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近年来广东现代轻工纺织战略性支柱产

业集群的发展现状和历程，指出现代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存在的问

题及与工作目标存在的差距，并提出促进现代轻工纺织战略性支

柱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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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轻工纺织产业
①
是广东重要传统工业产业之一，总量规

模较大，产业发展基础较好。根据《广东发展现代轻工纺织战略

性支柱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1-2025 年）》的目标，到 2025

年，现代轻工纺织产业集群实现工业增加值超 7200 亿元，主营

业务收入超 3 万亿元。为实现此目标，经测算，现代轻工纺织产

业主营业务收入年均需增长 2.4%、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2.6%以

上。2020 年前三季度，该产业集群的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2.6%，

增加值下降 7.6%，与上述目标分别相差 15.0 个和 10.2 个百分

点，差距较大。本文通过分析全省现代轻工纺织产业发展现状和

历程，研究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与工作目标存在的差

距，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一、广东现代轻工纺织业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发展基本情况

（一）市场主体多，产业发展基础较好，总量占比高。

截至 2020 年三季度末，全省拥有规模以上现代轻工纺织产

业企业 20167 家，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 36.5%。从行业

分布看，该产业集群企业主要分布在橡胶和塑料制造业、纺织服

装服饰业、金属制品业等行业，分别拥有企业数 4201 户、2681

户和 1887 户。目前全省现代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基础较好，分别

①
本文的现代轻工纺织产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是包含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专业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等 17 个大类 56 个中类中的 171 个小类。本文统计相关指标为规模以上现

代轻工纺织产业企业数据，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在珠三角核心区、东西两翼形成了一批特色产业集群，其中服装、

皮革、家具、造纸及纸制品、珠宝首饰、玩具、乐器、日化产品、

塑料制品、陶瓷、日用金属制品等产品产量居全国第一，具有较

强的国际竞争力。

从总量规模看，2020 年前三季度，现代轻工纺织产业集群

实现工业总产值 17874.43 亿元，同比下降 8.0%，占全部规模以

上工业产值的 17.6%；实现增加值 4065.61 亿元，下降 7.6%，占

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17.7%。

从行业构成看，现代轻工纺织产业行业分布总体比较分散，

2020 年前三季度增加值占比最大的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仅占

18.7%，其余占比较大的行业还有金属制品业、纺织服装、服饰

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等行业，增加值总量分

别占现代轻工纺织产业集群的 11.2%、10.6%和 9.7%，部分行业

占比较低，如专用设备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占比均在 1.0%以下。



表 1 2020 年前三季度现代轻工纺织产业分行业生产情况

行业名称
总产值

（亿元）
增加值
（亿元）增长

（%）
增长
（%）

占比
（%）

现代轻工纺织业产业集群合计 17874.43 -8.0 4065.61 -7.6 100.0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3481.72 -4.3 759.80 -3.0 18.7

金属制品业 2006.01 8.6 453.38 8.1 11.2

纺织服装、服饰业 1700.11 -17.3 430.05 -16.2 10.6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169.01 -10.2 394.25 -13.7 9.7

纺织业 1726.77 4.7 387.15 6.0 9.5

造纸和纸制品业 1805.60 -6.6 364.59 -1.9 9.0

家具制造业 1315.75 -16.8 314.96 -15.5 7.7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886.18 -30.0 230.65 -29.4 5.7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741.33 -1.2 212.18 0.6 5.2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720.74 -9.6 185.01 -9.6 4.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33.34 -13.3 88.74 -12.4 2.2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308.31 -22.0 70.35 -21.5 1.7

其他制造业 185.81 6.4 48.85 8.9 1.2

仪器仪表制造业 138.07 -23.0 39.43 -24.7 1.0

专用设备制造业 86.02 -13.0 29.67 -14.8 0.7

化学纤维制造业 122.73 1.7 29.11 16.3 0.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制造业

