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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运行分析与展望 

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产业研究部 

 

2023 年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2023 年以来，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通胀高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

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世界经济正呈现出“三高一低”（高核心通胀、高利率、

高风险、低增长）的新特点；我国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内自然灾害频发、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等多重挑战，宏观经济整体呈现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

的恢复过程。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仍处于 2020 年超常规增长后的恢复、调整

期，主要产品生产保持了稳步增长，但受部分重点子领域市场需求下滑、企业间

竞争加剧的影响，行业的销售、利润、进出口和投资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根据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对约 300 家样本企业

的调研，2023 年行业的景气指数为 58.2，与 2022 年同期相比小幅回升（如图 1）。 

 

图 1  近年来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景气指数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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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能利用率平稳回升，主要产品生产稳步增长 

 

2023 年，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主要产品的生

产保持稳步增长。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全年产能利用率呈现稳步回升的态势，根据

协会对样本企业的调研，2023 年样本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约 75%，相比上半年提

高 2.5 个百分点，超过四成的样本企业产能利用率超过 80%。 

根据协会统计，2023 年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纤维加工总量达到 2034.1 万

吨，同比增长 3.8%（见表 1）。作为产业用纺织品的主要原材料，我国非织造布

的产量为 814.3 万吨，与 2022 年基本持平。 

表 1  2023年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纤维加工量（按应用领域计算） 

类别 纤维加工量（万吨） 同比（%） 

医疗与卫生用纺织品  348.8  -1.2  

过滤与分离用纺织品  164.7   2.0  

土工用纺织品  138.3   5.5  

建筑用纺织品   87.8  -1.0  

交通工具用纺织品   87.9  15.5  

安全与防护用纺织品   59.8  10.0  

结构增强用纺织品  151.6  12.0  

农业用纺织品   90.5   1.5  

包装用纺织品  127.1   4.0  

文体与休闲用纺织品   51.5   7.0  

篷帆类纺织品  337.9   2.5  

合成革用纺织品  110.0   2.0  

隔离与绝缘用纺织品   59.5   7.0  

线绳（缆）带类纺织品   95.8   6.0  

工业用毡毯（呢）类纺织品   64.5   7.5  

其它   58.7   2.5  

合计 2034.1   3.8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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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盈利能力承压，企业分化进一步加速 

 

2023 年，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的经济运行呈现前降后升态势。根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2023 年产业用纺织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非全口径）的营业收入与利润

总额同比下降 5.8%和 19.1%，降幅分别较上半年收窄 1.8 个百分点和 22.4 个百

分点，特别是进入 12 月后主要经济指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反弹。总体来看，行

业企业的盈利能力普遍承压，尽管 4.1%的营业利润率较上半年提升 1.2 个百分

点，但仍处于近十年来的最低点（如图 2）。 

 

图 2  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利润率情况（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激烈的市场竞争引发了企业主要产品价格的下行以及经营分化的持续加剧。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 年产业用纺织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相比 2019 年

已大幅增长 53.2%，更多新晋入局者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企业议价空间

进一步缩小，根据协会调研，2023 年企业主要产品价格指数为 40.1，尽管相比

2022 年同期（38.7）有所回升，但仍处于低位。过度竞争也导致了企业经营分化

现象进一步加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 年产业用纺织品行业规模以上企

业的亏损面达到 23.8%，相比 2022 年扩大 4.2 个百分点，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同比

增长 39.5%，相比 2022 年增加了 11.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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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3年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规模以上企业）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分领域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 年我国非织造布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同比下降 5.2%和 19.1%，利润总额增速较上半年大

幅收窄 46.8 个百分点，毛利润率和营业利润率分别为 13.4%和 3.2%，分别较上

半年提升 1 个百分点和 2 个百分点（见表 2）。 

绳、索、缆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同比下降 1.7%和

4.9%，毛利润率和利润率分别为 13.4%和 3.6%，分别同比下降 0.6 个百分点和

0.1 个百分点。 

纺织带、帘子布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同比下降 6.1%

和 37.1%，毛利润率为 12.9%，同比下降 2.3 个百分点，利润率为 3.1%，同比下

降 1.6 个百分点。 

篷、帆布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同比下降 11.7%和

29.3%，毛利润率达到 17.2%，同比增长 0.4 个百分点，营业利润率为 5%，同比

下降 1.3 个百分点。 

土工、过滤用纺织品所在的其他产业用纺织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营业收入

和利润总额分别同比下降 4.4%和 8%，毛利润率和营业利润率分别达到 17.8%和

6%，均为行业最高水平。 

 

