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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指标下降  降幅呈收
窄趋势

中轻皮革景气指数 2023 年上

半年一直处于过冷区间 ,3 月和 4 月

降至过冷区间底部 ,5 月后开始回

升，未来发展趋势值得关注。从今

年上半年的细分景气指数来看，出

口景气指数、资产景气指数基本处

于渐冷区间 ；但主营业务收入景气

指数、利润景气指数一直在过冷区

间以下，利润景气指数自 3 月开始

连续 3 个月跌出过冷区间，反映了

行业企业经营压力较大。

主要经济指标下降  皮革行业承压前行
——2023 年上半年中国皮革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文 / 樊永红      图 / 雒  霞

2023 年，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后，我国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
但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国际市场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国内需求仍显不足，经济
回升内生动力还不强。我国皮革行业发展面临较大挑战，上半年行业销售收入、利润、
进出口全面走低，全行业承压前行，但总体呈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中国皮革协会掌握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皮革主体行业重

点企业完成销售收入 3,800 多亿

元，同比下降 6.9%，增速比上年

同期下降 13.8 个百分点。从增速来

看，3—6 月逐月回升，降幅逐步收

窄，产业恢复性增长的动力有所加

强。从细分行业重点企业销售收入

看，制鞋行业完成销售收入 2,400

多亿元，同比下降 7.2%，箱包行

业完成销售收入约 490 亿元，同比

下降 1.0%，制革行业完成销售收

入近 270 亿元，同比下降 12.4%，

皮革服装行业完成销售收入约 23

亿元，同比下降 25.7%，而毛皮及

制品企业完成销售收入 63.4 亿元，

同比下降 17.9%。

2023 年上半年，全国皮革主

体行业重点企业利润总额约 150 亿

元，同比下降 1.9% ；销售收入利

润率为 4.1%，同比下降 0.21 个百

分点。从细分行业利润来看，制鞋

行业利润总额约 120 亿元，同比下

降 2.9%，利润率约为 5.0%，比上

年同期提高约 0.22 个百分点 ；制

革行业利润总额近 7 亿元，同比增

长 7.4%，利润率约为 2.8%，同比

增长 0.5 个百分点 ；箱包行业利润

总额近 14 亿元，同比增长 24.5%，

利润率约为 2.8%，比上年同期增

长 0.57 个百分点 ；皮革服装行业

利润总额约 800 万元，同比增长

29.2%，利润率约为 0.3%，比上

年同期增长 0.14 个百分点 ；毛皮及

制品行业利润总额 1 亿元，同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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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上半年全国皮革行业重点企业月度累计利润总额及同比

