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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盛泽印染市场行情回顾暨 2023 年行情展望

2022 年的印染市场可用一个词形容，那就是“温吞”！温吞的织造行情，使得印染厂也略显

平淡，接坯数量也相应减少。全年开机率不足，接坯数量明显下降。 在疫情的影响下，3-4
月的旺季行情缺席。6 月有所好转，但很快进入传统淡季。随后直到 10 月才显露出一点旺

季气氛。而后又在疫情的影响下，再次回落。总体来说，印染市场行情长期处于一般状态，

开机不足。

一、1-12 月印染市场运行情况：

第一季度（1-3 月）：

1-2 月因春节假期影响，年前年后急于出货的订单大量涌入印染厂，印染厂生产非常忙碌，

尤其年后因为工人没有第一时间到位，染厂开机率较低，各家印染厂都出现了爆仓情况。随

着工人陆续返回，印染厂生产开始回归正常。2 月国内疫情发散，各地物流受限、工厂停工，

导致订单极少下达。

第二季度（4-6 月）：

4 月依然笼罩在疫情下，但物流运输有所缓解，内外贸纺织市场需求依然表现不佳，新单下

达零星。五一节后归来，同时，疫情逐步得到控制，部分夏季市场单下达，多数下游染厂反

馈白坯进仓量略有提升。紧接着淡季行情逐渐深入，坯布进仓量出现了明显的减少，印染开

机率开始全面回落，从 70%以上迅速降至 50%左右。

第三季度（7-9 月）：

7-8 月坯布进仓情况不佳，后续新单下单意向低迷。目前内销订单开始打样，但实际新单何

时下达未知。但外贸市场开始发力，在外贸订单的支撑下，开机率维持在 5 成偏上。传统旺

季 9 月未如约，旺季不旺，延续淡季行情。国内方面冬季面料微幅启动，但市场大单单量

依然有限，后续新单可持续性偏弱。

第四季度（10-12 月）：

10 月在“双十一”、“双十二”等电商季推动下，下游贸易接单有所好转。内贸市场所下订单

多为小批量补单及电商快返单为主，终于迎来“银十” 旺季，印染厂开机率回升至 7 成左右。

11 月旺季很快结束，接单氛围迅速下降，市场再次回归平淡。直至 12 月初，在涤丝等原料

价格上涨的助推下，年前的最后一波订单下达。部分内贸春节新服饰及家纺刚需类订单陆续

下达，外贸也依然在释放新订单。但中旬由于疫情大规模扩散，导致工厂停工，且部分工厂

提前放假，因此印染行情也迅速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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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染市场运行特点

1.染费：

染费对于印染市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纺织人备受关注的。影响染 费最大的因素

便是染料，由下图也可以看出，染料成本是占比最多的。

对于 2022 年来说，染费几乎是全年稳定的。染费原本并不像原料和坯布价格一样多变，尤

其是 2017 年以前，染费就是常年不变的。2022 年，在温吞的市场行情下，染费也相对稳定，

即使染料、助剂等成本有所变化，染费也并没有跟随波动。

染费的对外统一价格几乎没有变动，但由于今年整体行情不佳，染费实则有所松动。具体价

格取决于坯布数量，量大价格越优惠，可商谈优惠的空间越大。因此，实际上 2022 年的染

费相对是有所下降的。

以前，在行情火爆时，不乏出现另外的“超成本”、“加急”等费用。今年基本不存在需要“加

急”的情况，因此这类变相涨价也没有了。染费的浮动，最主要还是取决于坯布进仓数量，

“话语权”在谁手里。今年印染厂长期处于“吃不饱”状态，失去了风采，定价权相当于在贸

易商手里，因此染费可私下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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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常规产品面料染费涨跌变化（同比）表（元/米）

品种 2021.12 2022.12 涨跌

210T 涤塔夫 0.88 0.88 0

240T 春亚纺 1.46 1.46 0

120g 斜桃 2.06 2.06 0

75D 雪纺 2.57 2.57 0

380T 尼丝纺 1.79 1.79 0

2.开工：

2022 年的印染厂在开工方面是较 2021 年有着很大变化，2022 年后疫情时代下，整个纺织

业的行情也受到影响，全年平淡，开机不足。与往年一样，印染市场大规模在 2 月开工，但

很快遇上公共卫生事件，阻碍市场恢复，即使在传统旺季“金三银四”时期开机率也仅 7
成不到。

5 月随着疫情的消散，物流运输恢复正常，前期未下达的订单开始释放。开机率也因此而小

幅上升，但也仅 7 成偏上。很快 6 月淡季的到来，市场再次陷入平静，开机率也下降至 5
成偏上。

7-8 月淡季阶段，订单下滑，印染厂接坯数量减少，开机率不足。到了九月，传统旺季没有

如约而至，延续七八月淡季行情。在十月电商季的带动下，“银十”来临，致使订单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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坯布数量增加。从而开机率也开始上升，但仅在 6 成偏上位置。