146.93 2.9 27.46 -3.5 0.7

（二）产业集中度高，主要分布在珠三角核心区。

广东现代轻工纺织业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珠三角核心区，

2020 年前三季度，珠三角核心区实现增加值 3345.55 亿元，同

比下降 6.4%，占全省的 80.2%；沿海经济带实现增加值 677.05

亿元，下降 10.2%，占 16.2%；北部生态发展区实现增加值 146.99

亿元，下降 4.8%，占 3.5%。分地市看，广东现代轻工纺织业产

业集群主要集中在东莞、佛山、深圳、广州等市，分别占全省的



19.8%、18.1%、12.7%、11.6%，茂名、梅州、云浮等市占比相对

较低。

表 2 2020 年前三季度现代轻工纺织产业分市生产情况

地区
工业总产值

(亿元)
增加值
（亿元）增长（%） 增长（%） 占比(%)

全 省 17874.43 -8.0 4065.61 -7.6 ——

广州市 1765.29 -5.2 483.98 -2.8 11.6

深圳市 2472.69 1.4 528.60 5.0 12.7

珠海市 259.48 -5.4 64.99 -5.8 1.6

汕头市 1362.12 -7.7 313.06 -6.7 7.5

佛山市 3757.83 -8.8 755.35 -7.7 18.1

韶关市 78.25 -0.7 22.85 -4.8 0.5

河源市 128.40 -12.9 29.08 -12.3 0.7

梅州市 43.94 -28.0 11.60 -26.3 0.3

惠州市 594.62 -12.6 158.52 -11.9 3.8

汕尾市 338.84 -13.1 52.63 -13.9 1.3

东莞市 3073.35 -10.3 824.19 -9.1 19.8

中山市 925.19 -10.1 240.39 -10.2 5.8

江门市 746.89 -14.9 173.28 -13.2 4.2

阳江市 93.59 35.0 25.86 34.3 0.6

湛江市 172.85 -40.5 37.35 -41.2 0.9

茂名市 51.35 -56.9 14.42 -60.0 0.3

肇庆市 509.46 -12.6 116.25 -11.3 2.8

清远市 267.40 3.4 65.75 2.6 1.6

潮州市 327.12 -16.0 71.20 -16.7 1.7

揭阳市 833.02 5.9 162.54 6.2 3.9

云浮市 72.73 0.3 17.71 1.3 0.4

#珠三角核心区 14104.81 -7.7 3345.55 -6.4 80.2

沿海经济带 3178.90 -9.7 677.05 -10.2 16.2

北部生态发展区 590.72 -4.5 146.99 -4.8 3.5

备注：全省现代轻工纺织产业增加值是按照省增加值率计算的增加值，分市及分经济区域现代轻
工纺织产业增加值是按照各市增加值率计算的增加值，所以全省与分市加总数据不相等。



（三）受疫情影响，产业整体效益降幅较大。

截至 2020 年前三季度末，广东现代轻工纺织产业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数 20167 户，亏损企业 5063 户，亏损面达 25.1%，亏

损企业亏损额 159.66 亿元，同比增长 39.4%；负债合计 10817.89

亿元，增长 3.8%，平均资产负债率 54.4%，提高 0.2 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广东现代轻工纺织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16593.27 亿元，

下降 12.6%；实现利润总额 786.28 亿元，下降 13.2%；平均用工

人数 372.94 万人，减少 49.91 万人，下降 11.8%。

分行业看，营业收入除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增长 1.0%外，其余行业均为下降，其中下降幅度较大

的行业有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下降 30.2%），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下降 20.8%），纺织服

装、服饰业（下降 20.6%）等。利润总额下降影响大的行业主要

有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下降 46.2%），纺织、

服装服饰业（下降 40.1%），家具制造业（下降 33.8%）等行业，

上述三个行业拉低该产业利润总额增速 12.1 个百分点。从平均

用工人数看，减少较多的行业有纺织服装、服饰业（减少 11.75

万人），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减少 10.09 万人），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减少 8.42 万人）等。



表 3 2020 年前三季度现代轻工纺织产业主要经济指标

行业名称

企业
单位
数

（个）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平均用工人数

1-本月
（亿元）

增减
（%）

1-本月
（亿元）

增减
（%）

1-本月
（万人）

增减
（%）

现代轻工纺织产业合计 20167 16593.27 -12.6 786.28 -13.2 372.94 -11.8

纺织业 1453 1239.65 -13.5 82.42 26.4 22.22 -10.7

纺织服装、服饰业 2681 1690.22 -20.6 58.28 -40.1 51.03 -18.7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
制鞋业