项目 单位 
产业用   

纺织品 
非织造布 

 绳、

索、缆 

纺织带和

帘子布 

篷、

帆布 

其他      

产业用 

营业收入 ±% -5.75  -5.23  -1.74  -6.06  -11.69  -4.37  

营业成本 ±% -5.16  -3.99  -1.11  -3.54  -12.12  -5.76  

毛利率 
% 14.79  13.38  13.44  12.93  17.22  17.81  

±百分点 -0.53  -1.11  -0.55  -2.28  0.41  1.22  

利润总额 ±% -19.06  -19.14  -4.88  -37.13  -29.32  -7.96  

利润率 
% 4.06  3.19  3.63  3.14  5.01  6.00  

±百分点 -0.67  -0.55  -0.12  -1.55  -1.25  -0.23  

产成品周转率 % 13.07  14.55  13.53  11.59  9.71  13.16  

总资产周转率 % 0.93  0.88  1.13  1.02  1.05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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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投资渐趋谨慎，高质量投资保持活跃 

 

2023 年，非织造布行业企业对于新项目的投资仍偏谨慎，超过 45%的样本

企业全年内没有进行新项目投资或建设。据不完全统计，2023 年，我国新增纺粘

及熔喷非织造布生产线约 45 条、水刺非织造布生产线约 25 条、针刺非织造布生

产线约 135 条，合计新增产能超过 85 万吨。 

关于 2024 年的投资计划，协会调研显示，样本企业的投资意愿相比 2023 年

有明显回暖迹象，超过七成的企业在 2024 年有新项目投资计划；在有投资意向

的样本企业中，对于既有设备升级改造、厂房建设、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方面的投

资比重相比 2023 年普遍提升，行业企业在高质量投资方面持续保持活跃。 

 

四、海外市场需求持续萎缩，行业出口增速下行 

 

（一）出口情况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23 年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的出口额（海关 8 位 HS

编码统计数据）为 387.7 亿美元，受海外市场需求疲弱的影响同比下降 11.2%，

但较疫情前整体出口规模仍保持稳步增长，自 2019 年以来行业出口额的年均增

长率为 9.1%。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在产业链配套和技术创新方面，主要产品

在质量、服务和价格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 

1.主要产品出口情况 

从出口金额来看，产业用涂层织物、毡布/帐篷是目前行业前两大出口产品，

2023年的出口额分别达到 45.2亿美元和 38.4亿美元，分别同比下降 9%和 12.5%。

其他传统产品中，线绳（缆）带纺织品、帆布、包装用纺织品的出口额分别为 31

亿美元、28.2 亿美元、17.2 亿美元，分别同比下降 4.9%、6.2%、7.9%，降幅较

上半年有不同程度的加深；革基布、产业用玻纤制品的出口额分别为 22.9 亿美

元和 19.7 亿美元，均同比下降 7.6%，降幅较上半年分别收窄 2.9 个百分点和 0.8

个百分点。 

受不同应用领域需求差异的影响，非织造布及相关制品的出口呈现不同走势。

2023 年，海外市场对我国非织造布卷材的需求回暖，出口量达到 130 万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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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9.1%，价值 38.1 亿美元，受出口单价下滑的影响，出口额同比下降 3.1%，

对越南、日本、印度尼西亚等主要出口国的出口额降幅均超过 10%；一次性卫生

用品（尿裤、卫生巾等）海外市场保持活跃，出口额达到 3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7%，其中对菲律宾、俄罗斯的出口额增速超过 20%；出口药棉、纱布、绷带

等医用敷料价值 1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7%；口罩和非织造布制防护服（含医

用防护服）的出口持续走弱，出口额分别为 8.9 亿美元和 7.3 亿美元，分别同比

下降 73.3%和 32.5%；湿巾出口 7.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6%。 

在海外需求减弱的影响下，行业主要产品的出口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其中，产业用涂层织物、毡布/帐篷的出口均价分别下降 9.1%和 7.3%，非织造布

