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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紡織品及成衣採購趨勢及 2022 年展望 

前言：紡織品與成衣進口自 COVID-19 疫情中回升 

美國時尚產業協會(USFIA)頃於 2022 年 3 月發布「美國紡織品及成衣採購趨勢及 2022

年展望」(Sourcing Trends & Outlook 2022)報告。本報告探討了 2021 年期間紡織品和成

衣的採購趨勢。2021 年美國紡織品和服裝進口，已自 COVID-19 疫情導致的經濟放緩中

回升，進口成長趨勢明顯，與 2019 年相較，進口數量激增 35%，總進口量甚至遠高於

疫情前水準。 

進口數據顯示，COVID-19 並未永久改變採購做法與採購趨勢。採購趨勢並沒有像預期

的那樣變化，儘管業界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強迫勞動與跨太平洋貿易的供應鏈中斷感

到擔憂，但中國大陸仍是美國紡織品和成衣的首要供應來源。 

除中國大陸之外，亞洲供應國仍是成衣的主要供應來源。正如在報告中所看到的，前七

大成衣供應國（按數量計算）佔美國成衣進口的 70%以上，而這些供應國皆位於亞洲和

南亞。特別有趣的是，在其他主要成衣供應國（定義為輸美成衣數量占美國成衣進口的

比重達 1%以上的國家）中，則有明顯的免稅選擇偏好。每年我們都關注免稅採購機會

未被充分利用。2022 年是否會是我們看到更多運用自由貿易協定和優惠計畫採購的重大

轉變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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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2021 年採購趨勢 

在 2020 年貿易下滑後，美國紡織品和成衣進口在 2021 年成長了兩位數，這並不令人意

外，因為美國經濟在這一年呈現復甦。2021 年美國整體紡織成衣的進口量成長 39%，

進口值成長 27%；成衣進口量與進口值則皆成長 27%。 

非成衣產品的進口趨勢則有所不同。該等產品的進口量成長 46%，進口值成長 27%。美

國的布料進口波動最大，進口量激增 90%，進口值則僅較上年成長 16%。2021 年美國

紗線和紡織製成品的進口量皆呈兩位數成長，且進口值成長幅度更高。紗線進口量成長

14%，進口值成長 24%；紡織製成品進口量成長 23%，進口值成長 30%。 

 

 

 

 

 

 

 

 

 

除了回顧 2021 年，我們真正感興趣的是看到過去 5 年的整體進口趨勢。以下兩張圖表

顯示，在 2020 年 COVID 疫情最嚴重的封城期間，進口減少。但也凸顯出 2021 年紡織

品和成衣進口數量的大幅成長，進口量遠高於疫情前的貿易水準。 

 

 

 

 

 

 

 

 

 

深入探討這些數據，浮現出五個主要趨勢： 

1. 中國大陸仍是獨霸的紡織成衣供應來源。 

2. 亞洲成衣供應國持續在採購中占主導地位。 

3. 美國成衣進口平均單價持平，布料單價大幅下降。 

4. 經濟復甦期間成衣進口激增。 

5. 即使進口關稅偏高，但自由貿易協定和優惠法案仍未被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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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一：中國大陸仍是獨霸的供應來源 

2021 年首要採購趨勢，與 USFIA 第一次開始關注會員的採購趨勢時，所看到的一樣：

中國大陸仍是最主要供應來源，即使是在全球面臨供應鏈中斷和新冠疫情影響的情况

下，仍未撼動中國大陸的地位。 

過去兩年，USFIA 持續發布有關美國自中國大陸進口的紡織品和成衣總量中斷與减少的

報告。2021 年間，美國自中國大陸進口紡織成衣數量激增，而中國大陸在美國進口額的

占比則下滑。 

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大陸仍是一個重要的採購地。2021 年的相關数據如下： 

•按數量計算，中國大陸占紡織品和成衣進口總量的 41%。印度排名第二，占 10%。 

•按金額計算，中國大陸占美國紡織品和成衣進口的 28%。越南排名第二，占 14%。 

•中國大陸仍是成衣、布料和家用紡織品的最大供應國。從數量上看，中國大陸供應美

國 38%的成衣進口，20%的布料進口，以及 67%的紡織製成品與家用紡織品。 

•韓國仍是美國紗線進口的最大供應國，占美國紗線進口量的 19%；中國大陸是第二大

供應國，占 18%。按值計算，中國大陸是最大的紗線供應國（佔進口值的 11.58%），

土耳其排名第二，占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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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二：亞洲成衣供應國持續在採購中占主導地位 

