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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2021 年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2020 年由于防疫物资需求的推动，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经历了一轮高速

增长，为 2021 年行业的发展积累了较大的基数。2021 年，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

峻，大宗商品价格和海运费用的上涨改变行业成本结构，防疫物资需求下降和巨

量的产能导致行业竞争加剧，虽然非防疫物资领域反弹势头强劲，但整个行业呈

现深度调整的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大幅下降。 

根据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对 360 家样本企业的

调研，行业 2021 年的景气指数为 73.8，与 2020 年同期（80.4）相比下降明显，

但仍处于较高的景气区间（如图 1）。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图 1  近年来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景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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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产保持平稳运行 

“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努

力克服新增产能释放、市场需求下降、国内能耗双控以及限电限产政策等不利因

素影响，主要产品的生产基本保持稳定。根据协会对样本企业的调研，2021 年

行业的设备利用率达到 70%以上的比例接近七成，约 30%的样本企业设备利用

率超过 90%，仅 2%的样本企业设备利用率不足 50%。 

根据协会统计，2021 年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纤维加工总量达到 1938.5 万

吨，同比增长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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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5 万吨，同比下降 6.6%。 

表 1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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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2  -11.3  

过滤与分离用纺织品  170.3    5.3  

土工用纺织品  124.7    6.9  

建筑用纺织品   95.5    8.5  

交通工具用纺织品   73.8    2.9  

安全与防护用纺织品   50.2   12.6  

结构增强用纺织品  139.5    0.5  

农业用纺织品   87.8    2.5  

包装用纺织品  122.7    4.9  

文体与休闲用纺织品   46.9    3.8  

篷帆类纺织品  281.0    4.9  

合成革用纺织品  107.5   -0.8  

隔离与绝缘用纺织品   52.2    4.4  

线绳（缆）带类纺织品   92.9    9.6  

工业用毡毯（呢）类纺织品   56.3   10.4  

其它   56.0    3.9  

合计 1938.5    1.2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二、 经济效益下滑明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 年产业用纺织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非全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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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3.3%，两年平均增长 13.9%1；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58.7%，

两年平均增长 19.2%；营业利润率为 5.5%，同比下降 6.1 个百分点。 

2021 年，随着防疫物资相关产品销售及价格的回落，行业的盈利水平出现

明显下滑，与此同时，营业成本的增加也是导致行业盈利能力下降的另一个重要

原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尽管 2021 年产业用纺织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营

业成本同比下降了 7.5%，但营业收入的降幅也达到 13.3%，并且行业的三费比

例同比增加了 0.4 个百分点。此外，行业主要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国际海运

价格居高不下也推高了行业的营业成本，根据协会统计，2021 年样本企业的原

材料价格指数达到 87.4，相比 2020 年（70.9）和 2019 年（53.7）涨幅明显；样

本企业中 60%的出口企业表示海运费的上涨对其生产经营产生较大影响。 

但从历史数据来看，行业的营业利润率仍处于健康平稳的运行区间。2011

年以来，行业的营业利润率一直保持在 5.5%左右，2020 年在防疫物资需求的推

动下达到 11.4%的历史高点；进入 2021 年，随着防疫物资需求退潮，市场恢复

理性，行业的营业利润率逐步回归疫情前的运行区间，全年营业利润率为 5.5%

（如图 2）。 

 

数据来源：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图 2  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利润率情况（单位：%） 

 
1
 两年平均增速是将 2021 年的数据与 2019 年的同期数据进行比较后计算得到的复合平均增速。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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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领域看，与防疫物资相关的领域受市场需求下降和 2020 年高基数的影响，

主要经济指标出现明显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 年我国规模以上非织

造布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同比下降 22.2%和 69.8%，毛利润率和利润

率分别为 16.4%和 5.5%，分别同比下滑 7.7 个百分点和 8.7 个百分点；医疗卫生、

过滤、土工用纺织品所在的其他产业用纺织品规模以上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

额分别同比下降 20.2%和 62.5%，毛利润率和利润率分别为 17.0%和 5.5%，分别

同比下降 5.1 个百分点和 6.2 个百分点。 

与防疫物资关联度不高的领域复苏势头明显。绳、索、缆规模以上企业的营

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同比增长 8.8%和 19.1%，毛利润率和利润率分别为 14.3%