1823 869.46 -30.2 6.98 -77.4 34.08 -22.8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
草制品业

544 281.77 -20.8 17.98 17.0 5.21 -11.2

家具制造业 1741 1246.36 -19.2 59.48 -33.8 30.85 -10.3

造纸和纸制品业 1344 1654.63 -7.8 84.23 3.1 19.93 -5.6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013 810.77 -8.7 45.42 -12.2 18.35 -8.9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
制造业

1721 2295.11 -9.5 46.60 -46.2 52.17 -13.9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69 826.80 -2.5 81.02 5.0 9.97 3.7

化学纤维制造业 65 120.10 -5.6 12.20 22.2 1.15 -5.0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4201 3211.68 -7.2 176.82 8.5 66.71 -6.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500 284.89 -17.5 16.98 -15.9 8.62 -10.8

金属制品业 1887 1514.87 -9.4 77.98 -8.9 34.10 -7.1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5 92.39 -14.2 1.85 -65.7 4.06 -12.5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
运输设备制造业

117 152.36 1.0 5.63 -19.0 3.08 1.0

仪器仪表制造业 197 161.44 -18.8 5.77 -54.8 6.22 -14.7

其他制造业 206 140.78 -7.7 6.65 2.6 5.18 -0.6

（四）龙头企业发展态势良好，经济效益明显优于行业平均

水平。

2020 年前三季度，广东现代轻工纺织产业百强企业（按营

业收入排序）共完成增加值 643.95 亿元，同比增长 5.1%，增速

比该产业集群平均水平（下降 7.6%）高 12.7 个百分点，占该产

业集群的 15.8%。主要效益指标明显优于行业平均发展水平，其



中实现营业收入 3331.79 亿元，增长 4.7%；实现利润总额 282.39

亿元，增长 12.1%；平均用工人数 26.29 万人，下降 5.7%。

分行业看，增加值总量最大的行业是造纸和纸制品业，实现

工业增加值 101.95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最大的行业是文教、工

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946.13 亿元；实现

利润总额最大的行业是造纸和纸制品业，实现利润总额 46.49 亿

元；平均用工人数最多的是纺织服装、服饰业，平均用工人数为

4.36 万人。

表 4 2020 年前三季度现代轻工纺织产业百强企业情况

行业名称
工业

增加值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利润
总额

（亿元）

平均用
工人数
（万人）

增长
（%）

纺织业 643.95 5.1 3331.79 282.39 26.29

纺织服装、服饰业 50.64 28.3 236.71 35.20 1.91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46.12 4.9 175.54 9.68 4.36

家具制造业 19.03 -2.0 72.45 3.05 2.30

造纸和纸制品业 57.31 -23.3 219.63 20.81 3.21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01.95 0.3 495.81 46.49 2.32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34.25 4.0 143.09 13.33 2.09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95.13 7.1 946.13 32.06 1.99

化学纤维制造业 69.08 7.0 319.15 41.20 0.73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7.74 7.5 71.28 10.48 0.29

金属制品业 81.66 22.6 360.28 42.49 2.66

专用设备制造业 49.95 16.8 210.91 23.49 2.45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

8.89 -21.9 22.85 0.67 0.98

其他制造业 3.72 70.1 27.08 1.46 0.10

纺织业 8.47 5.4 30.88 1.98 0.89

（五）从发展历程看，产业发展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行业发

展不均衡。



2018 年，广东现代轻工纺织产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2019

年和 2020 年前三季度连续负增长，分别比全省平均水平低 5.3

个和 6.4 个百分点。

从主要行业看，金属制品业发展明显好于其他行业，2018

年-2020 年前三季度该行业增长速度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该行

业占产业集群比重从 2018 年的 9.0%提升到 2020 年前三季度的

11.2%，提高 2.2 个百分点；总量占比提高较快的行业还有橡胶

和塑料制品业及纺织业，其中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从 2018 年的

17.7%提高到 2020 年前三季度的 18.7%，纺织业从 8.2%提高到

9.5%，分别提高 1.0 个和 1.3 个百分点，上述三个行业整体发展

水平好于该产业集群，总量占比提高较快。行业发展较慢、总量

占比下降较大的行业主要有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及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两大行业，占比分别由