在成衣方面，亞洲供應國繼續主導著美國的進口。排名前七大的供應國出貨量占美國成

衣進口總量的 70%以上。 

2021 年美國成衣進口來源有 190 多個國家。然而，按數量計算，市占率超過 1%者僅 16

個國家。下表為該 16 個供應國在美國成衣進口市場市占率。 

按金額計算，中國大陸為美國成衣第一大供應國，有 18 個供應國輸美成衣數量占美國

成衣進口的比重達 1%以上。2020 年美國成衣進口值下滑，而 2021 年許多主要供應國

輸美成衣出口值增加，則並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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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三：美國成衣進口平均單價持平，布料單價大幅下降 

隨著美國經濟自 COVID-19 疫情所造成的衝擊中復甦，通貨膨脹和成本上升仍是採購高

層關注的問題。2021 年紡織品與成衣主要品項之進口平均單價呈現多樣化趨勢。從下表

可以看出，總體而言，美國紡織成衣進口平均單價持續下降，係因布料進口平均單價急

遽減少所致。紗線、紡織製成品與家用紡織品進口平均單價上漲；成衣進口平均單價則

持平。 

 

 

 

 

 

貿易統計資料顯示，美國成衣進口平均單價仍遠低於以往的進口平均價格水平，而令人

感到驚訝。下圖顯示自 2016 年以來美國成衣進口平均單價的變化。美國成衣進口平均

單價在 2020 年急遽下降，2021 年則持平。 

 

 

 

 

 

 

 

 

在下表中，可以看出主要成衣供應國與美國自這些國家進口成衣的平均單價的變化。

2021 年美國成衣進口單價與上年相當。然而，前八大成衣供應國出口至美國市場之平均

單價的波動較大。美國自多數主要成衣供應國進口成衣的平均單價皆略有下降。然而，

來自柬埔寨、宏都拉斯與墨西哥的成衣進口平均單價急遽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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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四：經濟復甦期間成衣進口激增 

雖然主要亞洲供應國正鞏固其作為美國成衣市場關鍵供應國的角色，但亦有自其他供應

國的採購迅速成長。美國成衣進口已自 2020 年的不確定性中回升，2021 年，前 30 大成

衣供應國的出貨量皆較上年有所增加。 

在 COVID 期間成長最快的兩個國家現正失去市場占有率。緬甸是 2019 年和 2020 年間

成長最快的成衣供應國，但因其軍事政變和經濟不確定性，2021 年美國自該國進口僅成

長 1.5%。衣索比亞是 2018 年和 2019 年間成長最快的成衣供應國，亦為在 2020 年持續

成長的少數供應國之一，惟因其喪失享有非洲成長機會法案(AGOA)提供的免稅優惠，

成長速度刻正放緩。 

時尚品牌和零售商在何處尋找新的採購機會？ 

• 秘魯是 2021 年間的成功案例。秘魯是輸美成衣成長最快的國家，美國自該國進口成

衣成長了 84%。由於受惠於自由貿易協定，秘魯成衣可免稅進入美國市場。採購主管

們長期以來在尋找秘魯的高品質棉質服裝，但在 2021 年間，所有纖維類成衣的進口

量皆大幅增加。 

• 土耳其是 2021 年間成長第二快的成衣供應國。美國進口成長了 56%，反映出可供選

擇的服裝種類繁多，以及與歐洲品牌和零售商合作的經驗。 

• 令人感到驚訝的是，義大利位列成長最快的供應國之一。儘管該等產品進口單價較

高，義大利是唯一躋身前 30 大成衣供應國行列的歐洲國家。 

• 雖然最初受到 COVID-19 的重創，但到 2020 年底，馬達加斯加的紡織成衣業恢復到

COVID-19 大流行前的水準，2021 年美國自該國進口持續成長。 

• 巴基斯坦亦成功抵禦了 COVID-19 的挑戰。隨著巴國對美出口成衣增加，美國自巴基

斯坦進口成衣之金額首次超過 20 億美元。 

• 作為美國成衣第四大供應國，印度亦為成長最快的供應國之一。不足為奇的是，數據

顯示，美國自該國進口棉製成衣有大幅成長。 

• 埃及在過去一年中躋身進入成長最快的成衣供應國名單。埃及合格工業區成衣出口至

美國可享免關稅之優惠是重要賣點，尤其是在面臨通貨膨脹與價格壓力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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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五：即使進口關稅偏高，但自由貿易協定和優惠法案仍未被充分利用 

每年在本報告中，USFIA 都會討論在免稅地區採購的機會。由於成衣的關稅高達 32%，

有許多理由重新檢視有資格享受優惠法案和自由貿易協定的成衣與紡織品製造商。總體

而言，2021 年，符合免稅進口的成衣，僅占美國成衣總進口量的 14.5%，占比低於上年

的 14.9%，惟已逐漸恢復至 COVID-19 疫情前水準的 14.6%。 

一如往常，成衣品牌和零售商的大部分貿易中皆冀望西半球的免稅選擇。自北美自由貿

易協定/美墨加協定(NAFTA/USMCA)、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CAFTA)成員國和海地進口

