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節載有有關本集團所從事行業及其他相關行業分部的資料及統計數據。本公司

自政府及貿易組織出版的正式刊物摘取該等資料及數據，有關資料及數據並非由本集

團委託編製。

董事相信該等資料及統計來源為恰當來源及董事在摘錄及複製時已盡量小心。董

事概無理由相信該等資料及統計數據可能屬虛假或誤導或相信任何遺漏的事實致使該

等資料及統計屬虛假或誤導。本集團、售股股東、保薦人、包銷商或任何其他參與股

份發售的人士，並無獨立核證該等資料及統計數據，亦概無對其準確性作出陳述。

棉紡織行業

棉花是用途最廣泛的天然纖維之一，可用於生產如服飾、家居用品及工業用品等數

以千計的實用產品。纖維一般會先紡成紗，然後再進一步加工為其他紡織及成衣產品。

相比起其他天然及人造纖維，棉花的主要優點在於其擁有多種功能、穿著舒適、自然的

外觀及吸濕能力，而並無任何其他纖維可同時擁有所有棉花的獨特優點。

儘管已發明其他化學纖維（如滌綸）及可選用如羊毛及亞麻布等其他天然纖維，惟

棉花仍為成衣及紡織製造業的主要原材料之一。根據國際棉業諮詢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刊發的報告，於二零零九年，棉花仍佔全球終端紡織纖維消耗量約 36.5%，其中約

44%的全球棉花終端消耗量源自北美、西歐及亞洲╱大洋洲國家等工業國。

由於廣泛使用新技術及於新地區種植棉花，於過去數十年，全球棉花產量顯著上

升。於二零零九年，全球棉花產量約為 23.11百萬噸，與二零零零年相比的複合年增長

率為2.10%。

全球棉花產量

資料來源：二零零九年╱一零年中國紡織行業發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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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棉業諮詢委員會，種植棉花的國家超過八十個。然而，大部分棉花主要產

自少數國家，而五大生產國（即中國、印度、美國、巴基斯坦及巴西）合共佔二零零九

年全球產量約 71%，當中以中國的產量最高，佔全球總產量約 28%。由於中國於全球紡

織及成衣市場佔有主導地位，中國不僅為全球最大的棉花消耗國，亦為全球最大的棉花

進口國，而美國則為最大的出口國。

二零零九年全球棉花產量

資料來源：二零零九年╱一零年中國紡織行業發展報告

全球棉紗及布產量

全球棉紡織纖維（最終用途）消耗量於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九年期間由約 19.98百萬

噸增加至約 23.96百萬噸，在棉花紡織品需求如此殷切的情況下，全球棉紗及棉布的產

量亦分別由二零零零年的 19.22百萬噸及 11.67百萬噸增加至二零零九年的 35.97百萬噸及

17.93百萬噸，複合年增長率分別約為7.2%及4.9%。

下表分別載列對過去十年主要棉紗及棉布生產國的分析：

全球棉紗產量 全球棉布產量

資料來源：全球紡織品需求，二零一零年九月，國際棉業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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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鄰近原棉資源及擁有廉價勞動力，全球棉紗及棉布的產量於過去十年由若干亞

洲發展中國家主導，其中包括中國、印度及巴基斯坦。該三個國家於二零零九年分別合

共佔全球棉紗及棉布總產量約 83%及80%，當中中國亦為最大生產國，於該年佔全球棉

紗及棉布總產量約 67%及41%。相反，由於勞工成本相對較高，於過去十年，美洲及歐

盟等工業國分佔棉紗及棉布的產量日漸縮減。舉例而言，美國的棉紗及棉布產量分別由

二零零零年約 1.9百萬噸及 0.91百萬噸下降至二零零九年約 0.60百萬噸及 0.16百萬噸，期

內跌幅為68.4%及82.4%。

全球紡織品貿易

由於衣服為以棉花生產的主要貨品，棉紗及布產量在全球市場增加亦對全球成衣及

紡織產品貿易造成影響。於過去十年，全球成衣及紡織品出口貿易額由二零零一年的

3,420億美元增加約 54%至二零零九年的 5,270億美元。於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七年期

間，出口量增長可能是由於收入增長、棉花價格及在紡織品貿易中逐漸融入世貿的規則

的有利趨勢所帶來的綜合效應。全球經濟自二零零七年年底開始衰退，出口活動的增長

於二零零八年放緩，並於二零零九年下滑。

根據世貿的資料，中國為全球最大出口國，於二零零九年的市場佔有率約為32%。

中國的主要成衣出口市場包括美國、歐盟及日本。

紡織及成衣品全球出口貿易總額

資料來源：二零零一年至二零一零年世貿國際貿易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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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成衣及紡織行業的發展

