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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宁波市皮革行业 

统计与运行分析报告 

 
一、行业基本情况 

（一）运行情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度，全国规模以上皮革、

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企业营业收入共计 7,986.1 亿

元，同比下降 5.8%。实现利润总额 444.1 亿元，同比增长

2.0%。 

据宁波海关数据显示，宁波口岸 2023 年出口箱包及类

似容器金额 201.89 亿元，同比增长 13%；出口鞋靴 369.09

亿元，同比下降 9.6%。 

宁波市皮革行业协会对协会会员中 119家皮革工业企业

2023年度的经济运行数据进行了统计，其中规上企业 42家。

以下所有分析全部基于 119家协会会员统计数据。据协会统

计，2023年度，宁波市皮革行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44.89亿元，

同比增长 8.88％；完成销售产值 42.53 亿元，同比增长

8.19％；完成出口交货值 18.39亿元，同比增长 1.55％；实

现利润 1.08 亿元，同比增长 3.85%。 

（二）产业特点 

1、主要经济指标略有增长 

2023年度，宁波市皮革行业完成工业生产总值 44.89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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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比增长 8.88%；工业销售产值 42.53 亿元，同比增长

8.19%；新产品产值 6.88亿元，同比增长 9.21 %；新产品产

值占比 15.33%，同比增长 0.3%；主营业务收入 40.61 亿元，

同比增长 7.15%；出口交货值 18.39 亿元，同比增长 1.55%；

行业产销率 94.74%，同比下降 0.63%。 

从产销情况来看，宁波皮革企业 2023 年度有较好的增

长。2023年度出口占总产值的 43.24%，同比下降 6.14%。新

产品产值增长良好，企业对新产品研发的重视进一步加强，

新产品产值在总产值中占比略有提升，同比增长 0.3%。行业

产销率略有下降，同比下降 0.63%。 

宁波皮革企业在 2023 年度逐渐恢复，主要经济数据同

比增长。经过走访企业调研了解，主要是旅行箱包行业恢复

良好，受 2023 年出行旅游人数迅速增长，以及四季度促销

活动及年底出行等的影响，旅行箱包销售迅速攀升。行业整

体在四季度增长最快。 

 

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元 

主要指标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增长比例 

工业总产值 44.89  41.23  8.88% 

工业销售产值 42.53  39.31  8.19% 

新产品产值 6.88  6.30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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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收入 40.61  37.90  7.15% 

出口交货值 18.39  18.11  1.55% 

产销率 94.74% 95.34% -0.63% 

新产品占比 15.33% 15.28% 0.30% 

 

 

 

2、行业盈利能力稳步增长 

2023年度，行业利润总额为 1.08亿元，同比增长 3.85%；

企业销售利润率为 2.54%，同比下降 4.02%；利税总额 2.38

亿元，同比增长 5.31%；从业人员 8480 人，同比下降 0.36%。 

2023年度，宁波皮革企业进一步重视自动化设备的引进，

从而替代更多的人工，加强生产工艺质量的控制，降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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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主要受行业销售产值增长的影响，利润增长良好。但

产品利润率下降明显。 

近几年宁波用工成本不断增长，企业逐渐降低用人规模，

加强自动化替代。从企业走访中了解，2023 年皮革行业用工

未出现较大的困难，招工难有所缓解。  

 

企业盈利能力指标 

单位：亿元 

经济指标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增加比例 

销售收入 42.53  39.31  8.19% 

利税总额 2.38  2.26  5.31% 

利润总额 1.08  1.04  3.85% 

销售利润率 2.54% 2.65% -4.02% 

从业人员（人） 8480 8511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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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业资产小幅增长 

2023年度宁波市皮革行业资产总额 28.73 亿元，同比增

长 1.99%；负债总额 13.33 亿元，同比增长 1.68%；净资产

15.4亿元，同比增长 2.26%；负债率 46.4%，同比下降 0.3%，

行业资产变动在合理区间。 

 

行业资产状况表 

单位：亿元 

经济指标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增长比例 

资产总额 28.73  28.17  1.99% 

负债总额 13.33  13.11  1.68% 

净资产 15.40  15.06  2.26% 

负债率 46.40% 46.54% -0.30% 

利税总额 利润总额 销售利润率 

2023年度 2.38 1.08 2.54%

2022年度 2.26 1.0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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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盈利能力指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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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业设备改造及研发情况 