和 4.9%，分别同比增长 0.9 个百分点和 0.4 个百分点；纺织带、帘子布规模以上

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同比增长 18.2%和 72.7%，毛利润率和利润率分

别达到 15.3%和 5.1%，分别同比提高 2.4 个百分点和 1.6 个百分点；篷、帆布规

模以上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同比增长 23.0%和 38.7%，毛利润率为

16.6%，与 2020 年同期持平，利润率达到 6.4%，同比增加 0.7 个百分点（见表 2）。 

表 2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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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受市场竞争、供给冲击等因素的叠加影响，2021 年行业企业间的经营分化

继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产业用纺织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亏损面达到

20.4%，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同比增长 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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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3  -22.2  8.8  18.2  23.0  -20.2  

营业成本 ±% -7.5  -14.3  7.7  15.0  23.0  -15.0  

毛利率 
% 16.3  16.4  14.3  15.3  16.6  17.0  

±百分点 -5.3  -7.7  0.9  2.4  -0.0  -5.1  

利润总额 ±% -58.7  -69.8  19.1  72.7  38.7  -62.5  

利润率 
% 5.5  5.5  4.9  5.1  6.4  5.5  

±百分点 -6.1  -8.7  0.4  1.6  0.7  -6.2  

产成品周转率 % 17.6  17.8  19.2  15.9  13.7  21.1  

总资产周转率 % 1.2  1.1  1.2  1.3  1.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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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资逐渐回归理性 

2020 年初，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推动非织造布行业产能大幅扩张，进

入 2021 年后，行业的投资热度有所降低，部分企业取消了 2020 年确定的产能投

资计划。根据协会统计，2021 年中国非织造布行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

下降 63%。另据不完全统计，2021 年我国新增纺粘及熔喷非织造布生产线约 60

条、水刺非织造布生产线约 100 条、针刺非织造布生产线约 200 条，合计新增产

能超过 110 万吨。 

企业在环境友好产品、绿色生产和智能制造领域的投资非常活跃。2021 年

企业在高速纺熔复合生产线、熔喷木浆复合非织造布生产线、木浆水刺非织造布

生产线等方面的投资较为活跃。在国家大力加强基础设施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

下，高端土工合成材料、高性能过滤材料也是行业投资的重点，国内 3 条聚丙烯

纺粘针刺土工布生产线目前已全部投产。 

关于 2022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协会调研显示，在有新投资意向的样本

企业中，对于既有设备升级改造、厂房建设以及环保改造方面的投资比例超过

60%，企业将更关注产品附加值的提升、生产条件的改善以及产品结构的优化升

级。未来，行业投资将逐步回归理性，有效投资趋势将进一步加强。 

四、 防疫物资出口大幅回落 

（一）出口情况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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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538.7 亿美元，同比下降 44.9%，两年平均增长 40.4%。 

从出口金额来看，未列名纺织制成品（主要为口罩）是目前行业最大的出口

产品，出口额 129.4 亿美元，但因国外对口罩需求的大幅回落其出口额已较 2020

年同期下降了 75.2%；海外市场对毡布/帐篷、产业用涂层织物、线绳（缆）带

纺织品、合成革及革基布、产业用玻纤制品等传统产品的需求旺盛，出口额分别

达到 44.0 亿美元、42.7 亿美元、30.6 亿美元、23.5 亿美元、21.2 亿美元，分别

同比增长 49.6%、34.9%、23.4%、42.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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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织造布及相关制品的出口呈现不同走势。2021 年我国出口非织造布卷材

138.9 万吨，价值 45.4 亿美元，分别同比下降 1.3%和 10.0%，出口数量与 2020

年历史高点基本持平，表明全球对中国非织造布的需求依然比较旺盛；一次性卫

生用品出口 2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3%；非织造布制防护服（含医用防护服）

出口 21.8 亿美元，同比下降 80.3%；出口药棉、纱布、绷带价值 9.8 亿美元，同

比下降 2.1%。 

当前，行业的出口受价格因素影响较大，主要产品的出口价格呈现出不同的

变化趋势。其中，未列名纺织制成品（主要为口罩）和非织造布制防护服（含医

用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的出口均价分别同比下降了 71.5%和 59.6%，非织造布作

为其主要原材料，出口均价下降 8.9%；合成革及革基布、产业用玻纤制品、包

装用纺织品的出口均价在海外市场需求的持续修复下回升明显，分别同比增长

12.5%、16.8%、234.9%（见表 3）。 

表 3  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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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7 -44.9 -6.2 -41.3 

