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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5 年，中国以 39.2%的市场份额位列全球服装出口市场首位，但随后中国服装出口

份额额开始下降，2022 年下跌至 31.7%。与此同时，孟加拉、越南、印度、土耳其等

新兴国家的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但我国纺织品以及 PTA 等化工原料的出口却一直保

持稳定增长，2022 年我国纺织品出口的全球份额提升到了 43.6%，这也体现了中国纺

服产业链出口结构向上游原材料转移的趋势。  

通过对全球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份额变化数据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印度、越南、土耳

其、孟加拉等新兴国家在全球纺服产业链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面对这些全球竞争

者，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纺服以及上游原材料产业链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从而判断在

化工产能快速扩张的背景下，我国 PTA、聚酯等产品的出口增长空间。 

印度的纺织产业规模全球第二，仅次于中国，同时也是全球前十大服装出口国之一，

本篇从印度市场开始，分析其 PTA 供需、PTA 进出口结构与 BIS 政策的影响、聚酯产

品供需与进出口，以及纺服市场现状，最后回到印度供需趋势和政策对中国 PTA、聚

酯长丝出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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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 20 年来，全球服装出口市场悄然发生了很多变化。2006 年，中国反超欧盟成为全

球服装出口市场第一大国，随后经历了近十年的高速发展，2015 年以 39.2%的有史以

来最高市场份额，位列全球服装出口市场首位，随后中国服装出口市场依然保持第

一，但全球分额开始下降，下跌至 2022 年的 31.7%。与此同时，孟加拉、越南、印

度、土耳其等新兴国家的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其背后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第一，

中国劳动力、原材料和环保等生产成本上升，导致服装企业利润空间减缩，迫使其向

更低成本国家市场采购，或将生产基地向新兴市场转移，降低生产和运输等成本；第

二，东南亚多国政府采取税收减免和出口补贴等激励政策，吸引外资和刺激出口；第

三，中美贸易战等地缘政治和贸易摩擦因素，一些国家也通过调整贸易政策降低对中

国这一大制造国的依赖。 

图 1: 全球主要服装出口市场份额变化  

   

数据来源：WTO 华泰期货研究院 

但同时，我国纺织品以及 PTA 等化工原料的出口却一直保持稳定增长，2022 年我国纺

织品出口的全球份额提升到了 43.6%，这也体现了中国纺服产业链出口结构向上游原材

料转移的趋势。2020 年全球卫生事件爆发，对纺织品出口市场格局造成了短暂性冲

击，然而待全球疫情逐渐得以控制，2021 年后印度市场份额激增，其他多个国家如土

耳其、越南等市场份额也逐渐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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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球主要纺织品出口市场份额变化 

 

数据来源：WTO  华泰期货研究院 

通过对全球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份额变化数据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印度、越南、土耳

其、孟加拉等新兴国家在全球纺服产业链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面对这些全球竞争

者，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纺服以及上游原材料产业链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从而判断在

化工产能快速扩张的背景下，我国 PTA、聚酯等产品的出口增长空间。 

我们将撰写系列报告分国家进行研究剖析，其中印度的纺织产业规模全球第二，仅次

于中国，印度也是世界第二大化纤生产国、全球前十大服装出口国之一，本篇从印度

市场开始。 

一、 中国 PTA 出口 2021 年起迅速增长，印度增长最多 

2016 年，中国 PTA 从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但出口优势并不明显，2020 年以前

PTA 出口量都在 100 万吨以内，2019 年进口量更是再次超过了出口量。我国成为 PTA

出口第一大国的转折点在 2021 年，2021 年中国 PTA 出口增速高达 203%，增长到 257

万吨，此后更是逐年增长。快速增长的原因一方面是疫情影响下，大量海外 PTA 装置

关停，另一方面中国民营大炼化快速投产下 PTA 产能增长迅猛，当然这背后也和全球

纺服产业链的转移有关。 

从中国 PTA 出口流向来看，2021 年 PTA 出口明显增长的国家有印度、土耳其、越南、

埃及、沙特阿拉伯，其次是巴基斯坦、阿曼、孟加拉国等，这些国家和地区和前面提

到的全球前几大纺服出口市场重合度较高。其中 2021 年出口到印度的增量最为明显，

2018~2020 我国年均出口到印度的 PTA 仅有 6 万吨，2021~2023 年就增长到了 73 万

吨，年均增长 67 万吨。本报告后续主要分析印度的聚酯产业链上下游情况，来剖析背

后增长的原因以及后续对我国 PTA 出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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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近 10 年 PTA 进出口情况与出口增速 |单

