續提升，客戶對床品更為重視，對產品質素及用料亦有更高要求。此促使行業不斷開發
新產品及建立獨特之品牌形象。

作為室內裝飾，床品已逐漸成為紡織業之焦點及客戶關注之一環。國內床品市場於
近年來取得驕人發展，國內床品零售價值由二零零四年之人民幣420億元飆升至二零零九
年之人民幣1,060億元，複合年增長率達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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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品大致可按價格、工序及質料分為高端、中端及低端產品，下表顯示床品之一般
分類。

工序 質料

高端 ‧  轉移印花
‧  平面印花

‧  長絨棉
‧  純絲
‧  棉纖維
‧  混紡

中端 ‧  繡花（鎖鏈針步
 繡花、全繡花）
‧  花樣繡花
‧  印花

‧  棉花
‧  絲
‧  混紡

低端 ‧  普通印花及圖案 ‧  棉花
‧  混紡

資料來源：Euromonitor報告－中國床品市場分析

下表顯示中國床品於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九年按零售銷售價值計之過往市場規模以
及中國床品市場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按零售銷售價值計之預期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Euromonitor報告  — 中國床品市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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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顯示中國床品於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九年按零售銷售價值計之市場增長過往複
合年增長率以及中國床品市場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按零售銷售價值計之市場增長
預期複合年增長率。

增長
二零零四年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至
二零一二年

產品分部 複合年增長率 複合年增長率

床品 20.2% 25%
 — 高端分部 41% 27.7%
 — 中端分部 20.2% 27.4%
 — 低端分部 16.7% 19.2%

資料來源：Euromonitor報告  — 中國床品市場分析

國內床品大部分為中檔產品。就大部分高級品牌而言，高檔產品、中檔產品及中低
檔產品之比例分別不超過10%（高）、60%（中）及30%（低）。就次級品牌而言，比例則分別
不超過5%（高）、60%（中）及35%（低）。一線城市為高檔產品之主要消費者，而二三線城
市則為中低檔產品之主要消費者。

床品消費架構隨著人民生活水平提升而改變。高檔產品、中檔產品及低檔產品之消
費比例由二零零四年分別約4%、60%及36%演變為二零零九年分別為8.9%、60%及31.1%。
高檔產品之比例不斷攀升，低檔產品之比例則正在下降，而中檔產品則仍然為市場主導。
傾向購買中高檔床品之消費者數目正日漸上升。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高檔及低
檔產品零售銷售額之複合年增長率估計分別為27.7%、27.4%及19.2%。

現時，主打創新設計之床品越來越受客戶愛戴，而以品牌設計、優質、舒適及健康
（即睡眠狀況）為賣點已成為床品之未來主要趨勢。當兩個品牌之質素及舒適度相同時，
床品之優質設計及獨特性將決定品牌於市場能獲得之優勢。

接受新興西方古典設計元素之中國家庭越來越多，而該等床品特別受年輕消費者歡
迎，被視為優質豪華之象徵。除於國內床品市場佔有重要地位之歐洲款式設計外，國內
品牌之新顏色配搭及設計亦迅速增長。業內認為創新設計及品牌建立為保持於市場穩固
地位之主要方法。

床品消費之變化首先反映於床品數目及式樣。常見種類由傳統之四件－棉被、床墊、
被套及枕頭，加入床罩及裙襬罩等配飾，以及長短枕套之新靈活套裝。現時，有五件、
六件甚至八件及十件之套裝。消費者傾向選用設計高貴及自然之床品，如色彩與整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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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匹配╱有補足作用及協調。另一方面，床品之主要功能已由保暖轉變為保健。功能性
產品已大量湧入市場。羽絨被及達克龍中空棉等單層保暖床品之受歡迎程度逐漸下降，
取而代之為採用純棉布料且具備保健功能之新床品，大部分填充料及布料亦顯示具備抗
菌及驅蝨功能。

中國床品市場競爭環境

現時有超過1,000間企業專門製造床品，主要位於廣東、上海、山東、浙江及江蘇。
床品市場之特點為地區性強，意即若干品牌可能於若干地區屬著名品牌或於地方上具有
優勢，但於其他地區則鮮為人知。根據Euromonitor，於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二零零
八年及二零零九年，五大床品企業分別佔中國床品市場零售銷售價值約6.3%、6.3%、6.4%
及6.8%。於二零零九年，按零售銷售價值計，Euromonitor將本公司列為中國第八大床品製
造商，佔總市場份額0.4%。

大型床品企業主要以自營店舖及特許經營權門市作為市場推廣渠道，而床品之分銷
渠道仍以大賣場、床品專門店、超級市場及百貨公司等可供客戶測試產品之傳統零售渠
道為主。儘管網上購物及電視購物等新興零售渠道十分方便，但用於床品銷售方面並無
優勢，原因為互聯網及電視所顯示之圖象之顏色通常與真正產品之顏色存在差異，更重
要是客戶未能檢視產品質素。下圖顯示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九年各零售渠道按床品總銷
售價值計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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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monitor報告  — 中國床品及家紡市場分析

下圖顯示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九年床品分銷渠道按床品製造商零售銷售價值計之貢
獻。

Euromonitor報告  — 中國床品及家紡市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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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數十年之發展，中國床品市場已有重大轉變。部分較強之國內品牌經已崛起，
而以高端用戶群為主之海外品牌亦已開始進軍中國市場。下圖顯示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
九年國內床品品牌及海外床品品牌按零售銷售價值劃分之市場份額。

Euromonitor報告  — 中國床品及家紡市場分析

與其他行業相比，中國床品業仍處於「大行業，小企業」之狀態，市場相當分散。大
部分著名品牌仍集中於區內而非於全國分銷產品。部分資金充裕之企業已完成於全國開
設零售店舖之初步計劃，旨在讓品牌躋身全國及提升受歡迎程度。其他地方品牌已取得
強勁銷售業績，並正積極將市場擴展至其他省份及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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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金融危機未有對中國床品零售業構成嚴重影響，即使出口壓力沉重，行業仍
然穩步發展。下圖顯示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九年用於國內銷售及出口之中國製床品按銷
售價值計之比例。

Euromonitor報告  — 中國床品及家紡市場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