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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指明外，本節及本文件其他章節所載的資料及統計數據均來自不同官方及政府刊
物、公開可得的市場研究來源及我們委託灼識投資諮詢（上海）有限公司編製的市場研
究報告。我們相信該等資料的來源為適當，且我們在摘錄及轉載該等資料時已採取合理
審慎的態度。我們並無理由相信該等資料在任何重大方面屬虛假或含誤導成分或遺漏任
何事實致使該等資料在任何重大方面屬虛假或含誤導成分。本公司、聯席保薦人、 [編
纂]及參與 [編纂]的任何其他方或我們或彼等各自的任何董事、高級職員、代表、聯屬公
司或顧問並無獨立核實該等資料，亦無對有關資料是否準確無誤及完整發表任何聲明。
所載若干資料及統計數據（包括摘錄自中國官方及政府刊物及來源的該等資料及統計數
據）與中國或中國境外第三方編製的其他資料及統計數據可能並不一致。

資料來源

就[編纂]而言，我們委託一名獨立第三方灼識諮詢對中國整體服裝市場（特別是中國時尚男
裝市場）進行研究與分析，並就此出具一份報告。我們委託的報告（或灼識諮詢報告）由灼
識諮詢獨立編製。我們向灼識諮詢支付報告編製費用人民幣960,000元，我們認為費用與市
場費率一致。灼識諮詢為一家於香港成立的諮詢公司，於上海設有辦事處。灼識諮詢擁有
一個行業專家網絡數據庫並提供多個行業的專業行業諮詢服務。我們委託編製的灼識諮詢
報告包括有關中國時尚男裝市場、新零售概念及經濟數據的資料，本文件亦有引用。灼識
諮詢的獨立研究通過多方資源進行一手及二手研究。一手研究涉及與主要行業專家及領先
行業參與者的訪談。二手研究涉及對來自多個公開數據來源的數據分析。

委託編製報告根據以下主要假設作出市場預測：(i)中國經濟及行業發展於未來十年可能保
持穩定增長；(ii)相關主要行業推動因素於預測期間可能推動中國服裝市場以及主要分部的
持續增長；及(iii)並無發生或制定可能嚴重或根本影響市場的極端不可抗力事件或行業法
規。除非另有註明，否則本節所有數據及預測源自灼識諮詢報告。董事於採取合理審慎措
施後確認，自灼識諮詢報告日期起市場資料概無不利變動，從而可能限制、抵觸或影響本
節所披露的資料。

中國經濟概覽

中國的消費支出增長

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推動消費支出增加。中國的總消費支出由2014年的5.3萬億美元增加
至2018年的7.0萬億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為6.9%，預期於2023年將達到9.9萬億美元，複合
年增長率為7.2%。該增長主要歸因於中國中產階級崛起、消費者的消費能力日益增加以及
他們提高消費習慣的意願不斷增長。下表載列2014年至2023年中國的過往及預測總消費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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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2023年
（預測）

5.7
6.0

6.4

7.0

7.5

8.1

8.7

9.3

9.9

2014年至2023年（預測）中國總消費支出
萬億美元  2014年至 2018年至  

 2018年 2023年（預測）

複合年增長率 6.9% 7.2%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灼識諮詢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
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直上升，推動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強勁增長。尤其是，二線及三
線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實現了迅速顯著增長，收窄與一線城市的差距。二線城市的人均
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人民幣28,600元增加至2018年的人民幣38,300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7.5%，而三線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人民幣19,600元增加至2018年的人民幣
28,100元，複合年增長率為9.5%。下表載列2014年至2023年按中國城市級別劃分的過往及
預測人均可支配收入。

複合年增長率 一線 二線 三線 四線

2014年至2018年 6.6% 7.5% 9.5% 10.8%

2018年至2023年（預測） 5.3% 6.2% 6.9% 7.8%

37.0 39.2 41.4 43.7 
47.8 

51.5 
54.7 57.4 59.8 61.9 

28.6 30.6 32.6 34.7 
38.3 

41.5 
44.5 47.2 49.5 51.6 

19.6 21.3 23.2 25.3 
28.1 30.8 33.2 35.4 37.5 39.3 

11.7 12.9 14.2 15.7 17.6 19.5 21.2 22.8 24.3 25.7 

複合年增長率 一線 二線 三線 四線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2023年
（預測）

人民幣千元

2014年至2023年（預測）按中國城市級別劃分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及灼識諮詢

