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 2021年，我国宏观经

济实现良好开局，经

济运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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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实现稳步回升，

制造业增势良好。

原材料价格上涨，带动

工业品出厂价格较快上

行；消费价格在供需两

端推动下温和回升。

两年年均  7%
两年年均  22.6%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增速稳步回升，

总规模基本恢复到疫情前

水平

修复速度加快，

化纤、产业用纺织品行业

发挥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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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1~4月，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实

现两年年均增长8%

u 限额以上单位服装鞋帽

针纺织品零售额两年年

均增长2.5%

u 穿类商品网上零售额两年

年均增长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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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其中，服装出口额两年年均增长

6.5%，表明终端外需开始恢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海关

u 生产端与需求端基本同步

恢复向好

u 纺织行业内在结构调整进

一步深化

u 内需市场总体稳步改善，

出口阶段性快速反弹





数据来源：HIS Makit，WTO，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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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2021年，世界经济、贸易

实现 ，但

Ø 支撑因素：疫苗应用日益

广泛，主要国家经济刺激

措施显效

Ø 基础不稳固：供给端复苏

总体超前于需求端，且好

于需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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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美国劳工统计局， HIS Ma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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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随着疫苗广泛接种及经济刺激措施实施，美国经济显著恢复，就业情况持续改善，带动

供给端与需求端均实现稳步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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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美联储，美国劳工统计局，国际清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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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日本内阁府，欧洲统计局，英国、俄罗斯、越南、印度、巴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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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由于疫情防控形势尚未好转，经济政策未能

执行到位，欧洲发达国家及日本经济复苏相

对缓慢，需求端疲弱。

u 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大部分经济结构脆弱

（依赖旅游业、资源出口、制造出口等），在人

流、物流尚未摆脱疫情制约的情况下，经济

普遍难以明显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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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增速 2019 2020E 2021FØ 以疫苗的推广进度及其

有效性为条件

Ø 预计三季度末前后逐渐

进入常态化复苏阶段

Ø 抗药新毒株

Ø 美元流动性变化

Ø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低收入国家遭受更多经

济损失

Ø 国家内部个人收入分化

可能加剧

影 响：

u 消费需求

u 国际供应链

u 大宗商品价格

u 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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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2021年以来，服装类商品消费需求整体呈

现改善趋势，美国在经济复苏背景下消费

回升最为明显。

u 疫情防控形势好转、社交接触恢复、消费

场景更为丰富，对于服装消费需求的改善

具有重要影响。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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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消费增长具备一定的收入

支撑条件，走势取决于经

济复苏可持续性和消费场

景的恢复。

u 关注经济复苏水平分化、

个人收入分化对于消费市

场可能产生的影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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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稳定，

经济形势向好，将推动内

需消费稳步增长。

u 市场消费意愿随着经济增

长及社会活动恢复，仍有

提升空间。

u 注重满足全面小康与全面

脱贫背景下的多层次内需。



数据来源：印度商业和工业部，印尼统计局，土耳其统计局，越南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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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国际纺织产业链、供应

链尚未完全恢复正常运

转，短期内提供出口订

单区域转移机遇。

u 在复杂国际形势下，国

际供应链布局调整将随

疫情好转继续推进；高

质量构建国际化的产业

资源配置体系仍是发展

重点。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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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经济复苏、供给短缺、流

动性宽松等多重因素推高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u 预计三季度以前大宗商品

价格整体将在高位调整。

u 注意防范原料价格大起大

落风险。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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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同比 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u 货币政策基本保持稳定，流动性较为充裕，

市场利率将在相对低位平稳运行。

u 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为人民币汇率稳健运

行奠定基础；美国通胀压力增加，降低人民

币大幅升值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