但好景不长，十一月开机率又开始下滑。十二月初，在涤纶长丝等原料价格的带动下，市场

又迎来一波订单，坯布进仓数量增加，开机率维持在 5 成偏上。但后半月，又回归平淡，订

单进入收尾工作。而后大规模疫情爆发，部分企业被迫停工且提前放假，订单也处于收尾阶

段。印染厂开机率大幅下降，仅在 4 成左右，随后将迎来春节假期。

3.交期

一月，由于年末赶订单已成常规，加上临近春节，工人提前返乡，人工不足， 因此一月的

交期也并不宽松，大多在 7 天左右。二月，春节过后生产缓慢恢复，但到了后半月，疫情爆

发，订单大幅减少，交期明显宽松许多，4-5 天就可出货。

三月四月，在疫情的影响下，旺季并未来，印染厂依然不温不火。内外贸纺织市场需求表

现不佳，新单下达零星，仅部分中大型染厂排期在 7 天左右。5 月疫情控制下，物流运输呈

恢复状态，叠加人民币贬值汇率下滑，一定程度刺激了出口。夏季订单为主，秋季服装面料

也开始增加，普遍交期在 5-7 天左右。

2022 年印染市场交期情况

品种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常规喷水品种 5-7 天 5-6 天 4-5 天 4-5 天

四面弹 15 天以上 7 天以上 7 天以上 10 天以上

麂皮绒 10 天以上 7 天以上 7 天 7 天以上

六月，进入传统淡季，染厂坯布进仓情况不佳，前期囤货布商备货积极，然多数都在染厂仓

库堆积，并未接到实质性订单下达。内销订单零散下达，多为刚需试样为主，大货订单尚无

明显下达迹象。大部分染厂普遍交期在 4-5 天左右，个别较忙碌的厂家则需 7 天以上。

七八月，市场淡季气氛浓厚，印染厂接坯数量不断下滑，出货速度加快至 4-5 天左右。染厂

坯布进仓情况不佳，后续新单下单意向低迷。8 月，外贸订单开始释放，略有好转迹象，但

普遍交期仍在 4-5 天左右。

九月是传统旺季，但并没有旺季氛围，行情依旧温吞。国内方面冬季面料微幅启动，但市场

大单单量依然有限，后续新单可持续性偏弱。十月，在“双十一”、“双十二”等电商季即

将来临时，下游贸易接单有所好转。坯布进仓较前期有所增加，因此交期也有所延长，普遍

在 7 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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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市场行情迅速降温，单量减少， 印染厂再次产能不足，出货速度回到 4-5 天左右。

十二月初再次迎来一波订单，年末赶货期，交期变得拥挤，在 7 天左右。且今年因春节过年

较早，部分工人提前返乡，人工不足的情况下交期也有所延误。

4.产能规模

2022 年，印染行业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俄乌冲突陷入持久战，大宗商品价格

高位震荡，印染企业生产成本明显增加；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为抑制通胀加速收紧货币政策，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国内疫情多发散发，纺织品服装内需疲软，印染企业开工

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尽管 9 月份行业生产和部分经济指标较 8 月份有所好转，但恢复进程

较为缓慢，持续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印染行业平稳运行仍面临较大考验。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 年 1-9 月，印染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印染布产量 407.16 亿米，同

比减少 6.65%，降幅较 1-8 月收窄 1.69 个百分点，为二季度以来首次收窄。环比来看，9 月

当月规模以上印染企业印染布产量 48.97 亿米，较 8 月份增加 5.95%，月度产量在连续两个

月下降后止跌反弹。但整体来看，三季度纺织行业景气指数仍处于收缩区间，纺织品服装市

场需求较去年同期整体偏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限额以上服装鞋帽、针纺

织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减少 4.0%，终端需求恢复缓慢，印染行业产能利用率仍处于较低水

平。

再从盈利情况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 年 1-9 月，规模以上印染企业营业收入 2296.39
亿元，同比增长 8.07%，较 1-8 月回落 0.42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 89.69 亿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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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较 1-8 月提高 0.21 个百分点；成本费用利润率 4.16%，同比降低 0.29 个百分点；销