中國線上購物

消費力的提升以及網購顧客基礎的快速增長是推動中國網購商品交易總額快速增長的主要
推動力，商品交易總額由2014年的人民幣28,211億元增加至2018年的人民幣92,01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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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預期於2023年進一步達到人民幣163,508億元。尤其是，服裝的網購商品交易總額（包括
線上批發及線上零售收入，但不排除網購服裝產品退款）由2014年的人民幣6,376億元增加
至2018年的人民幣15,274億元，佔2018年網購總商品交易總額約16.6%，為最大類別。有
關增長與整體線上零售市場的擴展趨勢以及消費持續升級相符，預期於2023年，服裝的網
購商品交易總額將達到人民幣24,268億元。

截至2018年，中國在網購顧客交易額及人數方面均領先全球線上零售市場，網購總商品交
易總額達13,733億美元，網購顧客基礎為610.1百萬人。相較於英國、日本、德國、美國及
南韓等發達經濟體，中國的網購滲透率相對較低，為43.7%。鑒於中國的網購顧客基礎及
消費者不斷增加的消費能力，中國的網購市場有進一步滲透及增長的空間及潛力。下圖載
列2018年主要全球市場的網購顧客人數及網購滲透率。

610.1 

220.6

80.3 59.6 44.1 32.1

2018年主要全球市場網購顧客數目

中國 美國 日本 德國 英國 南韓

百萬人

美國 67.5%

英國 66.2%

日本 63.7%

德國 63.5%

南韓 62.8%

中國 43.7%

2018年主要全球市場網購滲透率
% = 網購顧客人數╱總人口

資料來源： 歐洲統計局、日本統計局、 

韓國政府統計數據及灼識諮詢
資料來源： 歐洲統計局、日本統計局、 

韓國政府統計數據及灼識諮詢

中國新零售模式概覽
新零售模式及其應用

新零售是一個把握線上及線下優勢的一體化全渠道模式，提高庫存管理、供應鏈管理、產
品選擇和物流方面的效率。新零售重新定義並旨在將「消費者」從被動購物顧客轉為主動市
場參與者及營銷商，將「產品」從商品轉為全面的購物體驗，並將地點從有限的零售場所擴
展到無限數字化的接觸點。新零售模式巔覆了價值鏈，將線性及單向的傳統零售價值鏈轉
變為品牌、經銷商及顧客之間的互動及多維價值鏈，藉增加接觸點數目為顧客帶來一個互
連、一致及無縫的購物體驗，並能夠以更高效的方式進行目標營銷。

與傳統零售模式及純線上參與者比較

在傳統的零售模式中，顧客透過到訪線下零售店，從而在一個安定的地方購物。在純線上
模式中，產品僅在不帶實體及個人服務的線上平台上提供。顧客查看提供的產品，並在有
限的選擇範圍內作出購買決定。在數據分析及無縫信息技術系統的幫助下，新零售模式向
顧客提供無縫且綜合的購物體驗，並以顧客需求和購物體驗為中心。產品進行相應定製及
通過具針對性及個性化的方式進行銷售。不像傳統零售或純線上模式與顧客的接觸點數量
有限，新零售使零售商能夠與顧客互動，並通過更多接觸點來運用他們的信息和購買習
慣，包括但不限於通過線下門店、線上渠道搜集的大數據，例如顧客的瀏覽器歷史記錄、
搜索查詢、線下門店的試穿體驗以及線上互動促銷。

採用新零售模式的關鍵成功因素

線上及線下品牌、產品及體驗的一致性。公司應能運行共享庫存系統，線上及線下均具有
相同價格，並且在款式方面提供相同的可用性，以便在品牌知名度及形象方面能夠實現更
高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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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及線下利益的一致性。公司必須全面解決線上及線下渠道之間的利益衝突，善於利用
信息及分析，以加快創新並及時應對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整體管理基層應順應並滿足線
上、線下及整體渠道需求。

大數據推動的信息技術及分析平台。信息技術系統及分析平台應在實時及跨區域監控方面
全面整合至線上及線下銷售渠道。憑藉大數據產生的顧客見解，零售商可以就多個關鍵業
務領域作出更明智的決策，例如實體店選址、修改產品設計以及改善顧客需求及供應鏈靈
活性。