卷材、产业用玻纤制品、医用敷料出口均价的降幅均超过了 10%（见表 3）。 

表 3  2023年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及主要产品出口情况 

产品名称 
出口额 

（亿美元） 

出口额
增速 

（%） 

出口量
增速 

（%） 

出口价格
增速
（%） 

产业用纺织品行业 387.7 -11.2 1.7 -12.7 

产业用涂层织物 45.2 -9.0 0.1 -9.1 

毡布、帐篷 38.4 -12.5 -5.6 -7.3 

非织造布 38.1 -3.1 9.1 -11.2 

一次性卫生用品 33.2 11.7 18.5 -5.7 

线绳（缆）带纺织品 31.0 -4.9 -0.8 -4.1 

帆布 28.2 -6.2 2.3 -8.3 

合成革、革基布 22.9 -7.6 0.1 -7.7 

产业用玻纤制品 19.7 -7.6 7.7 -14.2 

包装用纺织品 17.2 -7.9 0.6 -8.5 

擦拭布 14.3 1.5 10.0 -7.7 

医用敷料 10.3 -16.7 -2.4 -14.7 

线绳（缆）带纺织品/线 9.1 -6.6 0.1 -6.7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2.主要市场出口情况 

以产业用纺织品占比较大的 56 章（非织造布；特种纱线；线、绳、索、缆

及其制品）和 59 章（工业用纺织品）为例，亚洲是最大的出口地区，占出口总

额的 57.2%，其次是欧盟和拉美市场，份额分别为 11%和 9%。2023 年非洲市场

对我国 56 章和 59 章产品的需求有所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 4%，带动非洲市场

的份额从 2022 年的 7.7%提升至 8.7%。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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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1%。 

图 3 2023年我国重点产业用纺织品（56章、59章）的主要出口地区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越南、美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是我国 56 章、59 章产品的主要出口

国，占出口总额的 31.1%。近年来，俄罗斯在我国出口市场中的份额不断提升，

已从 2019 年的 2.5%提升至 2023 年的 3.5%，2023 年我国 56 章、59 章产品对俄

罗斯的出口额同比增长 14.4%。 

 

（二）进口情况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23 年，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的进口额（海关 8 位

HS 编码统计数据）为 52.1 亿美元，同比下降 14.9%。 

近年来，我国对于主要产品的进口需求持续走弱。其中，非织造布的进口需

求自 2020 年后连续下降，2023 年的进口额为 8.2 亿美元，同比下降 10.3%，进

口量同比下降 14.9%；产业用玻纤制品、产业用涂层织物等传统产品的进口额分

别为 6.6 亿美元和 5.3 亿美元，分别同比下降 8.8%和 20.9%；近年来，随着国货

国潮的兴起以及卫生用纺织品企业竞争力的持续提升，我国对尿裤、卫生巾等一

次性卫生用品的进口需求进一步下降，2023 年的进口额降幅达到 27.5%；2023 年

亚洲
57.2%

欧盟
11.0%

其他欧洲国家
4.0%

拉丁美洲
9.0%

非洲
8.7%

北美洲
7.9%

大洋洲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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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于高端医用敷料的进口需求有所增强，进口额为 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5.6%

（见表 4）。 

表 4  2023年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及主要产品进口情况 

产品名称 
进口额 

（亿美元） 

进口额

增速 

（%） 

进口量

增速 

（%） 

进口价格

增速

（%） 

产业用纺织品行业 52.1  -14.9  -16.9  2.3  

非织造布 8.2  -10.3  -14.9  5.4  

产业用玻纤制品 6.6  -8.8  -10.6  2.1  

产业用涂层织物 5.3  -20.9  -21.8  1.1  

安全气囊 4.4  -5.8  -3.2  -2.6  

结构增强用纺织品 4.3  -33.9  -51.9  37.4  

一次性卫生用品 3.1  -27.5  -42.4  26.0  

医用敷料 2.9  5.6  93.6  -45.5  

线绳（缆）带纺织品 2.4  -1.9  -15.3  15.8  

工业用毡毯（呢）纺织品 1.8  -6.7  3.1  -9.6  

线绳（缆）带纺织品/线 1.6  -12.4  -12.4  0.1  

合成革、革基布 1.5  -17.5  -15.8  -1.9  

交通工具用纺织品 1.3  -2.7  19.0  -18.2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2023 年产业用纺织品行业重点领域发展情况 

 

一、医疗与卫生用纺织品 

 

医疗与卫生用纺织品是产业用纺织品中科技含量高、创新性强、市场前景广

阔的细分品种，在增进民生福祉、保障公共安全、引领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在全球市场中，我国在卫生用品、医用防护类产品和医用敷料用品方面