售利润率 3.91%，同比降低 0.27 个百分点，降幅较 1-8 月小幅收窄 0.02 个百分点；完成出

口交货值 298.68 亿元，同比增长 3.99%。1709 家规模以上印染企业亏损户数为 567 户，亏

损面 33.18%；亏损企业亏损总额 24.46 亿元，同比增长 60.20%。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22 年前三季度，印染八大类产品出口数量 225.29 亿米，同比增

长 9.04%，增速较 1-8 月回落 1.02 个百分点；出口金额 239.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91%，
增速较 1-8 月回落 1.40 个百分点；出口平均单价 1.06 美元/米，同比提高 7.22%。前三季度，

我国印染产品出口总体保持稳定增长，在原材料成本上涨驱动下，出口金额增速高于同期出

口数量增速。主要出口市场中，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是我国印染八大类产品前三大

直接出口国家，前三季度我国对以上三个国家的出口数量同比分别增长 10.46%、39.96%和
15.56%，均高于印染八大类产品出口数量整体增速。

5.面料市场：

2022 年纺织市场伊始，工厂就进入了较为正常的开工阶段，但因疫情的缘故，上半年部分

工厂几乎停滞， 原本应该在金三银四热卖的仿真丝类春夏面料销售情况也是大不如前，下

半年限停产、国外疫情影响导致市场成交气氛难有好的起色，市场缺乏热销面料，常规面料

价格难以上涨利空因素发酵。进入第四季度，在国内电商季和国外圣诞季的双重利好提振下，

秋冬服装面料开稍有所好转，供需压力稍有缓和，不过仍难以消化过剩的产能，并且成本走

高价格制约的影响，年末整个行业依然处于“高库存、低利润”的格局。

1-2 月受春节假期影响，纺织市场整体行情在走淡，开机率大幅下跌。外贸以及内销市场比

往年更加平淡，而且临近年关，坯布库存走高，价格回落。市场停滞将近半月有余，开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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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原料价格上涨迅速，织造企业基本处于恢复生产中，并没有直接投入大规模生产，更多是

处理年前订单，市场虽然忙碌，但并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加上疫情反复从而导致了 3 月“金

三”的传统纺织旺季不旺。

五月末市场走货变多后，进入六月市场再次回归冷清，内贸外贸需求双疲弱，很多织造厂家

没有订单生产库存，市场订单不足整体从上海疫情开始便已经存在，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

况被逐渐加剧。7 月，是下游织造最淡的一个月份，坯布走货断崖式下跌。贸易商手头订单

稀少，新单跟进不足。

9 月，周期性需求到来，常规产品的生产企业基本开机率都能达到 70%左右，虽然订单情况

不及往年，但与前期相比有所回升，开机率基本保持稳定，厂家出货情况较好，产销呈平稳

势态。国庆小长假后，纺织市场在银十的到来下也热闹起来。气温突然急剧下降，导致秋冬

服装销售上升，带动下游织造市场走货。

进入 11 月，纺织市场行情总体表现比较平淡，下游买气始终偏弱，出现了坯布库存上升、

厂家开机率不高的现象。常规面料市场成交表现平平，市场供需失衡，再加上临近过年，内

销市场即将进入尾声。为了抢占最后的订单，消化还在不断上升的库存，厂家多以低价促销

来去库存。进入 12 月政策开放，市场订单开始下达，一些贸易商订单持续性较好，市场出

现“翘尾”行情。

三、纺织行业热点现象解读

1.染费上涨，加急单又出现了

随着原油的止涨回落，聚酯原料有了不同程度的下跌，坯布价格也开始企稳。但就在一切风

平浪静的时候染费杀了出来，由于蒸汽费的上涨，染费上涨又成了新的风口。

染厂在订单忙碌拥挤的情况下，出现“加急”“加快”“特快”“飞快”等各种加快生产的

加费项目是合情合理的。而一个单就要将染费上涨 1 毛左右，染费上涨本就已经将利润降低，

还要加上加急单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但话说回来，如果一直不断地有其他客户在“加急”生

产，等待的时间可能更久，最后不得不选择出钱加快生产。

2.印染行情已经紧贴地板

印染厂一直是纺织行情的“风向标”，市场订单好不好，看染厂就知道了。今年的纺织行情可

以说是近几年来都没遇到过的冷清，在与朋友聊天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行情真的已经贴地