位：万吨 % 

 图 4:中国 PTA 产能与增速|单位：万吨 %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CCF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5: 中国 PTA 出口到印度月度季节性 |单位：万吨  图 6: 中国 PTA 出口到土耳其月度季节性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华泰期货研究院 

 

表 1:2021 年后中国 PTA 出口的主要增量国家丨单位：万吨 

 

日期 印度 土耳其 越南 埃及 
沙特阿拉

伯 

巴基斯

坦 
阿曼 孟加拉国 

PTA 总出

口量 

8 个主要出口

流向国合计 
占比 

2018 7 0 0 2 0 9 24 0 84 42 50% 

2019 4 0 1 0 0 7 22 0 69 34 49% 

2020 7 2 10 0 5 9 20 0 85 52 61% 

2021 60 34 18 13 23 17 32 0 257 197 77% 

2022 96 68 33 18 22 16 38 5 345 296 86% 

2023 64 63 53 37 23 25 20 7 351 292 83% 

2018~2020年均出口量 6 1 4 1 2 8 22 0 79 43 54% 

2021~2023年均出口量 73 55 34 22 23 20 30 4 318 261 82% 

2021年后年均出口增量 67 54 31 22 21 11 8 4 238 219 92% 

2021年后年均出口增速 1115% 8895% 846% 3405% 1367% 132% 38% 1778419% 301% 513% ——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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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近几年海外 PTA 产能退出情况（不完全统计）丨单位：万吨 

 

国家 企业 关停产能 具体情况 

日本 三井化学 40 2022 年 3 月关停 

巴基斯坦 乐天 50 2023 年 2 月关停，彻底退出 PTA 业务 

比利时 英力士 44 2023 年 11 月关停，2022 年以来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葡萄牙 Indorama 70 ——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 卓创 华泰期货研究院 

 

二、 印度 PTA 供需与进出口结构分析 

印度 PTA 供需情况 

印度 PTA 产能方面，路透数据显示，近 20 多年来，印度 PTA 产能呈现脉冲式增长，

分别在 2006 年、2010 年、2015~2016 年集中投产，自 2017 年扩张以来，直到 2023

年 PTA 产能一直维持 644 万吨附近。其中，行业龙头 Reliance 产能最大，约 437 万

吨，占比 67.9%，集中度较高，除了 Reliance，其他装置规模都相对较小，普遍缺乏成

本优势。 

除了 2007~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2020 年全球卫生事件以外，2000~2023 年印度 PTA

产量、表需整体呈现逐年增长态势，2023 年印度 PTA 产量 583 万吨、表需 745 万吨，

需要通过进口来补充需求，2023 年印度 PTA 进口量 159 万吨，无出口。除了在 2007

年、2012 年、2015~2016 年，也就是产能集中投放的年份附近进口量有所下降之外，

印度 PTA 净进口量整体呈现上涨态势。 

根据印度 PTA 的供需数据可以推断 2021 年以来中国出口至印度 PTA 明显增长的原因

是需求明显增长，但供应相对平稳。一方面自 2015~2016 年集中投产后，印度近 8 年

几乎没有新增 PTA 装置，产量也相对平稳，除了 2020 年受到全球疫情影响外，

2017~2023 年 PTA 产量基本维持在 560~580 万吨范围；另一方面 PTA 表需却在稳定

增长，从增速来看，2012~2019 年 PTA 表需增速维持在 5%~8%，2021 年突增到了

26%，2022~2023 年表需有所放缓但也在 3%附近，从绝对量来看，2017 年表需 591 万

吨，2023 年则增长到了 745 万吨，增量 154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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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印度 2000~2023 年 PTA 产能与增速  

|单位：万吨,% 

 图 8:印度 2000~2023 年 PTA 产量、表需与净进口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路透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路透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9: 印度 2000~2023 年 PTA 产量与增速  

|单位：万吨,% 

 图 10:印度 2012~2023 年 PTA 表需与增速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路透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路透 华泰期货研究院 

 

表 3:印度主要 PTA 装置与产能(不完全统计)丨单位：万吨 

 