2018 年的 7.8%和 11.5%下降为 2020 年前三季度的 5.7%和 9.7%，

回落 2.1 个和 1.8 个百分点。



表 5 2018-2020 年前三季现代轻工纺织产业分行业增加值占比

行业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一季度

2020 年
上半年

2020 年前
三季度

现代轻工纺织产业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纺织业 8.2 8.4 8.5 9.2 9.5
纺织服装、服饰业 11.1 11.6 11.2 11.0 10.6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7.8 7.3 6.6 6.0 5.7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9 2.1 1.8 1.8 1.7
家具制造业 8.3 8.6 7.3 7.4 7.7
造纸和纸制品业 8.7 8.5 9.9 9.4 9.0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4.8 4.6 4.6 4.7 4.6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1.5 10.0 8.8 9.0 9.7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1 4.7 5.2 5.4 5.2
化学纤维制造业 0.6 0.6 0.8 0.7 0.7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7.7 18.0 18.9 19.1 18.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2 2.3 2.1 2.3 2.2
金属制品业 9.0 10.0 10.6 10.4 11.2
专用设备制造业 0.6 0.7 0.9 0.7 0.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制造业

0.5 0.7 0.7 0.7 0.7

仪器仪表制造业 1.1 1.1 1.1 1.0 1.0
其他制造业 0.9 1.0 1.0 1.0 1.2

二、广东现代轻工纺织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广东现代轻工纺织产业发展现状与目标有一定差距。

2019 年，全省现代轻工纺织产业集群完成工业增加值

6180.77 亿元，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2.60 万亿元，2020 年前三季

度完成工业增加值 4065.61 亿元，完成营业收入 16593.27 亿元。

根据《广东省关于发展现代轻工纺织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行动计

划（2020-2025 年）》的要求，2020 年前三季度，现代轻工纺织

产业营业收入和增加值增速均与目标增速相差较大。

（二）行业发展下行压力较大，企业经济效益有待提升。

2018 年-2020 年前三季度，现代轻工纺织产业集群占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2018 年增加值、营



业收入占比均为 18.8%，2019 年增加值占 18.4%，营业收入占

17.9%，2020 上半年增加值占 17.0%，营业收入占 16.3%，2020

年前三季度增加值占 17.7%，营业收入占 16.3%。

从企业的经济效益看，现代轻工纺织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

的成本由2018年的85.59元下降到2020年前三季度的84.69元；

营业收入利润率由 2018 年的 5.1%下降到 2020 年前三季度的

4.7%。企业亏损面由 2018 年的 15.7%上升到 2020 年三季度的

25.1%。近三年来，全省现代轻工纺织产业集群增加值及营业收

入比重逐年下降，亏损企业增多，运营成本上升，企业获利能力

下降。

表 6 2018-2020 年前三季度现代轻工纺织产业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一季度

2020 年
上半年

2020 年
前三季度

工业增加值占全省比重（%） 18.8 18.4 17.2 17.0 17.7
营业收入占全省比重（%） 18.8 17.9 16.8 16.3 16.3
亏损企业占比（%） 15.7 15.7 37.5 30.8 25.1
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元） 85.59 84.78 85.35 84.88 84.69
营业收入利润率（%） 5.1 5.2 2.9 4.2 4.7

（三）企业整体规模发展偏小，行业集聚度有待提高。

全省现代轻工纺织产业集群所属企业多，准入门槛低，整体规

模普遍偏小，竞争力偏弱。2020 年前三季度，全省现代轻工纺织

产业集群所属企业户均增加值 2015.97 万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

51.4%，差距较大；实现利润总额786.28亿元、营业收入16593.27

亿元，营业收入利润率4.7%，比全省平均水平低 1.4个百分点，

盈利能力偏低。现代轻工纺织产业百强企业实现的增加值占该产业



比重仅为 15.8%，户均营业收入 33.32 亿元、户均增加值 6.44 亿

元，营业收入超百亿的企业仅6户，50-100 亿的企业仅 8户，企

业总体规模呈小、散等特征，行业集聚水平有待提升。

（四）产业发展需进一步转型升级，外部发展环境压力较大。

一是当前产业发展成本压力较大，产业外迁动力增加。目前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全省生产要素成本特别是劳动力、土地等成