经过对企业设备改造及研发支出情况的调研，2023 年度

宁波皮革行业设备改造及研发支出为 0.43亿元，同比增长

4.88%， 2023 年度研发及设备改造支出在总产值中的占比为

0.96%，同比下降 3.67%，企业对新产品研发及新设备的投入

保持一定了积极性。 

5、行业线上渠道发展情况 

宁波市皮革企业主要在线销售箱包、鞋及及皮革制品等，

随着线上营销渠道及营销方式的不断拓展，宁波皮革企业线

上渠道销售额也随之增长，2023年度皮革行业电商渠道销售

额 3.95亿元，同比增长 5.61%。 

6、细分行业情况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23年度 28.73 13.33 15.40

2022年度 28.17 13.11 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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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产状况指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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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统计调研的企业主要分为箱包业、制鞋业、皮革化

工业、合成革业及其他产品。其中，箱包业 2023 年度产值

占整个行业的 77.03%，制鞋业占 7.33%，合成革业占 7.73%，

皮革化工业占 4.3%，其他产品占 3.61%。 

 

细分行业产值占比 

单位：亿元 

行业细分 2023 年度 所占比例 

箱包 34.58 77.03% 

制鞋 3.29 7.33% 

合成革 3.47 7.73% 

皮革化工 1.93 4.30% 

其他产品 1.62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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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细分行业产值增长情况来看，2023 年度箱包业产值

34.58亿元，同比增长 11.3%；制鞋业产值 3.29亿元，同比

下降 4.64%；合成革业产值 3.47亿元，同比增长 1.46%；皮

革化工业产值 1.93 亿元，同比增长 1.58%，各细分行业程缓

慢增长态势。 

 

细分行业产值增长情况 

单位：亿元 

细分行业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增长比例 

箱包 34.58 31.07  11.30% 

制鞋 3.29 3.45  -4.64% 

合成革 3.47 3.42  1.46% 

皮革化工 1.93 1.90  1.58% 

 

箱包 制鞋 合成革 皮革化工 

2023年度 34.58 3.29 3.47 1.93

2022年度 31.07 3.45 3.42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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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行业产值指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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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年度重点工作 

2023年度，宁波市皮革行业协会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及企

业需求，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一）组织考察交流，推动多方合作 

为进一步加强上下游产业链的完善，协会组织皮革行业

产业链供应链交流对接系列活动：一是召开皮革行业产业链

供应链交流对接活动企业座谈会；二是组织协会内上下游企

业开展考察活动，加强协会企业间的相互了解，奠定合作基

础；三是组织企业考察江苏、义乌等地企业及专业市场，促

进宁波皮革企业与各地的交流，增进皮革产业链的互融互通，

增强宁波皮革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性，推动宁波皮革产业升级

提质。 

为助力宁波皮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积极应对由于国内

劳动力成本上升及一些国家的贸易壁垒等因素的影响，协会

组织企业前往柬埔寨进行为期一周的商务考察活动，充分了

解当地投资环境。 

（二）拓宽发展空间，布局各地市场 

为助力企业抓住市场机遇，充分了解当前行业形势，进

一步拓展国内外贸易市场，协会组织企业参加了中国跨境电

商交易会、中国(宁波)中小工厂展览会、日本东京时尚产业

展、泰国婴童展、广交会、华交会、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

会、中国（宁波）出口跨境电商博览会、义乌国际智能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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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会、上海国际箱包展览会、宁波时尚节、等国内外展会。 

（三）助力品牌建设，创新发展思路 

为了推动摄影包行业标准化提升、规范企业生产经营、

促进转型升级、保障产品质量、引领创新驱动，协会联合各

生产企业、检测机构、院校以及消费者等制定了《摄影包》

团体标准。并通过举办标准宣贯培训会，开展企业走访，邀

请专家指导等，进一步深化《摄影包》团体标准实施，并通

过了市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专

家验收。 

协会依托宁波市皮革行业协会品牌指导服务站，为企业

在标准化、商标侵权防范、商业秘密保护、知识产权纠纷等

方面开展“你点我讲”培训，进一步推动行业高质量标准的

制定和实施，加强企业商标品牌建设及商业秘密保护，提升

企业知识产权纠纷的应对能力。 

协会积极扩充知识产权专家团队，多次到企业开展实地

指导，在商标注册、专利申请等方面为企业进行指导和精准

对接服务。 

（四）加强行业培训，助力校企合作 

为规范企业财务管理，帮助企业准确把握国家财税变革

趋势，更好地管控和应对企业涉税风险，协会举办了金税四

期政策解读及税务风险防控专题培训会。为加强培训效果，

协会在后期为企业开展财税方面的精准对接，推动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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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 