全面整合供應商、物流及庫存管理。鼓勵公司建立閉環生態系統，讓價值鏈各分部的合夥
人結合為一體。該生態系統能增強供應鏈的靈活性，改善物流及庫存管理的效率，以實現
對市場更迅速的回應、縮短生產週期及提高庫存周轉。

中國服裝市場概覽

服裝產品指穿著在身上的紡織物料，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i)女裝、(ii)男裝、及(iii)童
裝。服裝有四個主要經銷渠道：(i)百貨公司、(ii)專賣店、(iii)商場、及(iv)線上平台。

市場規模

中國服裝市場產生的零售收入由2014年的人民幣14,118億元增加至2018年的人民幣23,108
億元，複合年增長率13.1%，部分受消費者的消費能力不斷增強、各種服裝品牌的環境更
多元化，以及越來越容易使用網購令需求增加所推動。預期該等推動因素在未來數年將維
持其勢頭，因此預計中國服裝市場的零售收入於2023年將達到人民幣40,188億元，2018年
至2023年間按11.7%的複合年增長率增加。下表載列2014年至2023年按性別及年齡劃分的
中國服裝市場過往及預測零售收入。

總計 13.1% 11.7%

童裝 18.2% 18.4%

女裝 13.5% 11.5%

男裝 11.1% 9.6%

2014年至2023年（預測）按男裝、女裝及童裝劃分的
中國服裝市場零售收入

人民幣十億元

複合年增長率
2014年至
2018年

2018年至
2023年（預測）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2023年
（預測）

133.2 157.1 185.5 219.2 260.1 308.5 365.5 432.4 511.2 604.1
737.5 833.2 946.0 1,078.5

1,224.9
1,389.4

1,559.4
1,735.4

1,918.0
2,107.7

541.1
608.5

687.6
750.2

825.8
907.5

995.9

1,091.5

1,195.0

1,307.0

1,411.8
1,598.8

1,819.1
2,047.9

2,310.8

2,605.4

2,920.8

3,259.3

3,624.2

4,018.8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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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裝市場為服裝市場的第二大分部，2018年的零售收入為人民幣8,258億元，預計將按9.6%

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並於2023年達到人民幣13,070億元。在男裝市場中，時尚分部預計
將受惠於該快速增長率，2018年至2023年間的複合年增長率為12.8%。時尚分部的強勁增
長受中國中青年消費者的消費意欲顯著增加所推動，該等消費者對時尚及品牌的認知較
深，並願意花費更多購置時尚男裝。下表載列2014年至2023年按功能及年齡組別劃分的中
國男裝市場過往及預測零售收入。

總計 11.1% 9.6%

商業 9.8% 8.0%

時尚 16.5% 12.8%

快時尚 17.6% 15.9%

運動男裝 8.1% 6.3%

其他 3.6% 2.8%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2023年
（預測）

2014年至2023年（預測）按功能劃分的
中國男裝市場零售收入

人民幣十億元

複合年增長率
2014年至
2018年

2018年至  
2023年（預測）

46.2 49.9 53.1 51.8 53.3 54.9 56.4 58.0 59.6 61.2
77.7 83.0 93.7 100.4 106.3 112.6 119.6 127.1 135.4 144.450.8 58.4 68.8 83.3 97.3 113.3 131.6 152.5 176.2 203.2