本明显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压力较大，导致产业发展外迁动力增

加，部分企业已逐步搬迁至国内中西部等劳动力价格较低地区，

或者是直接转移到国外东南亚等地。二是目前全省现代轻工发展

产业发展低端化较为严重，亟需转型升级。现代轻工纺织产业准

入门槛较低，市场主体多，无品牌、代加工等低端经营形式较为

普遍，部分企业主要以价格战为营销手段，产业发展亟待转型升

级。三是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加剧，目前全省皮革、毛皮、羽毛及

其制品和制鞋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家具制

造业等产业出口占比较高，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较大，产业发展

压力较大。

三、促进全省现代轻工纺织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的对策建议

（一）培育大型骨干龙头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

力。

目前全省现代轻工纺织产业总体规模虽然较大，但是大型龙

头企业较少，产业偏低端化，行业集聚效益不明显。因此要进一



步加大对大型骨干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采取兼并、重组、

控股等多种方式，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市场集聚度，优化资源

配置，进而促进行业健康、良性发展；同时要鼓励企业发展自主

品牌，扩大市场影响力。现代轻工纺织产业很多行业与消费市场

密切相关，如服装服饰、皮具、家具、玩具等产业，直接面向个

人消费群体，应通过大力发展自主品牌，提升产品质量和影响力，

进而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以技术创新为突破，延伸产业链，引导产业向高附加

值方向发展。

一是着力突破纺织、家具智能生产装备短板，加大纺织、塑

料、化妆品、家具等轻量化、高性能、绿色环保、卫生防疫等新

材料的研发力度，突破纺织、化妆品等行业节能减排、原材料提

取合成等新工艺，建设纺织、化妆品等行业联合技术创新载体。

二是支持开展轻工纺织关键核心技术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做好

高技术专利培育和新技术新工艺推广，切实解决制约自主可控的

深层次问题，突破产业短板。三是鼓励企业从产业低端向高附加

值方向发展，通过加大自主设计、研发能力，提升产品质量，同

时鼓励企业积极参加各类国际行业展览、展销会等形式，扩大品

牌影响力。

（三）优化产业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协同发展。

一是立足各区域功能定位和比较优势，构建一体化产业链梯

度布局，将珠三角核心区打造成为世界领先的现代轻工纺织产业



集群发展基地，把东西两翼拓展带建设成为全省现代轻工纺织产

业新增长极，以生态保护为原则推动北部现代轻工纺织产业发展

区转型升级，构建全省现代轻工纺织产业高质量持续发展新格

局。二是建立省市联动发展和跨地市联动发展的协调协作机制，

强化产业发展整体性和协调性，科学统筹谋划产业空间布局。三

是以转移工业园、专业园为载体，鼓励粤东西北山区承接轻工纺

织产业转移项目，主动对接上游产业链，支持各地区主导产业差

异化发展，加强各行业分工协作，推动各地集群化、规模化、高

质量发展。

（四）强化各项保障力度，推动产业持续快速发展。

一是强化组织协调。统筹推进现代轻工纺织产业发展的重大

政策、重大工程专项和重要工作，协调跨地区、跨行业重要事项。

二是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完善及落实用地、用电、融资、吸引外

资、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政策措施，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推动

简政放权，完善信用体系，着力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政策服

务环境。三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统筹引导省市现有财政资金支

持现代轻工纺织产业集群项目建设。支持重点产业集群及村镇工

业聚集区改造升级，加强对工业用地的取得、建设、转租管理，

对重点项目在立项、规划报批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

附件：现代轻工纺织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统计口径



附件 现代轻工纺织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统计口径

细分领域 中类行业 序号
行业
代码

小类行业名称
折算
比例

纺织业

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 1711 棉纺纱加工 100%
2 1712 棉织造加工 100%
3 1713 棉印染精加工 100%

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4 1721 毛条和毛纱线加工 100%
5 1722 毛织造加工 100%
6 1723 毛染整精加工 100%

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7 1731 麻纤维纺前加工和纺纱 100%
8 1732 麻织造加工 100%
9 1733 麻染整精加工 100%

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0 1741 缫丝加工 100%
11 1742 绢纺和丝织加工 100%
12 1743 丝印染精加工 100%

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
13 1751 化纤织造加工 100%
14 1752 化纤织物染整精加工 100%