生产企业 装置地点 产能 

MCPI 霍尔迪 48 

MCPI 霍尔迪 80 

Reliance 1# Hazira 51 

Reliance 2# Hazira 51 

Reliance 3# Hazira 75 

Reliance 1# 达何 130 

Reliance 2# 达何 130 

印度石油公司 IOC Panipat 55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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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PTA 进口结构与 BIS 政策的影响 

印度 PTA 依赖进口，印度商业和工业部数据显示，其 2021 年 PTA 进口量 139 万吨，

增速 250%，2020 年全球卫生事件后印度进口量大幅增长，占表需的比例回到 20%以

上，2023 年进口依赖度 21%；2022、2023 年进口量分别 165、159 万吨，增速分别为

19%、-4%；同时 PTA 月度进口呈现一定季节性，其中 3 季度进口量明显下降，四季度

回升。 

从进口结构来看，2023 年印度 PTA 进口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占比 44%）、中国台湾

（占比 20%）和泰国（占比 21%），其次是韩国（占比 9%）和印尼（占比 5%），5 个国

家合计占比 99%，其中中国大陆是主要进口来源地。2020 年印度进口自中国的 PTA 仅

有 2 万吨，占 2020 年 PTA 总进口量仅 5%，2021 年进口自中国的 PTA 迅速增长至 59

万吨，占比增长到 42%；2022 年从中国进口 PTA 94 万吨，占比也增长到历年最高

57%。从 2023 年 6 月 22 日起，由于印度政府未对中国进口 PTA 进行 BIS 认证延期，中

国供应的 PTA 被排除在进口来源外，2023 年进口自中国的 PTA 占比下降到 44%，2024

年上半年更是下降到 11%，总量仅有 8 万吨。 

BIS 政策的实施使得印度买家不得不寻找中国以外的 PTA 替代来源。在来自中国大陆的

进口量大幅下降之后，来自泰国、韩国、印尼、中国台湾的进口量明显增长，其中此

前 2022 年~2023 年上半年来自韩国的 PTA 进口量一直是 0。同时，印度 BIS 到期前

后，中国出口到印度市场的 PTA 量大幅下降，需要另寻出口目的地，2023 年下半年以

来的数据来看，中国 PTA 出口总量并没有明显下降，中国出口到英国、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地的量明显增长，其中与印度增长的进口来源国对比，重合

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增长应该有一定物流调节、转出口到印度的因素。  

图 11: 印度 PTA 月度进口季节性图|单位：万吨  图 12:印度 2020~2023 年 PTA 表观需求量与进口依赖度 

|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印度商业和工业部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路透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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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印度 2020~2024 年 PTA 总进口量与进口自中国的

比例 | 单位：万吨，% 

 图 14:印度 2023 年 PTA 进口来源地分布 

|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印度商业和工业部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印度商业和工业部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15: 印度 BIS 认证实施前后进口来源地的变化 |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印度商业和工业部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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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印度 BIS 认证实施前后中国 PTA 出口流向的变化 |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华泰期货研究院 

 

三、 印度聚酯产品供需与纺服市场现状 

印度聚酯产品供需与进出口情况 

纺织服装业是印度历史最悠久的制造业，印度的纺织产业规模全球第二，仅次于中

国，印度的纺织工业原料主要以棉花为主，但同时印度也是世界第二大化纤生产国。

其化纤绝大部分产能集中在少数企业中，其中 Reliance（信诚）集团是典型代表，信诚

实业是世界知名的聚酯生产商，业务涉及纤维、纱线、织造以及成衣等领域，其官网

显示，它的聚酯纤维年产能为 250 万吨。 

印度化工部数据显示，印度 2016~2021 年聚酯产能一直维持在 670 万吨上下，其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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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印度各聚酯产品产能|单位：万吨  图 18:印度各聚酯产品产量|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印度化工部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印度化工部 华泰期货研究院 

注：表中 2021 年代表 2021-22 财政年度，其他来自印度化工部的数据都是如此。印度的财政年度从每年的 4 月 1 日开始，到次年的 3 月 31 日结束，

因此“2021-22”财政年度指的是从 2021 年 4 月 1 日到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时间段，其他以此类推。 

图 19: 印度各聚酯产品表观消费量|单位：万吨  图 20: 印度聚酯产能、产量、表需增速|单位：% 

 

 

 

数据来源：印度化工部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印度化工部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21: 印度各聚酯产品进口量|单位：万吨  图 22: 印度各聚酯产品出口量|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印度化工部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印度化工部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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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印度各聚酯产品净出口量|单位：万吨  图 24:印度聚酯总产量、表需与净出口|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印度化工部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印度化工部 华泰期货研究院 