94.0 112.4
133.5 150.3

173.1
197.6

224.1
252.6

283.4
316.5

272.4
304.8

338.5
364.5

395.8
429.1

464.2
501.3

540.4

581.7

541.1
608.5

687.6
750.2

825.8

907.5

995.9

1,091.5

1,195.0

1,307.0

總計
15-25

26-35

36-45

46-55

56+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2023年
（預測）

9.6%

12.2%

11.9%

8.4%

4.3%

9.3%

11.1%

12.4%

14.5%

9.4%

8.6%

9.4%

541.1
608.5

687.6

750.2
825.8

907.5

995.9

1,091.5

1,195.0

1,307.0

119.6
95.5

113.5

157.5

55.0

127.0

182.2

105.6

62.1

146.1

210.4

116.8

143.3

71.0

157.1

233.1

156.5

124.3

79.2

170.9

271.6

162.6

132.7

88.0

186.4

311.3

171.3

140.7

97.8

203.5

109.0

222.0

394.8

198.7

153.8

122.2

242.7

138.0

266.6

476.4

243.9

163.6

156.5

436.4

219.1

158.8

352.6

183.1

147.8

131.7

複合年增長率
2014年至
2018年

2018年至  
2023年（預測）

2014年至2023年（預測）按年齡組別劃分的
中國男裝市場零售收入

人民幣十億元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

線上平台成為中國服裝市場增長最快的渠道，2014年至2018年間按19.1%的複合年增長率
增長，預計將按16.5%的複合年增長率進一步增長，並於2023年達到人民幣10,667億元。
2014年至2018年間，商場錄得第二高的複合年增長率，為16.2%，預計將維持相似的複合
年增長率14.8%增長，並於2023年達到人民幣11,701億元。下表載列2014年至2023年按經
銷渠道及城市級別劃分的中國服裝市場過往及預測零售收入。

1,411.8 
1,598.8 

1,819.1 
2,047.9 

2,310.8 

2,605.4 

2,920.8 

3,259.3 

3,624.2 

4,018.8 

62.5 
247.1 

410.4 

321.7 

370.1 

45.2 

462.5 

374.2 

303.8 

413.2 

53.8 

437.2 

360.2 

502.5 

465.4 

61.0 

505.5 

540.2 

422.5 

518.7 

66.7 

585.8 

582.2 

496.7 

579.4 

69.9 

678.3 

626.9 

583.6 

646.8 

69.2 

717.8 

63.5 

895.0 

715.1 

792.7 

793.0 

63.5 

855.2 

62.5 

1,170.1 

808.5 

1,066.7

911.1 

1,024.2

761.0 

920.3 

781.0 

671.1 

681.7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2023年
（預測）

總計 13.1% 11.7%

百貨公司 11.9% 9.5%

商場 16.2% 14.8%

專賣店 9.1% 6.8%

線上平台 19.1% 16.5%

其他 1.6% -1.3%

複合年增長率
2014年至
2018年

2018年至
2023年（預測）

2014年至2023年（預測）按經銷渠道劃分的
中國服裝市場零售收入

人民幣十億元

1,411.8
1,598.8

1,819.1
2,047.9

2,310.8

2,605.4

2,920.8

3,259.3

3,624.2

4,018.8

321.3

574.9

375.3

140.4

356.4 

656.5

429.0

156.9

390.0

760.4

491.0

177.6

421.4

871.4

556.1

199.0

455.1

1,001.1

631.2

223.4

489.8

1,149.0

716.0

250.6

522.5

807.5

279.6

552.9

1,489.5

906.5

310.4

585.0

1,012.6

342.9

616.3

1,897.2

1,127.6

377.7

1,683.7

1,311.2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2023年
（預測）

總計 13.1% 11.7%

一線城市 12.3% 11.1%

二線城市 13.9% 12.3%

三線城市 14.9% 13.6%

低線城市 9.0% 6.3%

複合年增長率
2014年至
2018年

2018年至 
2023年（預測）

2014年至2023年（預測）按城市級別劃分的
中國服裝市場零售收入

人民幣十億元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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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行業的新零售模式

包括我們在內的中國主要服裝品牌現正採用新零售商業模式，並融入創新的舉措。舉例而
言，我們將從線上及線下渠道收集的顧客數據連接到主要線上平台的數據分析系統，從而
更有效地尋找潛在顧客及實施目標營銷策略。下表載列2018年中國服裝品牌於線上市場的
競爭格局及主要時尚服裝品牌的新零售整合比較。