具有产业链和成本优势，占全球产量的比重超过 50%。 

（一）医疗用纺织品 

我国是医疗用纺织品的生产大国，特别是在棉制敷料、医用口罩和防护服等

传统医疗用纺织品方面优势明显，近年来在植入性医用纺织材料、高端医用敷料

和体外循环膜材料方面也已取得一定突破，并且部分实现了临床应用。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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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健康需求增长、经济发展、政策支持、国际竞争等内外因素的共同驱动下，

我国医疗用纺织品得到了快速发展，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和应用，医疗用纺织

品市场规模快速增长。 

2023 年是疫情管控放开后的第一年，防疫物资的消费量持续降低，但由于

多地流感、肺炎支原体感染等共同流行，我国口罩的产量和消费量相比疫情前依

然处于高位，但与 2020 年相比，产量、出口量和消费量都大幅下降。我国的医

疗用纺织品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也出口至海外市场，2023 年海外市场

对我国出口各类医疗用纺织品的需求规模继续收缩，出口额为 26.7 亿美元，同

比下降 52.9%，其中口罩出口 8.9 亿美元，同比下降 73.3%，非织造布制防护服

出口 7.3 亿美元，同比下降 32.5%。 

（二）卫生用纺织品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3 年我国出生人口 902 万人，出生率 6.39‰，

新生人口和出生率的持续下滑导致我国婴儿尿裤市场的需求增速逐年放缓，市场

规模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持续缩减，市场竞争已进入红海阶段，但婴儿尿裤

的市场渗透率和单个婴儿的尿裤使用量仍有提升空间。随着鼓励生育政策的不断

落地以及精细化、个性化育儿理念的深入人心，我国婴儿尿裤市场正不断衍生出

新的细分赛道，市场增长的驱动因素正由人口红利转变为产品创新、消费升级。

我国婴儿尿裤市场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国货的迅速崛起，在电商等新兴渠道的带动

下，国产品牌凭借产品技术和质量的不断升级，在与跨国品牌的竞争中不断突围，

深度改变了我国婴儿尿裤行业的竞争格局。相比国内市场，海外市场对于我国婴

儿尿裤产品的需求更为旺盛，2023 年我国出口婴儿尿裤价值 17.1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8.4%，出口额连续 3 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越南、菲律宾、俄罗斯、澳

大利亚以及美国是主要出口市场，其中俄罗斯是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 

我国女性卫生用品的市场渗透率已趋于饱和，但仍具有庞大的消费者群体，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年末我国女性人口数量约 6.9 亿人。随

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我国女性卫生用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市场对品牌卫生巾产品的认可度持续提升，女性消费者在产品功能性、材料安全

性、产品体验感等方面也不断产生新的需求，这都将推动女性卫生用品中高端产

品的发展。我国女性卫生用品的出口主要面向东南亚以及非洲市场，美国、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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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是最主要的出口国，2023 年我国女性卫生用品的出口额为 7.1 亿美元，同比下

降 0.7%。 

我国成人失禁用品市场具有低渗透、低人均、高增长的特点，受人口结构的

影响，市场发展滞后于婴儿尿裤和女性卫生用品，但随着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比

重的提高、消费观念的转变以及政策红利的催化，将推动成人失禁用品市场由市

场导入期向成长期转化。2021 年以来，我国成人失禁用品的出口一直保持着两

位数的增长，2023 年我国出口成人失禁用品 4.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5%，美国、

韩国、菲律宾是主要出口市场。 

擦拭材料作为非织造布重要的应用领域，近 10 年市场的年均增长率在 15%

左右，2023 年我国擦拭材料消耗的非织造布约 90 万吨。擦拭材料的销售渠道主

要包括便利店、商超、专营店以及电商平台等，其中电商平台渠道占比近年来显

著提高，根据阿里巴巴、抖音、京东三大主流电商平台数据显示，2023 年干、湿

巾销售总额超过 150 亿元，同比增长约 15%。在消费升级的引领下，非织造擦拭

材料行业在质量提升、产品创新与应用拓展等方面保持活跃，湿厕纸、卸妆湿巾

等针对特殊使用场景、特殊人群的细分赛道不断涌现，产品趋向多元化发展。 

 

二、土工与建筑用纺织品 

 

土工与建筑用纺织品广泛应用于重点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自然灾害防

治、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近年来在市场、产品、服务、规模等方面对国民经济

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工程建设，应对疫情和应对自然灾

害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2023 年，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为 7645 亿元，