消费。而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我国皮

革行业出口的主要市场。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叠加上

年高基数的影响下，2023 年上半

年皮革行业出口取得如此成绩实属

不易，充分体现了我国皮革行业在

国际市场上韧性大、潜力足、竞争

力强的特点。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出口在

2022 年突破千亿美元后实现长期增

长存在着隐忧，出口增速在 2022

年 7 月达到高位后，逐月下行，形

成了明显的下滑趋势，未来出口形

势保持谨慎乐观。

从细分行业来看，2023 年上

半 年， 我 国 鞋 类、 旅 行 用 品 及 箱

包等制成品在皮革行业出口额中

贡献最大，二者出口金额合计达

到 432.4 亿 美 元， 占 出 口 总 额 的

88.3%。其中，鞋类产品出口 44.1

亿双，250.7 亿美元，同比分别下

降 3.5% 和 6.3% ；旅行用品及箱

包 出 口 65.1 亿 只，181.7 亿 美 元，

同比分别增长 7.8% 和 14.1%。

从出口市场来看，我国皮革行

降 33.4%, 利润率约为 1.7%，同比

下降 0.40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 , 行

业重点企业利润在 5 月后降幅逐渐

收窄 , 呈现回升趋势。

主体行业大类产品产量大多下

跌，但降幅在 4 月后整体呈收窄趋

势。2023 年上半年，重点企业轻革

完成产量约 1.6 亿平方米，同比下

降 6.1% ；皮革鞋靴产量约 13 亿双，

同比下降 8.3% ；皮革服装产量约

1,100 万件，同比下降 23.7% ；天

然毛皮服装产量约 300 万件，同比

增长 14.8%。

出口增速由升转降  新兴
市场保持增长

2023 年上半年，我国皮革行

业实现出口 489.5 亿美元，同比下

降 0.7%，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2.9 %。

全行业上半年实现贸易顺差 402.3

亿美元，同比下降 0.6%，占全国

进出口贸易总顺差的 9.8%。我国

皮革行业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以

美国、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

通胀高企、经济不振，严重制约了

业出口的前五大目标市场发生了变

化，俄罗斯取代日本成为第五大出

口市场，这主要是在西方国家加大

对俄罗斯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从

西方国家的进口大幅减少，加大了

对我国皮革产品的进口。今年上半

年，对美国、欧盟、东盟、非盟、

俄罗斯前五大皮革行业的出口目标

市场出口额合计占我国皮革行业总

出口额的 62.8%，占比有所减少。

美国虽仍是我国出口第一大市场，

但 2023 年 1—6 月中国皮革行业产

品对美出口额同比下降 25.3%，占

比为 17.2%，比上年同期下降 5.7

个 百 分 点。2023 年 1—6 月， 我

国皮革产品对欧盟出口额同比下降

11.5%，占比为 16.8%，比上年同

期下降 2.1 个百分点。

在对美国和欧盟等传统市场

出口下降的同时，我国对新兴市场

的出口则继续保持增长。今年上

半 年 对 东 盟、 非 盟、 俄 罗 斯 出 口

额同比分别增长 12.0%、26.0%、

65.7%。

同时，我国对“一带一路”国

2023 年上半年全国皮革行业子行业出口额占比

2023 年上半年全国皮革出口主要市场出口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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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出口继续保持较好的势头，贸易

规 模 持 续 扩 大。2023 年 1—6 月，

中国皮革行业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出口总额达 187.5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8.4%，占皮革行业出口