为进促进校企合作，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拓展就业岗位，

协会组织牵头了宁波新斯维箱包有限公司与浙江纺织服装

职业技术学院进行了校企合作，并在新斯维公司成立纺织学

院校外实习基地。通过对设计资源的整合及规划，共同搭建

孵化平台，打造从学生到人才、从人才到产业的特色发展路

径，加强精准对接,开展深度合作。 

（五）开展东西部对接，推动乡村振兴 

协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推动东西部产业对接，协会组

团前往凉山州越西县考察，为协会“爱箱送”项目的开展做

好前期准备。在协会企业的大力支持下，“爱箱送”凉山州

困难群体培训帮扶项目顺利开展，得到了越西县相关部门及

群众的欢迎，为当地 28 名困难群体开展了箱包缝纫技术的

培训，并帮助他们在当地上岗就业。 

三、面临的挑战 

当前宁波市皮革行业发展主要存在着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市场发展前景不明朗 

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国际政治纷争和军事冲突多

点爆发，全球发展和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增长动能

不足等诸多因素，让 2024 年充满不确定性。以外贸为主的

宁波皮革企业在布局新的发展规划时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二）劳动力资源短缺，自动化较难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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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

16-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开始明显下降。宁波皮革行业多

数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沿海地区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及劳动力

成本的上升，对企业发展有较大的阻碍。目前虽有一些生产

环节加强了自动化设备的投入，但对于箱包、制鞋企业来说，

主要的车缝环节依然严重依赖人工。目前对于柔性产品缝制

的自动化还较难突破，短时间内依旧需要较多的劳动力资源。 

（三）行业产品利润微薄，升级转型方向不明 

宁波皮革行业多年来习惯了订单式加工的模式，企业自

身产品研发力量较为薄弱，特别是近几年在东南亚竞争的局

面下，企业议价能力薄弱，产品利润进一步被挤压。很多企

业也想摆脱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但受自身力量不足、找不

到较好的转型模式等因素限制，没有明确的转型方向。 

四、行业发展方向建议 

综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及相关政策导向，根据我市

皮革行业发展特点，宁波市皮革行业协会对行业发展提出以

下建议： 

（一）关注新消费需求，拓展发展领域 

在 2023 年杭州亚运会举办的氛围烘托下，体育运动市

场蓬勃发展，马拉松、徒步、骑行、露营等运动走向大众，

体育运动装备需求持续增长，企业在运动配套类产品方面可

以加大开发力度，并提前做好品牌、专利等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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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重“一带一路”市场，充分利用 RCEP优势 

2023年，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达到 19.47

万亿元规模，同比增长 2.8%，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46.6%，规

模和占比均为倡议提出以来的最高水平。我国与“一带一路”

国家的贸易往来更加密切，货物通关更加顺畅。企业要抓住

新兴市场的布局机会。 

2023 年，中国和 RCEP 其他 14 个成员国进出口额达到

12.6 万亿元人民币，比 2021 年协定生效之前增长了 5.3%。

其中，中国对 RCEP 其他成员国出口增长了 16.6%，比同期中

国对全球出口增速超过 4.6个百分点。企业要充分利用 RCEP

规则优势，持续深化与 RCEP 成员国的贸易往来。 

（三）尝试销售新途径，培养外贸新势能 

2023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15.42万亿元，增长 11%，连续

11 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实物商品网零占社零比

重增至 27.6%，创历史新高；绿色、健康、智能、“国潮”商

品备受青睐，国产品牌销售额占重点监测品牌比重超过 65%。 

2023年，跨境电商出口增长 19.6%。目前跨境电商主体

不断增长，生态圈不断优化。 

2024年，在国家扩大消费新动能及培育跨境电商等方面

将持续出台相关有利政策，企业要抓住机遇，积极扩大和培

养新的营销渠道，推动行业稳健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