较 2022 年增长 7.5%，新线投产 3637 公里；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完成约 3.6 万

亿元，其中公路水路 2.8 万亿元；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11996 亿元，较 2022 年增

长 10.1%，投资和规模创历史新高。 

建筑用纺织品在房屋建筑中可发挥增强、修复、防水、隔热、吸音等多种功

能，主要涵盖了建筑用防水材料、建筑用膜结构材料、建筑用隔音隔热材料以及

建筑用纤维增强材料。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正经历调整期，全国房地产投资

和开发建设持续下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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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下降 9.6%，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同比下降 7.2%。受此影响，建筑用

纺织品的市场需求发生阶段性萎缩，2023 年建筑用纺织品纤维加工量为 87.8 万

吨，同比下滑 1%。 

我国是对外工程承包大国，土工与建筑用纺织品通过中国公司承接的国外工

程出口到世界各地。当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市

场已成为我国土工与建筑用纺织品发展的新引擎。2023 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 16007.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7%，

完成营业额 9305.2 亿元人民币，增长 9.8%。 

目前，我国土工与建筑用纺织品生产企业数量超过 1200 家，主要以中小企

业为主，企业在产品技术水平和质量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总体上国内制造企业基

本上杜绝了非标产品的生产。山东省是土工用纺织品企业的集聚地区，在德州、

潍坊、莱芜、泰安等多个地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 

 

三、过滤与分离用纺织品 

 

过滤与分离用纺织品作为产业用纺织品的重要领域之一，应用市场主要包括

工业除尘、空气净化和液体过滤三个子领域。 

在工业除尘领域，袋除尘滤料作为烟尘超低排放用关键材料，包括针刺毡、

水刺毡、机织布等多个品种型号，在燃煤电厂、钢铁冶金、水泥窑炉、垃圾焚烧、

石油化工等各行业的工业烟尘控制中起着重要作用。工业烟气超低排放已成为常

态化要求，袋式除尘作为主流技术之一，在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2023 年我国继续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

同时受到原材料成本及行业恶性竞争等因素制约，2023 年国内袋除尘滤料市场

规模约 65 亿元，同比减少约 7%，利润率约 5%。 

空气净化材料主要用于对入风的净化，包括粗效、中效及亚高效滤料，涉及

建筑物暖通空调系统、空气净化器、洁净厂房、食品加工以及高铁、船舶、各种

燃油发动机进风净化等空气净化。随着疫情政策的全面放开，2023 年空气净化

市场的需求有所回落，国内市场规模为 48 亿元左右，同比下降约 4%，利润率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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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过滤材料主要用于液体物料净化、颗粒物回收、工艺用水及饮用水净化

等，以机织、针织、编织物滤料等为主，近年来，非织造滤料的应用比例不断提

升，电纺丝、熔喷、膜材料等具有优异的过滤性能，正在受到业内的广泛关注。

受疫情后工业生产缓慢恢复的影响，2023 年液体过滤材料的市场规模约 45 亿元，

同比下降约 15%，利润率约 10%。 

 

四、安全与防护用纺织品 

 

安全防护产业是国家大力支持、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涉及公共安全、军民

融合、应急产业等众多领域，是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和特殊行业人员安全的重要产

业。 

安全与防护用纺织品面向军警、公安、消防、石油石化、电力等不同的应用

场景和复杂的危险因素，对产品的原料、加工工艺、标准和认证都有非常严格的

要求。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安全与防护用纺织品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在品种品类、产业链配套、产业规模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据不完全统计，我

国安全与防护用纺织品重点生产企业约 800 家，主要集中在江苏、山东和浙江三

省。从企业规模看，行业以小型企业居多，约占 80%以上。 

个体防护装备是安全与防护用纺织品的重要应用领域。我国是全球个体防护

装备产业规模增长最快的国家，国内个体防护装备产业规模每年以 15%左右的

速度增长。随着人们对工作安全的重视和法规标准的加强，个体防护装备市场的

需求量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建筑、化工、矿山等高风险行业，对个体防护装备的

需求更是迫切。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个人安

全和健康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将进一步推动个体防护装备市场需求的增长。 

 

五、交通工具用纺织品 

     