总额的 38.3%。占比较上年同期提

高 6.2 个百分点。

RCEP 协 议 持 续 释 放 红 利。

2023 年 上 半 年， 中 国 皮 革 行 业

对 RCEP 区域国家的出口总额达

128.9 亿美元，同比增长 6.3%，高

出行业出口平均增幅 7.0 个百分点，

占皮革行业出口总额的 26.4%。其

中，对东盟十国出口增长 12.0%，

对 澳 大 利 亚、 新 西 兰 分 别 增 长

19.9% 和 5.0%。

2023 年 上 半 年， 在 我 国 鞋

类出口量值中，美国占比分别为

13.0% 和 18.2%，较上年同期分别

大幅下降 6.0 和 8.3 个百分点，以

出口额计，美国仍是我国鞋类产品

出口的最大目的国 ；欧盟占比分别

为 16.6% 和 17.3%， 是 第 二 大 出

口目的地 ；东盟占比分别为 13.6%

和 12.9% ；排在其后的是非盟，占

比 分 别 为 16.7% 和 10.0%。 出 口

到上述国家和地区鞋类量值合计分

别占到我国鞋类出口量值的 59.9%

和 58.4%。

今年上半年，欧盟成为我国箱

包出口量值最大的目的地，在我国

箱包出口量值中，欧盟的量值占比

分别为 22.7% 和 18.5%，美国占

比 分 别 达 到 17.1% 和 16.8% ；排

在第三位的是东盟，占比分别为

12.1% 和 16.2%。出口到上述三个

国家和地区的箱包量值合计占比分

别达到 51.9% 和 51.5%。

进口额小幅下降  产品单
价有所上升

2023 年上半年，随着经济社

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一系列扩

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市场活

力逐步恢复，城乡消费市场趋于活

跃，呈现恢复增长态势。全国限额

以上单位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2.8%，增速

比一季度加快 2.4 个百分点，其中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穿着类商

品增长 13.3%。

今 年 上 半 年， 我 国 皮 革 行 业

进口总额 87.2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占全国进口总额的 0.7%。

我国皮革行业进口以一般贸易为主，

占比为 84.0%，同比增长 4.3 个百

分点。

我国皮革行业的进口以制成

品为主，今年上半年皮革制品进口

占 比 为 73.5%。 其 中， 进 口 鞋 类

9273.5 万双，进口额 29.3 亿美元，

同比分别下降 3.3% 和增长 0.9% ；

进口旅行用品及箱包 4030.8 万个，

进口额 31.1 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

14.1% 和增长 8.3%。

鞋类和旅行用品及箱包的进口

量下滑，但进口额同比增长，这主

要是国内消费者对高端国际品牌需

求较大，产品单价提高所致。今年

上半年，旅行用品及箱包的进口单

价达 77.3 美元，同比提高 26.2% ；

鞋类的进口单价为 31.6 美元，同比

提高 4.3%。

原材料进口方面，2023 年上

半年进口生皮 69.9 万吨、6.7 亿美

元，同比分别增长 14.8% 和下降

9.5% ；进口半成品革 25.0 万吨、

4.4 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 6.3%

和 21.3% ；进口成品革 2.0 万吨、

3.4 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 24.9%

和 31.8%。可以看出，全球皮革市

场处于低迷状态，生皮、半成品革、

成品革的价格同比下降幅度较大，

中国市场对全球皮革行业起到了重

要的支撑作用。

今年上半年，我国皮革产品自

欧盟进口额同比增长 4.2%，占比

为 46.1%，较上年同期占比提高 2.4

个百分点，欧盟仍是我国皮革行业

进口第一大来源地。其中，自欧盟

进口的皮革及制品进口额占我国皮

革及制品进口总额的 61.1%，自欧

盟进口的鞋进口额占我国鞋进口总

额的 29.1%，自欧盟进口的毛皮及

制品进口额占我国毛皮及制品进口

总额的 11.2%。

2023 年上半年全国皮革行业子行业进口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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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是我国皮革行业进口第

二 大 来 源 地， 占 比 29.4%， 同 比

提高 1.1 个百分点。其中，自东盟

进口鞋的金额占我国鞋进口总额的

61.2%， 同 比 下 降 3.2 个 百 分 点。

自东盟进口的鞋主要来自越南和印

尼，自越南进口鞋占鞋进口总额的

比例为 41.1%，同比下降 0.2 个百

分点 ；自印尼进口鞋占鞋进口总额

的比例为 16.8%，同比下降 2.0 个

百分点。

2023 年上半年，我国进口生

皮的主要来源地为美国、澳大利亚、

欧盟、加拿大和阿根廷，占比分别

为 42.9%、16.1%、13.5%、7.0%、

5.5% ；我国进口半成品革的主要

来 源 地 为 巴 西、 东 盟、 美 国、 阿

根廷和欧盟，占比分别为 38.5%、

10.2%、8.8%、7.1%、6.9% ；我

国进口成品革的主要来源地为欧盟、

东 盟、 韩 国、 巴 西 和 印 度， 占 比

分 别 为 32.8%、17.8%、12.9%、

6.3%、6.0%。

我国皮革行业进口来源国家

中，意大利、越南和法国依然位居

前三，进口额占比分别为 27.8%、

战略，将有助于支撑工业经济稳定

增长，有助于提振扩大需求，有助

于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

增速将会持续回升，经济活动的恢

复也将逐步推动居民收入的回升与

消费信心的回暖。

从国际来看，美欧等主要经济

体通货膨胀仍处较高水平，加息等

收紧货币政策的变化，不可避免地

将拖累自身的经济复苏，影响全球

经济发展，甚至造成全球性的经济

衰退。

同 时 全 球 地 缘 政 治 风 险 持

续，全球经济复苏因此面临较大压

力。在国际经济复苏疲软、市场需

求不足、海外订单转移、贸易保护

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下，2023 年我

国皮革行业出口增长面临较大的压

力。当然也要看到，“一带一路”和

RCEP 等贸易合作协定持续推进，

新型营销方式促进跨境电商加速发

展，将进一步推动行业出口实现高

质量发展。

新冠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经

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

前进的过程。我国经济具有较好的

发展韧性和潜力，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没有改变。

我国皮革行业是一个高度市场

化、国际化的行业，具有完整的产

业链，发展韧性强，全行业发展的

基础和总体趋势依然健康。长期来

看，中国仍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

皮革业生产、贸易、消费大国，皮

革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依然看好。

16.7%、12.3%， 自 意 大 利 和 法

国 的 进 口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6%、

17.2%，自越南的进口额同比下降

1.6%。

面临的形势复杂   发展前
景依然看好

总的来看，2023 年上半年行

业经济承受较大压力，但也展现了

较强的发展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展

望全年，行业面临的发展形势复杂，

企业生产经营压力较为突出，行业

全年实现平稳运行面临较大挑战。

从国内来看，当前我国经济运

行面临新的困难主要是国内需求不

足，为此，国家不断出台财政金融

和就业利好政策，加大宏观调控力

度，经济回升向好，但居民消费能

力和消费信心仍待增强，恢复和扩

大消费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8

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为 49.7%，

比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三

个月保持增长势头，制造业景气水

平进一步改善。

2023 年 7 月，工业和信息化

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联合推出

《轻工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3—

2024 年）》，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着力稳住重点行业，着力优化供给

结构，着力创新消费场景，促进轻

工业稳增长，对促进皮革行业的健

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国家和各级政府加大宏观

政策调控力度，坚定实施扩大内需

2023 年上半年全国皮革行业进口主要来源地进口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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