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羽絨服調研報告：波司登規模全球第一
世界權威市場調查機構歐睿國際剛剛完成2020年羽絨服產品零售渠道銷售額、銷售量統計，結果顯示，波司

登羽絨服規模全球第一，銷售額、銷售量同時位列第一，這意味着波司登已位列全球羽絨服第一梯隊。

李寧半年賺近20億
8月，李寧發布2021年年中業績報告。截至6月30日，李寧營收為101.97億元，同比增長65%；淨利潤超

19.62億元，同比大漲187%；毛利率上升6.4個百分點至55.9%。其多項指標為2004年上市以來同期歷史最高
水平。

安踏、特步業績大漲
特步、安踏、361度等國產品牌2021年上半年業績均向好。安踏6月發布的2021年上半年業績預告顯示，公
司上半年經營利潤將比上年同期增長至少55%。安踏表示，今年上半年安踏主品牌的零售金額同比增長
35%-40%，FILA品牌產品的零售金額同比增長50%-55%，旗下其他品牌產品的零售金額則增長90%-95%。7
月，特步國際發布盈利預告稱，2021年上半年綜合溢利同比將大幅增長不少於65%，零售銷售同比增速在
40%-45%左右。

Adidas中國市場業績不及預期
Adidas2021年第二季度財報顯示，集團營收同比增長52%，其中北美地區收入增速87%，歐洲、中東和非洲
地區收入增速99%，拉丁美洲增速230%，而亞太地區增速只有66%。其中，大中華區是阿迪達斯第二季度唯
一一個收入負增長地區，收入同比下滑16%。去年大中華區為Adidas 2021共貢獻約35%的收入，如今這一比
例則降到19.8%。 香港紡織商會輯

港零售銷貨價值升5.8%
本港6月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為281億元，同比上升5.8%。其中網上銷售佔
8.1%。該月的零售業網上銷售價值的臨時估計為23億元，較去年同月上升63.8%。今年上半年
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同比臨時估計上升8.4%，而網上銷售價值的同比臨時估計上升54.9%。
但是，鞋類、有關製品及其他衣物配件下跌1.8%。

港出口7月份貨值升幅收窄 同比增26.9%
政府統計處發表的對外商品貿易統計數字顯示，今年7月份本港整體出口和進口貨值均錄得
按年升幅，分別上升26.9%和26.1%。繼6月份錄得33.0%的按年升幅後，7月份商品整體出口
貨值為4170億元，升幅略收窄。輸往大部分亞洲的整體出口貨值錄得升幅，尤其是韓國（升
79.5%）、台灣（升48.9%）、印度（升40.2%）、菲律賓（升27.2%）和中國（升26.3%）；
美國亦上升26.1%。

香港甲級商廈租金較新加坡溢價回落至108%
港新兩地的寫字樓租金過去五年顯著收窄。戴德梁行提供的數據顯示，2017年，本港核心商

業區甲級商廈租金，較新加坡同類型地區物業高出約173%（租金溢價）。2019年下半年後，租
金差距持續拉近，而全球疫情大流行亦加劇有關情況。截至2020年底，新加坡和香港甲廈租金
溢價回落至約108%。

香港紡織商會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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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紡企面臨嚴峻挑
戰，6月中旬以來，本
該是紡織業的淡季，但
是卻反常地出現了漲價
現象。不僅坯布價格上
漲，就連人工、助劑、
原料等等各方面成本
都在上漲，讓企業備
受壓力。
原料價格不斷攀升，
粘膠纖維、滌綸紗、氨
綸、尼龍、染料等價格
均出現大幅度上漲。氨
綸市場常見的 20D、
30D、40D、70D 四種
規格均價已經逼近
80000元（人民幣，下
同）/噸大關，40D氨
綸的價格今年以來上漲幅度達到
112%；滌綸長絲的價格也開始先抑後
揚。POY150D產品市場價格7850元/
噸，環比上調325元/噸；FDY150D價
格為8025元/噸，環比上調250元/噸；
DTY150D價格為9200元/噸，環比上
調400元/噸。

天災衝擊價格
有會員向本報反映，歐洲供應商倉存
只有正常狀態的一半，「目前仍未見到
漲價的盡頭，至少兩至三年會維持上
升」。本會會長朱立夫博士表示，目前
漲價危機源頭為年初美國德州暴風雪，
重創美國原料生產，全美最大石化原料
生產一度全面停擺，而歐洲也傳出部分
廠區產能出狀況；即使風雪過後工廠陸
續復工，但衝擊已迅速擴散至各產業，
因而在接下來數月推動價格上升。「紡
企訂單可能十月都交不到貨，因為買不
起料。」
面對來勢洶洶的原料漲價潮，企業漲
價卻寥寥無幾。有會員表示，今年訂單
數和疫情前基本持平，但利潤卻出現了
明顯下滑，紡企面臨「訂單虧損，卻要
繼續接單」的狀況。「價格很難漲得上
去，因為客戶不接受。繼續接單是為了
攤薄前期的固定成本支出，也要留住工