A:   2018年線上零售收入
（人民幣十億元） 

B: 2016年至2018年
線上零售收入複合年增長率

C: 2018年線上滲透率、
線上零售收入

佔零售總收入的百分比
品牌名稱

2018年中國時尚服裝品牌於線上市場的競爭格局

GXG及gxg jeans

品牌A

品牌B

品牌C

品牌D

品牌E

品牌F 0.17

0.49

0.62 

0.65

0.78 

1.69 

2.01 

32%

32%

26%

17%

28%

27%

56%

5%

21%

18%

19%

18%

20%

36%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

高

比較標準簡介

利益一致性 該組織的線上及線下銷售渠道
之間完全沒有利益衝突

該組織的線上及線下銷售渠道
之間的利益衝突相當低或
沒有利益衝突

該組織內的線上及線下渠道
會有收入及溢利競爭

信息技術分析及信息共享 該組織可同步共享線上及
線下渠道之間的信息

該組織可頻繁共享線上及
線下銷售渠道之間的信息

該組織共享其於線上及
線下銷售渠道之間取得的
部分信息

庫存及物流管理 線上及線下渠道共享相同的
庫存來源；可處理跨越中國
兩個地區以上的訂單

線上及線下渠道共享部分相同
庫存；可處理兩個鄰近地區內
的訂單

線上及線下渠道並不共享
相同庫存；僅可處理
同一區域的訂單

反應速度及靈活的供應鏈 該組織能迅速反應，
並具有高度靈活的供應鏈系統，
以滿足新的市場需求

反應速度僅為中等，
供應鏈系統相對靈活

反應速度較慢，
供應鏈系統不靈活

購物體驗及消費者互動 購物體驗極佳，可全面使用
全渠道銷售，連貫一體的
購物體驗

購物體驗良好，可使用多個
銷售渠道，購物體驗大體連貫

購物體驗尚可，不同渠道
呈分散獨立的購物體驗

中 低

新零售銷售一致性 該組織的線上及線下渠道
之間供應相同產品及
價格的比例極高

線上渠道在價格及款式方面
非常一致，但會提供少量
線上限定款式

該組織的線上平台以較低
價格銷售極為不同的產品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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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國主要時尚服裝品牌的新零售比較

品牌C(3)

GXG及gxg jeans

品牌B(2)

品牌D(4)

品牌E(5)

品牌F(6)

品牌A(1)

利益一致性品牌 庫存及物流管理
反應速度及
靈活的供應鏈

信息技術
分析及
信息共享

購物體驗及
消費者互動

新零售銷售
一致性

高

高

高

中

低

低

低

高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高

中

中

中

中

低

低

高

中

中

中

低

低

低

高 高

高 中

高 中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

附註：
(1) 品牌A於2018年年底在中國擁有超過1,500名僱員及超過2,000家門店。品牌A僅涵蓋男裝業務，主要目標

為18至35歲追求時尚的男性顧客，並以年輕男性顧客為重點。

(2) 品牌B於2018年年底在中國擁有超過5,000名僱員及超過1,200家門店。品牌B涵蓋男裝、女裝及童裝業
務，主要目標為20至45歲的中上階層男性顧客。

(3) 品牌C於2018年年底在中國擁有超過500名僱員及超過1,000家門店。品牌C涵蓋男裝及女裝業務，主要目
標為20至45歲追求時尚的男性顧客，並以工作年齡的男性顧客為重點。

(4) 品牌D於2018年年底在中國擁有超過500名僱員及超過700家門店。品牌D涵蓋男裝及女裝業務，主要目標
為18至35歲追求時尚的中上階層男性顧客，並以年輕男性顧客為重點。

(5) 品牌E於2018年年底在中國擁有超過350名僱員及約220家門店。品牌E涵蓋男裝及女裝業務，主要目標為
18至35歲追求時尚的男性顧客，並以年輕男性顧客為重點。

(6) 品牌F於2018年年底在中國擁有超過400名僱員及約910家門店。品牌F涵蓋男裝、女裝及童裝業務，目標
顧客主要包括追求時尚的中青年男性顧客，並以工作年齡的男性顧客為重點。

市場趨勢及主要增長動力

新零售模式正重新定義行業的結構及業務模式，並且正在刺激潛在需求。與經銷商模式相
比，經營自有零售網絡的公司更能抓住增長。此外，隨著整體經濟的持續增長，以及可支
配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對時尚服裝產的追求品日益多元化、複雜化及個性化。服裝零
售商亦與供應商實施進一步整合，以實現靈活的供應鏈及更短的反應時間。

中國時尚男裝市場概覽

時尚男裝是指設計更具時尚元素的男裝，主要面向追求最新流行趨勢的中青年消費者。

市場規模

時尚男裝為中國男裝市場增長最迅速的分部之一。時尚分部由2014年的人民幣940億元增
長至2018年的人民幣1,731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6.5%。在所有經銷渠道當中，線上平台
及商場實現了最快的增長速度，2014年至2018間的複合年增長率分別為29.9%及16.7%。下
表載列2014年至2023年按經銷渠道劃分的中國時尚男裝過往及預測零售收入。



– 74 –

行業概覽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並不完整及或作更改，而有關資料必須連同本文件首頁上「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16.5% 12.8%