於過去十年，全球成衣及紡織行業經歷以下結構性轉變：

全球成衣及紡織貿易政策開放

成衣及紡織多邊貿易開放始於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在世貿主導下落實紡織品及

成衣協議 (ATC)。在ATC的十年過渡期間，進口配額逐步撤銷，令發展中國家可出

口更多貨品，而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世貿訂約國獲全面撤銷配額制度。

儘管根據ATC撤銷配額，惟全球衣服及紡織品貿易仍未全面融合，美國及歐盟

於二零零五年初仍對中國的紡織品及服飾進口實施若干新保護措施。作為二零零一

年加入世貿的條件之一，其中一項條款訂明，倘中國激增進口量而可能致使國內市

場及生產受到干擾，則世貿成員國可限制中國的紡織品及服飾進口。美國及歐盟推

出的該等保護措施分別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及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分階段結束。

根據世貿的資料，於歐盟取消對進口自中國的十類紡織品及衣服的增長上限後，對

歐盟的出口於二零零八年激增37%。隨著該等保護措施被撤銷，董事預期棉紡織品

的國際貿易將更為活躍。

全球紡織製造活動出現轉往發展中國家的地區性轉移

根據國際棉業諮詢委員會的資料，亞洲的發展中國家帶動對棉紡織廠的使用需

求，自二零零零年起，與棉紗及棉布產量的趨勢一致，大部分棉紡織廠的用量增長

乃來自中國、印度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於二零零九年，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及土

耳其合共佔全球紡織廠棉花消耗量約72%。

事實上，亞洲的發展中國家近年吸引了對紡織行業的龐大投資。根據亞洲開發

銀行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刊發的工作底稿，自二零零零年起，紡織機械主要輸往亞洲

（尤其是中國）。十一個主要亞洲紡織國分佔的全球棉花紡紗產能由二零零零年的

64.7 %提高至二零零五年的 74.1 %，而中國則佔亞洲棉花紡紗總產能的一半。此

外，於過去十年，紡織產能的現代化亦於亞洲急速進行。舉例而言，按全球產能計

算，亞洲九名主要生產商的無梭織機佔有率由二零零零年的26%上升接近一倍至二

零零五年的 49.2%。由於紡織生產正由香港、南韓及台灣等東亞新工業化經濟體遷

往中國以及越南等其他南亞及東南亞國家，故董事相信此投資趨勢將會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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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全球棉紡廠消耗量

資料來源：二零零九年╱一零年中國紡織行業發展報告

中國棉紡織行業

紡織行業被視為中國的「支柱產業」之一。於二零零九年，紡織行業具規模的企業

所產生的總工業產量達人民幣 37,980億元，佔同年國內生產總值約11.32%。棉紡織行業

為中國紡織行業中的主要分部之一。

作為棉紡織行業的主要原材料，棉花仍於中國大部分省份、直轄市及自治區種植。

中國的主要種植區可分為三個區域：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及西北地區。黃河流域地區包

括山東、河北、河南、山西及陝西等北方省份以及北京及天津兩個直轄市；長江流域地

區包括江蘇、安徽、湖南、江西及浙江省；西北地區主要包括新疆及甘肅省西北部。下

表顯示主要棉花生產省份及其各自佔二零零九年中國總產量的百分比：

二零零九年中國棉花生產分佈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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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圖所顯示，於二零零九年，三大棉花生產自治區及省份（即新疆、山東及河

北）佔全國產量逾50%，而新疆為單一最高產量生產地，佔全國產量約38%。

下圖顯示國內（CC指數 328級）及國際（Cotlook A遠東）棉花指數自二零零八年一月

至二零一一年五月的變動：

國際棉花價格指數與國內價格指數的比較

資料來源：中國棉花協會 (http: / /www.china-cotton.org)

作為農產品，皮棉的供應及質量易受本集團無法控制的若干因素影響，包括天氣、

蟲患及其他天然災害，該等因素可能導致供應短缺及品質劣質以及棉價上漲。作為於國

內及國際上買賣的商品，皮棉的市價亦會不時出現波動。

期內，國內棉花價格與國際棉花價格同樣呈現上升趨勢。Cotlook A遠東指數由二

零零八年一月的每磅約 73.25美仙上升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的每磅約 167.7美仙，往績期