交通工具用纺织品是产业用纺织品的一个重要门类。汽车工业是纺织材料应

用最为广泛的市场，传统汽车工业的材料一般为金属材料、塑料等，纺织材料无

法完全替代这些材料，但在轻量化、隔音隔热性能、舒适性能和环保性能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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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传统材料更具优势，已成为汽车材料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主要应用于汽车

的各类内外饰件和声学零部件。除汽车外，纺织材料在高铁和飞机中的应用范围

也在扩大，不仅包括传统的座椅面料，还有一些新型的蜂窝材料、门板材料、过

滤材料等。 

汽车用纺织品的市场需求与汽车工业的发展关联度极高。2023 年，我国汽

车产销量分别同比增长 11.6%和 12%，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同比增长 35.8%

和 37.9%。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 3.4 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 2041 万辆，我

国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以及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都为汽车用纺织品提供了

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汽车内饰材料绿色环保化、节能轻量化、安全可靠化的发

展趋势，将进一步推动新型纺织材料在汽车中的应用量。我国是全球车用纺织品

生产大国，不仅满足国内产业配套，还大量出口海外，2023 年我国安全气囊和安

全带的出口额分别为 8.7 亿美元和 1.6 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 6%和 20.4%。 

 

六、结构增强用纺织品 

 

结构增强用纺织品在建筑、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等领域广泛应用。在“政策

+市场”双驱动下，国内碳纤维产业通过技术装备创新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

品质，持续推动着我国结构增强用纺织品的高质量发展。 

结构增强用纺织品的常用纤维材料主要为玻璃纤维和碳纤维。玻璃纤维因其

性能与经济性兼具成为大型风力发电机叶片材料的首选，2023 年我国玻璃纤维

增强复合材料制品总产量约 672 万吨，同比增长 4.8%；碳纤维拥有非常优秀的

性能，近年来成为复合材料中重要的增强材料之一，2022 年我国聚丙烯腈基碳

纤维的实际产量为 4.6 万吨，国内总消费量为 7.5 万吨，2023 年我国进口碳纤维

及复合材料价值 5.8 亿美元，同比下降 33.2%。 

应用市场方面，风电叶片是结构增强用纺织品的重要应用领域，同时也是碳

纤维最主要的应用市场。2023 年，全国风电新增吊装容量 77.1GW，同比增长 58%

创历史新高，其中海上风电新增 7.6GW，同比增长 48%。在此驱动下，热固类玻

纤增强复合制品的产量同比增长 7.3%，风电领域的碳纤维消费量约 1.8 万吨。 

随着交通工具轻量化和高速化的发展，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在飞机、船舶、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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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中的应用比例逐年上升，并且在我国轨道交通领域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特别

是在列车的车头罩和司机室部分。近年来，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轨道交通应用方面

也有了长足发展，相比其他轻量化材料，碳纤维复合材料在减轻轨道交通车辆质

量和提高结构强度方面有着明显优势，但受制于原材料成本高、制备工艺复杂等

因素，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轨道交通上尚未得到广泛应用，因此，降低制造成本将

是未来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应用推广面临的核心问题。 

 

2024 年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发展展望 

 

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

年。当前，疫情长期影响、地缘政治冲突和全球供应链重组影响仍然存在，世界

经济尚未回到疫情前的轨道；国内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牢固，仍面临四方面困难和

两大挑战，即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

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以及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新冠肺炎疫情后，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的大规模投资使得医疗卫生纺织品

领域供需失衡，行业过度竞争将在较长时期内影响行业的盈利能力。但自 2023

年以来，医疗市场逐步恢复常态，卫生用纺织品领域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正在积

极拓展新的应用和海外市场，汽车用、结构增强用、环境工程用纺织品将继续保

持积极增长势头。 

展望 2024 年，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尽管

存在一系列困难与挑战，但行业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科技创新、人才

培养、产品开发方面的持续投资增强了行业拓展新领域、抵御市场风险的内在动

力，巨量的内需市场和多元的应用方向将有力支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微观层面，

行业企业对于未来发展的信心持谨慎乐观态度，协会对重点领域的调研结果显示，

过滤与分离用纺织品、医疗与卫生用纺织品、特种纺织品、衬布领域的企业对未

来发展的预期更为乐观；非织造布、线带、篷帆用纺织品领域的企业对发展形势

的预测表现得更为谨慎。 

预计，2024 年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将逐步走出疫情后的调整期，主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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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指标恢复至中低速增长；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将继续面向设备升级、智能化改造

以及绿色制造等高质量投资；行业出口贸易有望迎来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