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制
品制造

15 1761 针织或钩针编织物织造 100%

16 1762
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印染精
加工

100%

17 1763 针织或钩针编织品制造 100%

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18 1771 床上用品制造 100%
19 1772 毛巾类制品制造 100%
20 1773 窗帘、布艺类产品制造 100%
21 1779 其他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100%

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22 1781 非织造布制造 100%
23 1782 绳、索、缆制造 100%
24 1783 纺织带和帘子布制造 100%
25 1784 篷、帆布制造 100%

26 1789
其他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
造

100%

纺织服装、服
饰业

机织服装制造
27 1811 运动机织服装制造 100%
28 1819 其他机织服装制造 100%

针织或钩针编织服装制造
29 1821 运动休闲针织服装制造 100%

30 1829
其他针织或钩针编织服装
制造

100%

服饰制造 31 1830 服饰制造 100%

皮革、毛皮、
羽毛及其制
品和制鞋业

皮革鞣制加工 32 1910 皮革鞣制加工 100%

皮革制品制造

33 1921 皮革服装制造 100%
34 1922 皮箱、包(袋)制造 100%
35 1923 皮手套及皮装饰制品制造 100%
36 1929 其他皮革制品制造 100%

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
37 1931 毛皮鞣制加工 100%
38 1932 毛皮服装加工 100%
39 1939 其他毛皮制品加工 100%

羽毛（绒）加工及制品制造
40 1941 羽毛(绒)加工 100%
41 1942 羽毛(绒)制品加工 100%

制鞋业
42 1951 纺织面料鞋制造 100%
43 1952 皮鞋制造 100%



44 1953 塑料鞋制造 100%
45 1954 橡胶鞋制造 100%
46 1959 其他制鞋业 100%

木材加工和
木、竹、藤、
棕、草制品业

木材加工

47 2011 锯材加工 100%
48 2012 木片加工 100%
49 2013 单板加工 100%
50 2019 其他木材加工 100%

人造板制造

51 2021 胶合板制造 100%
52 2022 纤维板制造 100%
53 2023 刨花板制造 100%
54 2029 其他人造板制造 100%

木质制品制造

55 2031
建筑用木料及木材组件加
工

100%

56 2032 木门窗制造 100%
57 2033 木楼梯制造 100%
58 2034 木地板制造 100%
59 2035 木制容器制造 100%

60 2039
软木制品及其他木制品制
造

100%

竹、藤、棕、草等制品制造

61 2041 竹制品制造 100%
62 2042 藤制品制造 100%
63 2043 棕制品制造 100%
64 2049 草及其他制品制造 100%

家具制造业

木质家具制造 65 2110 木质家具制造 100%
竹、藤家具制造 66 2120 竹、藤家具制造 100%
金属家具制造 67 2130 金属家具制造 100%
塑料家具制造 68 2140 塑料家具制造 100%
其他家具制造 69 2190 其他家具制造 100%

造纸和纸制
品业

纸浆制造
70 2211 木竹浆制造 100%
71 2212 非木竹浆制造 100%

造纸
72 2221 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100%
73 2222 手工纸制造 100%
74 2223 加工纸制造 100%

纸制品制造
75 2231 纸和纸板容器制造 100%
76 2239 其他纸制品制造 100%

印刷和记录
媒介复制业

印刷
77 2311 书、报刊印刷 100%
78 2312 本册印制 100%
79 2319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100%

文教、工美、
体育和娱乐
用品制造业

文教办公用品制造

80 2411 文具制造 100%
81 2412 笔的制造 100%
82 2413 教学用模型及教具制造 100%
83 2414 墨水、墨汁制造 100%
84 2419 其他文教办公用品制造 100%

乐器制造

85 2421 中乐器制造 100%
86 2422 西乐器制造 100%
87 2423 电子乐器制造 100%
88 2429 其他乐器及零件制造 100%

工艺美术及礼仪用品制造
89 2431 雕塑工艺品制造 100%
90 2432 金属工艺品制造 100%
91 2433 漆器工艺品制造 100%



92 2434 花画工艺品制造 100%

93 2435
天然植物纤维编织工艺品
制造

100%

94 2436 抽纱刺绣工艺品制造 100%
95 2437 地毯、挂毯制造 100%
96 2438 珠宝首饰及有关物品制造 100%

97 2439
其他工艺美术及礼仪用品
制造

100%

体育用品制造

98 2441 球类制造 100%
99 2442 专项运动器材及配件制造 100%
100 2443 健身器材制造 100%
101 2444 运动防护用具制造 100%
102 2449 其他体育用品制造 100%