間增幅約為128.9%。根據國際棉業諮詢委員會的資料，主要由其他競爭農作物如大豆、

玉米及小麥的種稙區域增加而使棉花的種稙區域減少，導致供應短缺及全球存貨量減

少，故國際棉花價格自二零零九年四月起一直上升。CC指數328級亦由二零零八年一月

的每噸約人民幣 13,622元上升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的每噸約人民幣 27,034元，往績期間

增幅約為109.2%。根據美國農業部的資料，國內棉花價格亦受供應短缺推動，供應短缺

乃由於二零零九╱一零年棉花行銷年度（即二零零九年八月至二零一零年七月期間）的

實際消耗量較預測為高。因此，棉花價格於二零一一年第一季繼續上升，而Cotlook A

遠東指數及CC指數328級每月平均價格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分別達到每磅229.7美仙及每噸

人民幣 30,732元。自始，每月平均棉價（CC指數 328級）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下跌至約每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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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29,005元，並於二零一一年五月進一步下跌至約每噸人民幣 25,042元。該下跌乃

由於國際 (Cotlook A)及國內棉價格自二零一零年九月約連續七個月總升後出現的市場調

整以及棉花廠對棉的消耗量減少所致。

下表示列本地（CC指數328級）棉指數走勢與本集團主要皮棉級數的實際採購價格比

較：

皮棉採購價格

CC指數由中國實際交易價格資料組成，並由本集團用於就其皮棉採購作主要價格

參考。因此，本集團實際皮棉價格走勢與CC指數走勢一致，但有一段短時間落後於指

數，因為本集團訂立三個月至六個月的中期採購合約，且合約價格參考當時CC價格指

數水平而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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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紗線及布產量

中國紗線產量 中國布產量

資料來源：二零零六年至二零一零年中國紡織行業發展報告 資料來源：二零零六年至二零一零年中國紡織行業發展報告

於過去五年，中國的紗線及布產量分別由二零零五年約14.12百萬噸及37,761,000,000

米增加至二零零九年的 24.06百萬噸及 56,744,000,000米，複合年增長率分別約為 14%及

11%。

紡紗及紡衣活動主要集中於棉花生產省份。如上表顯示，包括山東省、浙江省及江

蘇省的中國東部地區佔二零零九年全國紗線及布產量約50%，並一直被視為中國的主要

棉花紡織生產及成衣及紡織出口地區。

中國中部地區的紡紗業亦十分發達，單是河南省便佔二零零九年全國棉紗產量約

14%，而該區的紡衣業的重要性則較低。

至於中國 西部地區，儘管紗線及布的 產 量分別由二零零五年的 0 . 7 8 百 萬 噸及

1,961,000,000米增加至二零零九年的 1.26百萬噸及 2,792,000,000米，複合年增長率為 13%

及 9%，惟其佔全國產量的比例仍然偏低。對二零零九年紗線及棉花產量的地區比例作

出的比較顯示，大部分產自西北部的棉花亦會被運往其他地區進行紡紗，而西北地區區

內的紡紗及紡織活動發展仍處於相對較低水平。

根據二零零九年╱一零年中國紡織行業發展報告所公佈的統計數據，二零零九年於

中國及陝西省的紗線及布總產量分別約為24.06百萬噸及56,744,000,000米以及0.25百萬噸

及746,000,000米。基於上述數字，以二零零九年紗線及布產量計算，董事估計本集團於

中國及陝西省市場份額分別約為0.09%及0.16%以及約為8.97%及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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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棉紡織品出口

作為全球最大成衣及紡織品出口國，於二零零九年，中國的總成衣及紡織品出口價

值約為 1,710億美元，較二零零四年增加約 76.28%。下圖載列於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九

年期間各類紡織及成衣品的出口趨勢及組成部分。

中國紡織及成衣品出口貿易組成部分

資料來源：中國紡織行業發展報告

如上圖所示，棉花及化學纖維所製的成衣及紡織品為中國出口貿易的主要組成部

分。於二零零九年，棉花及化學纖維紡織品合共佔成衣及紡織品出口貿易總額約77%，

而棉紡織品出口貿易的市場份額則佔中國貿易總額約37%。

上圖亦顯示，受二零零八年底開始出現的全球經濟衰退所影響，成衣及紡織出口增

長於二零零八年放緩，並於二零零九年下滑。

中國棉紡織行業的發展趨勢

自全球經濟於二零零八年底開始衰退後，中國政府於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期間

為紡織行業推出一項紡織工業調整和振興計劃的復甦計劃，旨在維持行業的可持續發

展，並加快行業結構性革新以保持其競爭力。在眾多措施當中，董事相信，以下措施將

對中國棉紡織行業的發展帶來較深遠的影響：

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尤其集中於西部開發

根據中國就紡織業發展規劃的第十一個五年規劃（二零零六年至二零一零年），

由於棉花及羊毛等天然纖維供應充足及勞動成本較低，西部地區將發展為天然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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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基地，令該地區可與集中於其他較高增值活動的東部地區融合，以優化行業結