 14.3% 10.5%

 16.7% 12.8%

 11.4% 6.7%

 29.9% 21.6%

 8.7% 2.2%

2014年至2023年（預測）按經銷渠道劃分的
中國時尚男裝零售收入

人民幣十億元

複合年增長率
2014年至
2018年

2018年至  
2023年（預測）

總計
百貨公司
商場
專賣店
線上平台
其他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2023年
（預測）

2014年
23.3 23.4 23.5 23.3

94.0

112.4

133.5

150.3

173.1

197.6

224.1

252.6

283.4

316.5

3.8
13.5

29.1

22.1

25.5

33.9

26.4

18.0

29.9

4.6

31.4

23.7

38.9

34.9

4.8

35.3

42.5

29.2

38.5

5.3

41.0

44.8

38.5

43.6

5.5

46.8

48.7

47.8

48.8

5.7

54.2

5.8

59.9

55.8

71.3

59.8

5.9

65.6

5.9

74.7

61.9

102.4

71.6

67.1

59.0

85.8

53.2

52.4

58.6

4.2

附註： 其他主要包括小型店舖，例如個人製衣店及社區服裝店等。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

競爭格局

由於中國時尚男裝市場仍處於中期發展階段，市場高度分散。於2018年，按零售收入計，
五大時尚男裝品牌僅佔約14.4%的市場份額。下表載列按零售收入計2018年中國五大時尚
男裝品牌的競爭格局及排名。

2018年中國五大時尚男裝品牌的競爭格局及排名

2018年零售收入
（人民幣十億元）品牌 零售收入排名

2018年
線上零售收入
（人民幣十億元）

線上零售收入
排名

品牌A

GXG及gxg jeans

品牌B

品牌D

品牌C

按零售總收入
計的市場份額

2018年按
線上零售收入
計的市場份額

8.30 1 1.694.80% 4.41%

5.64 2 2.013.26% 5.22%

4.24 3 0.782.45% 2.02%

3.38 4 0.621.95% 1.62%

3.36 5 0.651.94% 1.69%

2

1

3

5

4

資料來源： 灼識諮詢

線上市場是中國時尚男裝品牌的主要新戰場。下表說明按2018年線上零售收入及2017年第
一提及認知度計的中國五大時尚男裝品牌的競爭格局及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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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7

0.8 0.7 0.6

2018年中國時尚男裝品牌按線上零售收入(6)計的排名

GXG及gxg jeans 品牌A(1) 品牌B(2) 品牌C(3) 品牌D(4)

人民幣十億元

品牌A(1) GXG及gxg jeans 品牌B(2) 品牌G(5) 品牌D(4)

71.4% 71.1% 62.9%
38.8% 31.5%

2017年中國時尚男裝品牌按第一提及認知度計的排名

選擇該品牌作為第一提及認知品牌的受訪者百分比，N = 980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

附註：

(1) 品牌A於2018年年底在中國擁有超過1,500名僱員及超過2,000家門店。品牌A僅涵蓋男裝業務，主要目標
為18至35歲追求時尚的男性顧客，並以年輕男性顧客為重點。

(2) 品牌B於2018年年底在中國擁有超過5,000名僱員及超過1,200家門店。品牌B涵蓋男裝、女裝及童裝業
務，主要目標為20至45歲的中上階層男性顧客。

(3) 品牌C於2018年年底在中國擁有超過500名僱員及超過1,000家門店。品牌C涵蓋男裝及女裝業務，主要目
標為20至45歲追求時尚的男性顧客，並以工作年齡的男性顧客為重點。

(4) 品牌D於2018年年底在中國擁有超過500名僱員及超過700家門店。品牌D涵蓋男裝及女裝業務，主要目標
為18至35歲追求時尚的中上階層男性顧客，並以年輕男性顧客為重點。

(5) 品牌G於2018年年底在中國擁有超過2,500名僱員及超過1,500家門店。品牌G僅涵蓋男裝業務，目標顧客
主要包括追求時尚的中青年男性顧客，並以工作年齡的男性顧客為重點。

(6) 線上零售收入定義為通過線上渠道以實際銷售價格出售的產品的總零售價值，而不扣除退貨撥備。

市場趨勢及主要增長動力

根據灼識諮詢報告，中國時尚男裝市場有五大主要市場趨勢及主要增長動力。首先，中國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導致人們對服裝的消費傾向增加。其次，新零售概念提供了多種
方式與顧客進行更深層次的互動，同時為品牌提供重要的市場見解，從而提高銷量及盈
利。第三，中國消費者的需求正在迅速變化，漸趨複雜。特別是，年輕消費者比較時髦，
更願意嘗試新穎及創新的事物。第四，時尚男裝品牌需要開發內部能力來捕捉可用於改善
線上及線下銷售的相關數據。第五，越來越多的接觸點可供顧客使用，並提供無縫全渠道
購物體驗，從而使購物更便利，顧客更滿意。