未列名纺织制成品 

（含口罩） 
  129.4  -75.2  -13.1  -71.5  

非织造布    45.4  -10.0  -1.3  -8.9  

毡布、帐篷    44.0  49.6  96.2  -23.7  

产业用涂层织物    42.7  34.9  23.7  9.0  

线绳（缆）带纺织品    30.6  23.4  18.9  3.8  

尿裤卫生巾    25.2  11.3  6.7  4.4  

帆布    24.6  29.3  18.9  8.8  

合成革、革基布    23.5  42.2  26.4  12.5  

非织造布制防护服 

（含医用防护服） 
   21.8  -80.3  -51.1  -59.6  

产业用玻纤制品    21.2  32.3  13.3  16.8  

包装用纺织品    18.4  22.6  -63.4  234.9  

医用敷料    13.0  10.6  4.3  6.1 

数据来源：据中国海关数据整理 

2020 年由于全球对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的需求激增，拉动我国产业用

纺织品行业的出口额大幅增长，产能的供不应求也直接推高了防疫物资的出口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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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其中口罩和防护服的出口额占行业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七成。而随着各国进

口防疫物资的需求降温以及相关产能的逐步恢复，2021 年产业用纺织品行业主

要产品的出口额和出口均价已基本回归疫情前水平。 

（二）进口情况 

2021 年随着防疫物资的进口需求大幅下滑，海外产业用纺织品产能逐步恢

复，行业进口产品结构发生变化。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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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4%。 

在主要进口产品中，非织造布的进口需求最大，进口额达到 10.6 亿美元，

同比下降 5.9%，进口量同比下降 17.0%；国内市场对于产业用玻纤制品、产业

用涂层织物和结构增强用纺织品等传统产品的进口需求依旧旺盛，进口额分别为

8.4 亿美元、6.9 亿美元和 6.0 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 10.4%、25.7%和 15.2%；近

年来，随着国内卫生用纺织品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高，消费者对于国产品牌的接

受度越来越高，我国对一次性卫生用品的进口需求持续下降，2021 年的进口额

降幅达到 21.3%（见表 4）。 

疫情爆发以来，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目前国内

防疫物资储备充足，因此对于口罩和防护服的进口需求大幅下降，未列名纺织制

成品（主要为口罩）和非织造布制防护服（含医用防护服）的进口额分别同比下

降 79.6%和 93.0%。 

表 4  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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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11.4  -11.4  0.0 

非织造布 10.6  -5.9  -17.0  13.4  

产业用玻纤制品 8.4  10.4  5.6  4.6  

产业用涂层织物 6.9  25.7  13.3  10.9  

尿裤卫生巾 6.3  -21.3  -27.3  8.2  

结构增强用纺织品 6.0  15.2  3.4  11.4  

安全气囊 5.8  7.8  7.3  0.4  

医用敷料 2.9 19.1 -33.5 79.2 

线绳（缆）带纺织品 2.9  21.2  6.5  13.8  

合成革、革基布 2.5  -0.1  -2.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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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列名纺织制成品 

（含口罩） 
2.5  -79.6  -61.4  -47.1  

安全带 2.3  8.4  -1.4  9.9  

线绳（缆）带纺织品/线 2.2 -9.3 -9.2 -0.1 

数据来源：据中国海关数据整理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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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医疗用纺织品的生产大国，近年来性能优异、种类丰富的新型纤维及

改性纤维使医疗用纺织品的产品品类和应用领域不断拓展，不仅满足国内市场的

需求，还大量出口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医疗用纺织

品市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并直接推动了相关产品的出口。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我国已向国际社会提供了约 3500 亿只口罩、超过 40 亿件防护服；2021

年，我国出口药棉、纱布、绷带等医用敷料价值 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6%。 

卫生用纺织品方面，我国女性卫生用品的市场渗透率较高，每年能够保持

3%左右的增长速度，产品结构升级成为市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我国婴儿尿

裤市场渗透率约 80%，但受新出生婴儿数量下降的影响，市场规模与销售量有所

下滑，随着三孩生育政策的落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持续推进以及国产品牌的崛

起，未来我国婴儿尿裤的市场渗透率将进一步提升，但市场规模将基本保持稳定；

成人失禁用品市场潜力巨大，年均增长超过 20%，消费观念的转变、人口老龄化

的加剧以及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都将推动成人失禁用品市场持续发展。我国卫

生用品的出口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速，2021 年我国出口尿裤、卫生巾、成人失

禁用品 25.2亿美元，同比增长 11.3%，增速相比 2020年继续提高，美国、菲律

宾、越南、俄罗斯和韩国是我国卫生用品的主要出口市场。 

非织造布制湿巾、干巾等擦拭产品近年来的发展十分迅速，在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下，卫生湿巾和消毒湿巾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