 

印度纺服市场现状 

目前，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纺织品出口国和排位第六的服装出口国。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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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纺织品服装进口额为 106.1 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占进口总额

的 38%，其次是孟加拉国（占比 11%）、美国（占比 7%）。 

图 25: 2022 年全球各国家和地区纺织品出口市场份额  图 26: 2022 年全球各国家和地区服装出口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WTO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TO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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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印度纺织品服装主要出口市场（2022 年）  图 28: 印度纺织品服装主要进口来源国/地（2022 年） 

 

 

 

数据来源：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29: 印度近 20 年纺织品出口金额与增速 

|单位:亿美元，% 

 图 30: 印度近 20 年服装出口金额与增速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WTO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TO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31: 印度近 20 年纺织品与服装合计出口金额与增速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WTO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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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印度投产计划与对中国 PTA 和长丝出口的影响 

印度 PTA 后续有投产计划，聚酯短期内暂无明确投产计划，另外在中国、越南、孟加

拉等国的竞争下，印度纺服出口总量未来增长预计相对平稳。具体来看，近两年预计

有 IOC、GAIL 两套新装置，合计 245 万吨，占当前印度总 PTA 产能 38%，若能顺利投

产可能 PTA 进口依赖度会大幅降低。 

但通过第一章分析得知，印度针对 PTA 进口的 BIS 政策实施后，2023 年下半年出口到

印度的 PTA 大幅减少，中国 PTA 总出口量短暂下降后 2024 年已通过其他出口市场弥

补，如英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同时对照印度进口来源国来

看，中国出口到泰国、印度尼西亚的 PTA 的增长应该有一定转出口到印度的因素，但

总量有限，其中 2023 年 7 月到 2024 年 8 月，中国出口到印度尼西亚的 PTA 总量仅有

10.4 万吨、到泰国 0.8 万吨，因此直接转出口到印度的规模相对有限。中国 2024 年上

半年出口增长主要由越南贡献，因此预计印度 PTA 新装置投产对中国 PTA 出口影响有

限，年量级可能在 10 万吨附近。但也不排除越南等国从中国进口后，不是直接出口到

印度，而是通过了多次中转，因此才在印度进口数据中没有体现出来的可能性。 

印度 BIS 认证同样限制来自中国的长丝 POY 和 FDY 进口，受到该政策影响，2023 年

10 月以来，中国出口的长丝总量明显减少，2024 年 1~8 月同比下滑 8.1%。分具体产

品来看，中国出口到印度的长丝 POY、FDY 大幅减少，但同时去印度的长丝 DTY 却明

显增加，预计后续可能通过多向印度出口 DTY 或者开拓其他新市场方式弥补缺口。 

表 4:印度 PTA 装置投产计划(不完全统计)丨单位：万吨/年 

 

计划投产时间 装置 产能 

2024 年 Q4 或 2025 年 Q1 IOC 120  

2025 年 GAIL 125  

2026 年或 2027 年 Reliance 330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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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中国聚酯长丝月度出口量季节性图|单位:万吨  图 33: 印度长丝 DTY 月度进口量季节性图|单位:吨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印度商业和工业部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34: 中国长丝 POY 出口到印度月度季节性|单位:吨  图 35: 中国长丝 FDY 出口到印度月度季节性|单位:吨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36: 中国长丝 DTY 出口到印度月度季节性|单位:吨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华泰期货研究院  

 

 

10

15

20

25

30

35

4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24年 2023年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500

1,500

2,500

3,500

4,500

5,500

6,500

7,50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22 2023 2024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50,00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11月12月

2022 2023 2024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11月12月

2022 2023 2024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22 2023 2024



聚酯产业链专题丨 2024/10/11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声明   17 / 17 

 

免责声明 

本报告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的信息编制，但本公司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

告所载的意见、结论及预测仅反映报告发布当日的观点和判断。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能会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

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

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 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本公司力求报告内容客观、公正，但本报告所载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投资者并不能依靠本报告以取代

行使独立判断。对投资者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作者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翻版、复制、发表、引用或再次分发

他人等任何形式侵犯本公司版权。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

“华泰期货研究院”，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本公司保留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所

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本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版权所有并保留一切权利。 

公司总部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1 号之一 2101-2106 单元丨邮编：510000 

电话：400-6280-888 

网址：www.htfc.com 

 

http://www.htf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