人。由於工人難招，如果停機，企業要
拿資金補貼工人工資，會虧損得更多。
為了不使工廠的設備閒置過多，即使訂
單虧得多企業也要硬着頭皮幹。如果產
能利用率達到70%~80%，企業才可能
砍掉一些虧損過多的訂單。」

通過新技術減輕成本壓力
紡織業的漲價無法避免，大型紡企在

成本充足下，通過研發新技術和新材
料，實現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通過
「苦練內功」、實行工藝改進等舉措來
抵禦成本壓力。在日前舉辦的2021年
中國時尚面料設計大賽，環保、可持續
面料的參賽作品比例有所增加，這些面
料降低廢氣、廢水等的排放。內地媒體
報道阿里巴巴天貓事業部潮流服飾負責
人盧佳表示，環保、健康等綠色理念早
已成為服裝消費趨勢，人們願意為環保
買單，綠色天然的面料更能引導消費者
的購買決策。
對於那些中小規模的紡織企業而言，

在沒有能力進行研發新技術的情況下，
首先要確保自己能夠不虧本，即便是訂
單紛至沓來，很多小規模的企業會選擇
不接單或少接單，以此來降低自己的成
本支出。

香港紡織商會蘇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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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凌晨，USDA公布2021年8月全球棉花供需
報告，市場焦點主要集中在2021/2022年度的產量和全
球消費數據。具體特徵如下：
產量不升反降：市場預期2021/2022年度全球棉花產

量會上調，主要是美棉上調產量，但實際數據反而是
下調，預計為375.9萬噸。全球棉花產量不升反降，環
比7月下調12萬噸至2587.5萬噸，同時巴西棉產量也
下調16萬噸至272萬噸，雖然澳棉產量上調11萬噸至
96萬噸部分抵消減量，但總體全球產量下調。中國雖
然同比下跌9.3%，但是新疆近期持續高溫天氣，有望
追回前期落後的生長進度。據山東、河南地區紗廠了
解到，大多數紗廠庫存較低，甚至沒有現貨。
消耗量再創新高：2021/22年度，全球棉花消費量增

加到近四年最高水平，棉花消耗量預計增長3.6%，達
到2685.1萬噸。印度土耳其為最大增長國，共增長43.6
萬噸，佔全球增長大半。中國棉花消耗卻未作調整，
這個也與市場預估有些偏差。因為上述的調整，全球
期末庫存也超預期下調11萬噸至1899。最終導致全球
棉花庫消比超預期的繼續下調 0.52 個百分點至
70.73%。
美國出口持續下降：因為美棉產量的下調，美棉出

口下調4萬噸至327萬噸，但出口供應為近五年最低，
期末庫存同比亦下降。
澳棉出口激增：澳洲對華棉花出口被限制前，中國

佔澳棉出口的58%，現在只佔3-5%。然而，隨着對越
南、土耳其、印度尼西亞和孟加拉國出口的增長，澳
大利亞的總體棉花出口量仍然強勁。澳大利亞產量上
調，因此澳棉出口上調4萬噸至76萬噸。中國棉花進
口量未作調整。

香港紡織商會 謝軒

美棉產量不升反降 推動棉價

失之歐美取之東南亞 港紡服出口止跌

紡織新技術—
廢棄塑料的重生技術

業 界 消 息

經歷了疫情帶來的衝擊後，今年首七個月香港出口稍
為止跌。今年1-7月份，據港府統計處資料，紡服出口
598.31億（港元，下同），較去年同期幾乎一樣；但是
服裝出口同比大減100億後，今年意外錄得回升，達
356.05億，上升12.3億，升幅3.6%；紡織品出口則為
242.26億，下跌5%。
歐（盟及英國）、美市場是今年出口大跌的重災區，分
別下跌30.1%及9.5%，其中美國市場較上一季下跌16.6%
已有所回升。一方面，在家工作料會成為新常態，人們對

正裝的需求相信會減弱。另一方面，香港紡織品去年因為
口罩和醫用防護服等防疫物資訂單激增而受益，今年則回
復原狀。
內地及東盟出口數字則繼續呈上升趨勢，分別上升7.3%
及17.5%。其中東盟出口去年同比大跌，今年則呈反彈勢
頭，同比上升17.5%。中國香港與東南亞國家聯盟的《自
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已於2021年2月12日全面生
效，預料也對出口狀況有幫助。
展望未來，香港紡服出口整體趨勢仍不樂觀，香港紡服