品。近 10 年来，擦拭材料行业呈现出高速发展态势，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15%以

上。2021年我国擦拭材料消耗的非织造布约 70万吨。在数量增长的同时，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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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行业的质量提升和产品创新也非常活跃，功能性、环保型和满足差异需求的

产品不断涌现。 

二、 土工与建筑用纺织品 

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与我国经济发展、民生福祉以及生

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土工用纺织品作为一种新型的岩土工程材

料，广泛应用于水利、交通、环保、市政、矿业、军工等工程领域，其市场与国

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2021 年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7489 亿元，新

线投产 4208 公里；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完成约 3.6 万亿元，比 2020 年同期增

长了 4.0%。 

“一带一路”市场已成为我国土工用纺织品发展的新驱动。我国是对外工程

承包大国，土工用纺织品通过中国公司承接的国外工程出口到世界各地。2021

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 60 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 6257

份，新签合同额 8647.6 亿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 51.9%。 

目前，我国土工用纺织品行业主要以生产非织造土工布的中小企业为主，集

中分布在山东和江苏两省。其中，山东省形成了多个土工用纺织品的集聚地区，

如德州、潍坊、莱芜、泰安等，具备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一批重点企业得到快

速成长。根据协会统计，2021 年行业骨干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同比

增长 14.2%和 4.3%。 

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以及房地产业的发展，建筑防水材料的应用越来

越广泛，推动中国防水行业快速发展。据统计，2021 年我国沥青和改性沥青防

水卷材的产量增长了 18%，对防水卷材胎基布继续保持了较为旺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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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除尘主要面向钢铁、水泥、火力发电、垃圾焚烧等领域提供高性能的袋

式除尘产品，据初步统计，2021 年袋式除尘行业总产值预计约 200 亿元，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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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9.5 亿元左右，利润率近 10%，在疫情常态化防控下，行业产值和利润均在

逐步回升。袋式除尘受政策驱动明显，目前超低排放已常态化，特别是以钢铁行

业为首的非电行业的超低排放改造呈加速推进态势，全国钢铁、水泥企业超低排

放改造接近 70%，有色、玻璃、陶瓷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接近 50%，同时，越来

越多的行业企业开始践行“减污降碳”的新要求。 

空气净化滤料有着非常广泛的用途，主要面向室内空气过滤、楼宇空气过滤

以及洁净车间的空气过滤。由于近年来空气质量的严峻态势，雾霾虽有所缓解但

形势仍不乐观，新风系统、中央空调净化市场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与此同时，重

雾霾天气使得空气净气材料使用周期缩短、更换频次增加，楼宇新风、洁净厂房、

汽车滤清器、机器进气净化系统受空气质量影响，更换时间缩短。暖通空调市场

是空气净化滤料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在工业、交通运输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快

速发展的推动下，暖通空调市场对空气净化滤料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 

液体过滤材料在污水处理、饮用水净化和海水净化、食品、石油冶炼、化工、

医疗等领域都有重要的应用，其中压滤领域主要以机织、针织和编织为主；非织

造过滤材料的三维结构，具备洁净高效、寿命持久的优势。近年来，静电纺丝纳

米纤维因其具有较高的比表面积、孔隙率和通透性，容易吸附微小粒子，已成为

高性能液体过滤材料的潜在候选者，未来将拥有更广泛的应用前景。 

根据协会统计，2021 年行业骨干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增长 15.3%

和 11.4%，利润率在 8%左右。 

四、 安全与防护用纺织品 

安全与防护用纺织品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据不完

全统计，全国个体防护装备重点生产企业约 800 家，主要集中在江苏、山东和浙

江三省，其中江苏如东集聚了包括世界 500 强企业强生、霍尼韦尔在内的百余家

安防产品生产企业。从企业规模看，行业以小型企业居多，约占 80%以上。 

安全防护产品面向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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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安全与防护用纺织品

产业虽已取得了一定发展，但对于安全防护产品领域的基础性研究仍然比较薄

弱，新材料、新产品的应用还存在标准、认证等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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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全民安全意识显著增强，我国安

全与防护用纺织品也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空间，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

在阻燃、抗静电、防刺防割、防弹等领域取得了较多成果。根据协会统计，2021

年安全与防护用纺织品行业骨干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同比增长

10.4%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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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个体防护装备在标准、

检测和配备等方面还存在明显差距和不足。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应急管理部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共同出台《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提升三年专项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3 年底，个体防护装备标准体系