板了！

根据绸都网的数据监测来看，现在江浙地区印染开机率在 55%，这个数据放在现在这个时间

点不可怕，毕竟进入淡季可以理解，可怕的是，今年上半年一直维持在这个数值左右，从这

张图上可以看出来，红色的线是今年的开机率走势，绿色的则是去年的开机率走势。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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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绿色的线远远超过今年。现在不少染厂已经进入做一停一的模式，这样的情况，不难看

出是真的没有订单，也正因如此现在染厂在交期方面，普遍在 4-5 天左右。甚至不少厂家还

会出现空缸的情况。

3.开机率不足 5 成，染费降价有心无力

8 月是传统纺织淡季，印染厂开工率仅有 4-5 成，并且还有部分染厂至今仍然只在晚上开工，

白天休息。

在订单不断减少的同时，染厂方面甚至无法通过降低染费来吸引订单。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就

是大宗化学品涨价实在太过离谱，导致染料的成本费用居于高位，印染厂无法通过降低染费

来获客，只能看着生意被其他染费本就较低的印染厂将生意抢去。

4.印染厂陆续倒闭！

近几日，又有一家印染厂关闭、遣散员工！

据网友透露，绍兴一家印染厂因经营不善，于 8 月 23 日正式关停。但这家印染厂的做法令

人暖心，不仅照常把 8 月工资结算，还为员工安排了工作，行情冷清，人心温暖。

今年以来，浙江、广州等地陆续有印染企业倒闭、破产。今年，疫情的冲击对纺织市场是最

大的一年，企业不仅是减产停工，更是让很多纺织企业不堪重负，无奈宣布破产。而七至八

月，一直都是纺织市场的传统淡季，但今年的市场在疫情影响下，淡季更淡了。加之今年高

温天气持续以及各地有序用电范围扩大，导致淡季下的企业长时间减产停产，经营压力增大

导致难以为继。

5.染厂终于堵车了

10 月，染厂终于堵车了！

“这两天可算忙起来。”一位染厂的业务员和小编说道，并且拍了个染厂脱水开幅间的视频发

给了小编，又到了想找缸布找半天的日子了。

四、2023年印染行情展望

印染市场的行情绝大部分取决于面料行情，面料商接到订单，才会下达到印染厂，两者是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近几年印染企业自身的日子不好过，订单长期处于不饱和状态，

导致开机不足。在此影响下，染费也一再让步，利润稀释。在行情不佳的大环境下，行业竞

争不断加大，再加上上游染料、蒸汽等成本的上涨，受到了“多面夹击”。 对于 2023 年印

染市场的行情，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虑：

1.能否迎来接坯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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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2 月初，就有不少印染厂传出提前放假的消息。众所周知，印染厂放假时间多跟随热

电厂停汽时间，因此部分印染厂于 12 月底放假，部分印染厂于 1 月上旬放假。12 月大规模

爆发疫情，工厂几乎停工，导致原本的生产计划延后一周。加之今年由于春节假期较早，不

少外来务工者提前返乡，人工严重不足，又致使交期延后。

因此多数企业手上留有未生产完的订单，这部分订单将在春节开工后继续生产。而企业复工

后，又将迎来新订单，加上很快到了传统旺季阶段，订单必然会有所增加。届时，多方订单

汇集印染厂，爆仓现象将再次出现。因此年后的印染市场迎来接坯旺季的可能性较大。

下半年，能否迎来“金九银十”呢？这将是市场人士着重关注的。许多织造企业和贸易企业对

2023 年的市场行情仍抱有些许期望，认为在疫情放开政策的下，2023 年市场将有小幅回温

的可能。然而，行业内产能过剩、坯布居高不下的问题依然牵绊着行情。

2.染费是否会上调？

染费方面，其价格主要取决于成本面和行情面。染料的价格将对染费形成重要支撑，回顾前

两年，染费几次上调，都是由于染料价格大幅上涨引起的。染料方面，今年价格比较稳定，

波动幅度没有去年大，因此相对成本面来说压力较去年减弱。但订单不足是今年染厂主要压

力，厂家会通过适当优惠染费来吸引客源。因此，实际是有所染费下降。

第四季度，印染行业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纺织品服装内销市场呈现恢复向好态势，印染

行业生产有所恢复，利润总额增速小幅提高，外贸保持稳定增长。因此，预测 2023 年也将

呈现向好趋势，厂家接单情况或将较今年上升。在此行情下，染费优惠或将取消甚至上调。

尽管经过了 2022 年一年时间低迷行情的打压，让许多纺织人难以喘息，但 2023 年的希望

在年末已“浮出水面”。国内疫情反复对行业稳步恢复，居民消费信心提升，都对行业形成利

好，但能否延续恢复向好态势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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