經濟活動仍低於衰退前的水
平。生產設施持續從中國內
地遷移到南亞和東南亞，難
免導致香港服裝出口下降。
而且疫情及社交距離對紡服
業打擊相當大，全球服裝消
費前景仍不明朗。香港紡衣
出口結構早已由本地產品出
口為主轉為經港轉口為主，
目前兩者比例接近1:99。隨
着本地紡衣生產式微，出口
已成微不足道，近年亦以每
年雙位數字跌幅下降。

香港紡織商會 余青

根據科學雜誌今年七月初報道，地球已經積累了80億噸
塑料。其中30%尚在使用中，6%可以回收，8.5%被焚
燒，近55.4%則被廢棄。這40多億噸塑膠廢料對環境生態
造成極大衝擊。其中，14%是紡織品廢棄物，47%來自包
裝材料。由於塑料在自然環境中難以降解，對環境造成嚴
重隱患，微膠粒對物種多樣性危害已經引起廣泛關注。
不過，由於塑料本身的物理化學特性穩定，恰好可以被
重新使用。這40多億噸廢棄塑料有機會成為新的原材料來
源，不斷地被重用，重新為優質的紡織材料，實現材料閉
環，從而減少依賴石油原料，或減輕要從農地種植纖維的
負擔。實現這個目標的相關技術包括：
1.材料自動檢測及分類技術–先進的寬頻光譜技術將可

以準確檢測材料種類、顏色，甚至材料的表面塗層。自動
化的材料分撿系統可以精準地對廢舊塑料進行分類、歸
納，讓分檢的材料可以進行下一步再造處理。
2.塑料降解或解構再造技術–分類好的廢舊塑料經過降

解或解構成為單體，再經過重新聚合，在溫和的條件下可
重新組合，成為性能可媲美全新材料的再造材料。在降解
或解構過程中牽涉到的條件或所需的化學品比較溫和，不
會影響環境。
3.舊塑料中的添加劑、染料移除及淨化技術–這是塑料

再造的關鍵技術。降解或解構再造過程中利用不同的化學
和物理性質來移除添加劑和染料，使回收的單體或解構聚
合物保持純淨，足以進行再聚合、再組合的步驟，以獲取
可媲美原來材料質素的再生纖維。理想的淨化技術不但可
確保再造材料的性能，而且亦可有效控制生產成本。
目前，不少研究團隊正研究和改進滌綸和尼龍的降解及

解構再造技術，主要在溫和的反應條件、低能耗，及採用
綠色化學及物理處理上取得技術突破，再配合以較低成本
來製造塑料，相信不久將來便可應用於工業大量生產。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總監（項目發展）姚磊博士

懷胎十月，迎接新生命誕生是一件愉
快的事情。不過母親付出的代價可不
少，伴隨小生命每天成長，母親的體重
日益增加，分泌鬆馳素荷爾蒙，增加足
底壓力，令足弓塌陷和腫脹，韌帶力減
弱，導致足型改變，凡此種種，都可以
使孕婦受足痛困擾，影響步履穩定性，
甚至產後足部功能恢復。然而，市場目
前缺乏針對孕婦的足護系統。有見及
此，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與香港理
工大學的研究團隊合作，開發仿生孕婦
功能足護系統。
孕婦的腳長、腳寬、腳圍、腳踝圍和

鞋碼均隨着孕期推進而有明顯增大，靜
態和動態的足底壓力亦會變化，因此，
研究團體設計了一體成型的功能針織鞋
面，混合彈性及剛性徑向的立體鞋面結
構，為孕婦足部提供保護，亦預留腳部
尺寸增長的彈性。
此外，研究員參考現存世界最大的陸
上哺乳動物非洲象的足底結構，設計了
厚度及軟硬不一的3D異構質料鞋墊，
以減低足底壓力。足護系統還提供可拆
卸的足弓支
撐配件，鞋
底設防滑功
能，同時亦
可支撐重量
及局部降低
足底壓力。
這套仿生
孕婦功能足
護系統配備
監測功能，

透過Android手機應用程式開發的實時
智能生物傳感系統，監察足部腫脹、身
體質量指數（BMI）、足部及足弓壓
力，方便孕婦隨時了解自己的足部受力
變化，提升足部護理，維持孕期健康。
經過三年來反覆試驗，這套仿生孕

婦功能足護系統可以有效緩解足痛，
改善孕婦生活質素，並且填補孕婦鞋
市場的不足。其製備技術亦可提升鞋
業及紡織工業的技術，並將功能性紡
織應用拓展至更廣泛的康健服務領
域。這技術勇奪2021年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銀獎。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已與一間本

地公司簽訂此製鞋技術的授權協議；同
時，也有企業有意引入這技術於國內及
海外的鞋業市場。除了孕婦鞋外，這技
術開發的產品亦適用於產後婦女、超重
人士及扁平足病人等使用，為市民健康
提供多一重保障。
（查詢：info@hkrita.com）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總監（業務拓展）陳念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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