进一步完善，重点个体防护装备产品标准水平持续提升，主要性能指标与国际、

国外发达国家保持基本一致，个体防护装备国际标准取得重点突破。推出一批重

点行业个体防护装备配备标准，配备标准对生产经营单位个体防护装备的规范作

用初步显现。随着一批防护服装国家强制性标准的陆续发布与实施，个体防护装

备标准化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当前，我国安全应急产业年经济规模已超万亿元，正成为各地产业结构调整

和工业转型升级的热门方向之一。未来，随着国家加大对国防建设、公众健康、

社会治安、防震减灾、安全生产的投入，将进一步推动安全与防护用纺织品市场

的持续发展。 

五、 交通工具用纺织品 

交通工具用纺织品是产业用纺织品行业中应用最广的领域之一。纺织材料相

比于传统材料，在重量、隔音隔热性能、舒适性能和环保性能等方面均具有很强

的优势，主要应用于汽车的各类内外饰件和声学零部件。汽车用纺织品行业的技

术门槛较高，进入周期较长，因此企业能够与汽车厂家形成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

行业内大企业多，集中度比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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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汽车品牌的崛起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带动了汽车内饰的高档

化、绿色化和智能化发展，为纺织行业配套汽车工业提供了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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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国汽车产销量持续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2608.2 万辆和 2627.5 万

辆，分别同比增长 3.4%和 3.8%，结束了自 2018 年以来连续三年下降的趋势。

相应地，交通工具用纺织品生产企业的收入和利润也明显回升，根据协会统计，

2021 年行业骨干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9.6%和 12.5%。根据中国

海关，2021 年安全带和安全气囊的出口额分别同比增长 39.3%和 6.7%。 

六、 结构增强用纺织品 

我国碳纤维技术的进步和产业政策的积极引导，以及国内风电产业尤其是海

上风电的快速发展，持续推动着我国结构增强用纺织品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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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如今的体育用品、土木建筑、航空航天和军工等领域都有着十分广泛的运用。

当前，我国约有 15 家聚丙烯腈基碳纤维生产企业，其中运行产能千吨以上的企

业有 6 家，实际产量约 1.8 万吨。 

2021 年我国进口碳纤维及复合材料 3.3 万吨，价值 8.3 亿美元，分别同比增

长 26.0%和 9.2%。玻璃纤维主要应用于低功率风电叶片中，2021 年我国玻璃纤

维增强复合材料制品总产量约 584 万吨，同比增长 14.5%。 

应用市场方面，风电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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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 4757 万千瓦，其中海上

风电全年新增装机 1690 万千瓦，带动热固类玻纤增强复合制品的产量达到 310

万吨，同比增长约 3.0%，风电领域的碳纤维消耗量约 2 万吨。 

新能源汽车和轨道交通是未来能够大规模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的领域，轻量

化能够显著降低能源消耗，提高电动汽车续航里程。目前，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轨

道车辆的应用仍受成本、材料、设计、工艺等限制，未来应从降低高性能纤维成

本、加强基础性研究和结构设计研究、优化复合材料成型加工工艺等方面，持续

推进碳纤维复合材料在交通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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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发展展望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和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之年。当前，

变异新冠病毒持续扩散、刺激政策边际退出以及供应链瓶颈修复缓慢等多重因素

使全球经济复苏仍不稳定，国内经济发展也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三重压力。展望 2022 年，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将面临更为复杂的环境，但推

动行业发展的积极因素没有改变，扩大内需、生态环保、健康中国等战略深入实

施，将给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带来巨大发展空间，行业将走出调整期重入增长通道。 

2022 年，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将继续坚持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满足国民经济各部分对高性能纺织品的需求为宗旨，扩大优质供给、保持供需

平衡，推进行业科技创新、产业链升级、数字化改造、绿色发展和质量提升，推

动高品质非织造布、安全防护与应急救援用纺织品、航空航天用高性能纺织品、

海洋产业与渔业用纺织品、医疗健康用纺织品、交通运输用纺织、土工建筑用纺

织品和过滤用纺织品八大重点领域的技术升级、产能升级、品牌升级，向高端化、

数字化、绿色化持续前进。 

预计，2022 年我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的生产和销售将会恢复 3%～5%的平

稳增长，盈利能力保持基本稳定；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扩充产能的投资

行为将趋于谨慎，但在智能化改造、绿色生产方面的投资将会继续保持一定增长；

行业的出口增速有望恢复增长。 

 

（撰稿人：白晓 季建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