主要進入壁壘及主要成功因素

中國時尚男裝市場的主要進入壁壘包括(i)消費者對品牌形象的認可；(ii)設計及創新能力；
(iii)管理能力；及(iv)線上基礎設施以及實現新零售和供應鏈整合的能力。現有的大型服裝
品牌在市場上爭取了顧客忠誠度及品牌認知度。新進入者要建立地位便必須花費時間及金
錢來樹立獨特的風格，吸引目標消費者，並創建品牌形象。新進入者需要具備強大的設計
及產品開發能力，使公司能夠迎合消費者日益複雜的需求。公司的可持續發展需要一支高
素質的管理團隊。時尚零售商必須不斷完善其線上基礎設施，以實現新零售和供應鏈整合。

中國童裝市場概覽
童裝是指為15歲以下尚未長到完整身高的兒童設計及生產的服裝。根據價格範圍及質量，
童裝可以分為三個組別：(i)低端童裝；(ii)中端童裝；及(iii)高端童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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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規模

中國童裝市場的零售收入增長迅速，由2014的人民幣1,332億元增加至2018年的人民幣
2,601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約18.2%，預計於2023年前將達到人民幣6,041億元。這項高增長
率主要受到中國城鄉家庭消費力增加所推動。下表載列2014年至2023年中國童裝市場的過
往及預測零售收入。

童裝 18.2% 18.4%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2023年
（預測）

2014年至2023年（預測）中國童裝市場零售收入
人民幣十億元

複合年增長率
2014年至
2018年

2018年至  
2023年（預測）

133.2
157.1

185.5
219.2

260.1

308.5

365.5

432.4

511.2

604.1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

市場趨勢及主要增長動力

由於新實施的兩孩政策及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預計兒童產品（包括童裝）的消費需求將相
應增加。為應對近年來涉及嬰幼兒消費品的一系列安全醜聞，中國政府對童裝行業實施了
更嚴格的規定和質量控制。隨著下一代消費者預期會更加重視健康，新手父母在購買童裝
時可能會優先考慮質量。此外，消費者的關注及期望使大品牌得以通過持續生產更高質量
的兒童服裝來建立消費者忠誠度及品牌知名度。

中國運動服市場概覽

運動服是指運動或休閒戶外使用的服裝。運動服可以分為運動表現服及運動休閒服。運動
表現服通常在極端的身體或環境表現狀況下穿著，以滿足在活動期間對包覆性及協助身體
的特定要求。運動休閒用品使用更柔軟及更透氣的面料，適合大多數戶外活動及休閒場
合。現今的運動服品牌在其大部分非專業產品中都採用了時尚及休閒的元素，使這些產品
適用於各種場合。

市場規模

過去五年，中國運動服市場的零售收入穩步增長，由2014年的人民幣1,737億元增加至2018
年的人民幣2,410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8.5%，並預計於2023年將達到人民幣3,423億元。
下表載列按功能及按經銷渠道劃分2014年至2023年中國運動服市場的過往及預測零售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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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8.5%  7.3%

運動表現服 21.7% 17.7%

運動休閒服 7.3% 5.6%

複合年增長率
2014年至
2018年

2018年至
2023年（預測）

人民幣十億元

2014年至2023年（預測）中國運動服市場
（運動表現服及運動休閒服）的零售收入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2023年
（預測）

173.7
183.8

204.0

222.6
241.0

260.8
280.7

300.7

321.3

342.3

12.7

168.1

15.7

184.7

19.4

199.4
213.2

27.8

227.7

33.1

241.5
254.6

46.1

267.4
279.6

62.7
53.9

39.2

23.2

161.0

總計 8.5% 7.3%

百貨公司 7.2% 5.6%

商場 11.2% 9.9%

專賣店 4.2% 1.1%

線上平台 16.5% 13.7%

其他 1.0% -0.4%

2014年至2023年（預測）中國運動服市場
按經銷渠道劃分的零售收入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2023年
（預測）