的免税成衣最多。在免稅進口成衣總額中，自 CAFTA 地區進口者約 45%，CAFTA 國家

充分利用快速上市和免關稅的優勢，持續向美國市場供應各種成衣。另有 17%的免稅進

口成衣來自 USMCA 的墨西哥和加拿大。2021 年，海地為第三大最常被利用的免稅選

擇，基於海地機會夥伴促進法案(Haiti HOPE)，海地成衣輸美享有免稅待遇。 

另尚有其他重要的免稅機會。根據非洲成長暨機會法案(AGOA)，多數 AGOA 受惠國可

使用進口紗線和布料來生產符合 AGOA 標準的成衣。中東的約旦與埃及亦仍為美國成

衣主要供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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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CAFTA) 

多年來，美國服裝企業對缺乏符合協定的紡織原料和嚴格之從紗開始(yarn-forward)的原

產地規則感到擔憂，這迫使他們在完全自亞洲採購喪失免稅優惠，或自中美洲自由貿易

協定(CAFTA-DR)地區採購之間做出選擇。好消息是，在 2021 年間，美國品牌和零售商

向西半球的成衣供應商發出更多的採購訂單。供應鏈中斷和價格壓力鼓勵採購主管尋找

近岸外包的機會。然而，符合免稅進口的 CAFTA 成衣進口比例降至歷史最低。就 CAFTA

整體進口而言，有資格獲得免稅優惠的比例為 74%，而 2017 年至 2020 年的比例約 80%。

CAFTA-DR 國家中最大的供應國為薩爾瓦多和宏都拉斯，該等國家利用 CAFTA 免稅優

惠之輸美成衣減少的幅度最大，而瓜地馬拉和哥斯大黎加輸銷美國成衣數量增加，呈現

逆勢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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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紡織品和成衣產品免稅進入美國之自由貿易協定與貿易優惠計畫清單 

 

 

 

 

 

 

 

 

 

 

 

特殊免稅採購計畫 

Qualified Industrial Zones (QIZ) 合格工業區 

Expiration of Agreement: No expiration date 

Countries Eligible: Jordan, Egypt  

Africa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AGOA) 非洲成長機會法案 

Expiration Date: September 30, 2025 

Countries Eligible for Apparel Benefits: 
 Benin  Kenya  Nigeria  
 Botswana  Lesotho  Senegal  

Burkina Faso  Madagascar  Sierra Leone  
Cape Verde  Malawi  South Africa  

 Chad  Mauritius  Tanzania  
Cote d’Ivoire  Mozambique  Togo  

 Eswatini  Namibia  Zambia  
Ghana  

Caribbean Basin Trade Partnership Act (CBTPA) 加勒比海國家貿易夥伴法案 

Expiration Date: September 30, 2030 

Countries Eligible: 
Antigua & Barbuda  Curacao  Montserrat  

 Aruba  Dominica  St. Kitts & Nevis  
 Bahamas  Grenada  St. Lucia  
 Barbados  Guyana  St. Vincent & the Grenadines  
 Belize  Haiti  Trinidad & Tobago  

British Virgin Islands  Jama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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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tian Hemispheric Opportunity through Partnership Encouragement Act of 2008 (HOPE II) 

and Haiti Economic Lift Program Act (HELP) 

2008 年海地機會夥伴促進法案 II 與海地經濟振興計畫法案 

Expiration Date: September 30, 2025 

Expiration of Value-Added Tariff Preference Level (TPL): December 19, 2025 

Trade Preferences for Nepal 尼泊爾貿易優惠 

Expiration Date: December 31, 2025 

焦點：歐盟的成衣採購趨勢 

與美國相較，歐盟進口更多的成衣。2021 年歐盟成衣進口額為 700 億歐元（相當於 900

多億美元），而美國進口額為 810 億美元。 

正如所料，中國大陸是歐盟的第一大供應國，成衣出口額超過 200 億歐元，而對美國的

出口額為 190 億美元。 

孟加拉和土耳其分別為歐盟成衣第二大和第三大供應國，其輸歐盟成衣的出口合計與中

國大陸相當，反映出歐盟成衣進口來源集中度較高。而孟加拉輸歐盟成衣的出口值是美

國自孟加拉輸入成衣進口值的兩倍多。 

若您正在尋找新的製造商或考慮擴展在歐盟市場的事業版圖，有許多服裝重鎮是在美國

成衣前十名供應國名單上看不到的。摩洛哥(與美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很少使用)與突

尼西亞提供了新的採購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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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百萬平方公尺, 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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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百萬平方公尺, 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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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百萬平方公尺, 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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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百萬平方公尺, 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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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百萬平方公尺, 百萬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