玩具制造

103 2451 电玩具制造 100%
104 2452 塑胶玩具制造 100%
105 2453 金属玩具制造 100%
106 2454 弹射玩具制造 100%
107 2455 娃娃玩具制造 100%

108 2456
儿童乘骑玩耍的童车类产
品制造

100%

109 2459 其他玩具制造 100%

游艺器材及娱乐用品制造

110 2461
露天游乐场所游乐设备制
造

100%

111 2462
游艺用品及室内游艺器材
制造

100%

112 2469 其他娱乐用品制造 100%

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
造业

专用化学产品制 113 2667 动物胶制造 100%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114 2681 肥皂及洗涤剂制造 100%
115 2682 化妆品制造 100%
116 2683 口腔清洁用品制造 100%
117 2684 香料、香精制造 100%
118 2689 其他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100%

化学纤维制
造业

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
造

119 2811 化纤浆粕制造 100%

120 2812
人造纤维（纤维素纤维）
制造

100%

合成纤维制造

121 2821 锦纶纤维制造 100%
122 2822 涤纶纤维制造 100%
123 2823 腈纶纤维制造 100%
124 2824 维纶纤维制造 100%
125 2825 丙纶纤维制造 100%
126 2826 氨纶纤维制造 100%
127 2829 其他合成纤维制造 100%

生物基材料制造
128 2831 生物基化学纤维制造 100%

129 2832
生物基、淀粉基新材料制
造

100%

橡胶和塑料
制品业

橡胶制品业 130 2915 日用及医用橡胶制品制造 100%

塑料制品业

131 2921 塑料薄膜制造 100%
132 2922 塑料板、管、型材制造 100%
133 2923 塑料丝、绳及编织品制造 100%
134 2924 泡沫塑料制造 100%
135 2925 塑料人造革、合成革制造 100%



136 2926 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 100%
137 2927 日用塑料制品制造 100%
138 2928 人造草坪制造 100%

139 2929
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
制造

100%

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

玻璃制品制造

140 3054 日用玻璃制品制造 100%
141 3055 玻璃包装容器制造 100%
142 3056 玻璃保温容器制造 100%
143 3057 制镜及类似品加工 100%
144 3059 其他玻璃制品制造 10%

陶瓷制品制造

145 3074 日用陶瓷制品制造 100%
146 3075 陈设艺术陶瓷制造 100%
147 3076 园艺陶瓷制造 100%
148 3079 其他陶瓷制品制造 100%

金属制品业

金属工具制造

149 3322 手工具制造 100%

150 3323
农用及园林用金属工具制
造

100%

151 3324
刀剪及类似日用金属工具
制造

100%

152 3329 其他金属工具制造 100%
集装箱及金属包装容器制

造
153 3333 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 100%

建筑、安全用金属制品制造

154 3351
建筑、家具用金属配件制
造

100%

155 3352
建筑装饰及水暖管道零件
制造

50%

156 3353
安全、消防用金属制品制
造

80%

157 3359
其他建筑、安全用金属制
品制造

50%

搪瓷制品制造 158 3379
搪瓷日用品及其他搪瓷制
品制造

100%

金属制日用品制造

159 3381 金属制厨房用器具制造 100%
160 3382 金属制餐具和器皿制造 100%
161 3383 金属制卫生器具制造 100%
162 3389 其他金属制日用品制造 100%

专用设备制
造业

纺织、服装和皮革加工专用
设备制造

163 3553 缝制机械制造 100%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164 3587 眼镜制造 100%
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
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

自行车和残疾人座车制造
165 3761 自行车制造 100%
166 3762 残疾人座车制造 100%

助动车制造 167 3770 助动车制造 100%

仪器仪表制
造业

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 168 4030 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 100%
衡器制造 169 4050 衡器制造 100%

其他制造业 日用杂品制造
170 4111

鬃毛加工、制刷及清扫工
具制造

100%

171 4119 其他日用杂品制造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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