人民幣十億元

複合年增長率
2014年至
2018年

2018年至
2023年（預測）

173.7
183.8

204.0

222.6
241.0

260.8
280.7

300.7

321.3

342.3

48.6

41.6

55.2

29.0
7.0

50.9

47.3

59.0

34.7

7.3

55.8

52.9

61.7

40.5

7.4

58.7

63.7

46.9

7.4

64.3

65.1

65.6

54.0

7.5

68.6

71.8

66.9

61.7

7.5

78.8

67.6

69.9

7.5

76.9

86.3

67.8

78.8

7.4

94.0

67.4

89.0

7.3

84.6
81.0

72.8

60.1

25.4
7.1

54.1

38.4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

市場趨勢及主要增長動力

運動服漸趨時興，適合於更多場合穿著。因此，越來越多人將運動服融入日常裝束。中國
顧客培養了更關注健康的生活方式及更關心個人外觀，因此，他們從傳統興趣活動開始轉
移至更多其他專門活動，如健身運動、瑜伽、慢跑鍛煉、潛水及遠足。雖然知名運動品牌
備受顧客認可，但近年專門運動興起亦為小眾品牌提供新機遇，能於市場佔一席位並滿足
中國的市場需求。此外，全球市場對優質及時尚運動服的需求日益增長，物料和設計方面
的持續技術創新，乃為滿足此需求增長的關鍵元素。

原材料價格及趨勢

人造纖維及天然纖維

於2014年至2016年間，由於原油價格下跌，令滌綸短纖維及尼龍粒這兩款人造纖維的價格
有所下跌，但於2016年後逐漸回升。滌綸短纖維的價格從2014年每噸人民幣9,112元下跌至
2016年每噸人民幣6,892元，其後於2018年升至每噸人民幣9,294元。同時，尼龍粒的價格
從2014年每噸人民幣18,171元下跌至2016年每噸人民幣12,151元，其後於2018年微升至每
噸人民幣17,146元。預期滌綸短纖維和尼龍粒的平均價格將出現波動，於2023年前分別達
到每噸人民幣8,809元及每噸人民幣16,776元。

中國的人造纖維價格變動亦反映於天然纖維的價格，其於2014年至2016年間有所下跌，僅
於2017年再次上升。鳧絨的單位價格（遠高於棉及羊毛）從2014年每噸人民幣406,215元大
幅下跌至2016年每噸人民幣211,656元，其後於2018年回升至每噸人民幣400,300元。預期
棉及羊毛的平均價格將維持相對穩定，於2023年前分別升至每噸人民幣15,759元及人民幣
81,311元，而鳧絨的平均價格將出現波動，於2023年前達到每噸人民幣370,390元。下表載
列2014年至2018年中國服裝市場的原料紡織品的平均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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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

(90%)

(90%)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4年至2018年中國服裝市場原料紡織品的平均價格

人民幣每公斤人民幣每噸人民幣每噸

滌綸 尼龍粒 棉 羊毛

鳧絨 灰鵝毛羽絨

白鵝毛羽絨

9,112
7,078 6,892 8,220 9,294

18,171

13,371
12,151

16,917 17,146

16,882 13,141 13,690 15,645 14,375

81,222 80,157 79,826 86,053 80,064

406,215

245,106
211,656

335,648
400,300 577

400
359

446
491

498

307 261

365

444

資料來源：中國棉花協會、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China Down及灼識諮詢

羽絨產品

主要羽絨產品類別包括白鵝毛羽絨產品及灰鵝毛羽絨產品等。中國的白鵝毛羽絨平均價格
由2014年每公斤人民幣577元下降至2016年每公斤人民幣359元，再回升至2018年每公斤
人民幣491元。中國的灰鵝毛羽絨平均價格走勢相似，由2014年每公斤人民幣498元下降至
2016年每公斤人民幣261元，再回升至2018年每公斤人民幣444元。預期白鵝毛羽絨(90%)
及灰鵝毛羽絨(90%)的平均價格將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穩定，於2023年前分別達到每公斤人
民幣485元及每公斤人民幣422元。

勞工

受僱於中國批發及零售分部的城市工人的平均工資從2014年每年人民幣55,838.0元增加至
2018年每年人民幣75,656.5元，複合年增長率為7.9%。在消費品零售收入持續增長及城市
化速率日漸提升的推動下，預期於未來數年，受僱於批發及零售分部的城市工人的平均工
資將進一步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