構，並於中國發展出一個全面的紡織行業生產鏈。西部開發的理念獲重申為紡織工

業調整和振興計劃的主要措施之一。

於二零零九年，成衣及紡織行業的總固定資產投資約為人民幣 3,102億元，其

中新棉紡織加工項目價值約為人民幣794.2億元，佔中國的總投資約25.6%，較二零

零八年增加約11.25%，僅次於成衣分部為中國第二大投資項目。

儘管大部分新棉紡織項目投資亦於東部及中部地區進行，於二零零九年分別佔

總投資額約 54.53%及 37.73%，西部地區錄得較高的投資增長比率，達到 28.94%，

而東部及中部地區則分別為 5.27%及 17.60%。於西部地區，四川、陝西及新疆為最

有利的新投資地點，而貴州省、重慶直轄市及陝西省則錄得較高的投資增長比率。

因此，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董事預期西部地區將持續錄得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而

日後將有更多新棉紡織投資項目於西部地區進行。

加快技術升級及淘汰落後產能

為提高生產力及產品質素，《紡織工業調整和振興計劃》亦鼓勵加快採用先進的

紡紗及紡織技術，以在行業產品系列中提高精梳棉紗及無結紗以及功能性織品等高

利潤產品的比率。

隨著於過去數年不斷作出投資，採用先進技術的比率迅速增加。舉例而言，於

二零零七年至二零零九年，緊密紡紗機的產能由約 2,000,000個紡錠增加至 4,000,000

個紡錠，而於二零零九年，氣流紡紗機的數目亦達到約2,500,000台。若干與高利潤

產品相關的指標亦穩步上揚。舉例而言，精梳棉紗及無結紗佔中國總棉紗產量的百

分比分別由二零零八年約27.1%及64.13%上升至二零零九年的27.82%及65.39%。

作為保護環境的策略之一，《紡織工業調整和振興計劃》亦強調淘汰低效能及高

污染的落後生產技術的國家政策。就棉紡織行業而言，若干紡紗及紡織機器被分類

為《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 2005年本）》中的「淘汰」類別，其中於一九四九年新中

國成立前生產所有的細紗機及於一九七九年及以前生產的A512、A513型號細紗機

為主要的淘汰機器。

隨著繼續採用新技術及淘汰落後產能，董事預期中國棉紡織行業的競爭力將進

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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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成衣及紡織品國內消耗量

於二零零九年，全球經濟衰退令中國的成衣及紡織出口量減少。鑒於外部需求

減少，中國政府出台一系列宏觀經濟措施以進一步刺激國內消耗量，藉此減少對以

出口海外帶動經濟增長的依賴。中國紡織工業協會估計，二零零九年的國內消耗量

佔行業銷售總額約80%，較二零零八年的77%為高。

根據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的資料，可支配收入增加為帶動國內消耗量的主要因

素。

如下圖所示，於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九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約人民

幣8,600元增加至人民幣 25,600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15%。於二零零九年，城市居民

的可支配收入水平較鄉村居民高約3.3倍，顯示城市居民的購買力遠遠較高。

中國市民收入水平

資料來源：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零年中國統計年鑑

下圖顯示中國市民於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九年的開支趨勢。隨著可支配收入水

平提高，城市居民的人均總開支約為鄉村居民的 3.07倍。由於購買力較高，中國衣

服消費亦主要來自城市居民。於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九年期間，城市居民的人均衣

服開支由約人民幣 534元倍增至人民幣 1,284元。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於二零零九年

進行的調查，於二零零九年調查前過去十二個月，上海、杭州、天津及北京等若干

較富庶城市的衣服消費高達人民幣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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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開支水平

資料來源：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零年中國統計年鑑

鑒於城市居民為中國成衣及紡織品的主要消費群，彼等對其購買品所用原料的

消費喜好或會對棉紡織行業的發展造成重大影響。於同一調查亦顯示，逾90%受訪

者於購物時偏好選擇純棉產品，其次為羊毛及絲質產品。因此，董事相信中國對棉

製品的需求顯示國內棉紡織品製造商具有良好的前景。

有關中國監管框架的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附錄五「相關中國法律及法規概

要」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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