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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所載若干資料、統計數據及數據摘錄自獨立第三方弗若斯特沙利文獲委
託編製的報告（「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來自政府官方刊物、行業來源及弗若斯
特沙利文報告的資料未必與可從其他來源獲取的資料一致。我們認為本節資料的來
源就有關資料而言屬恰當，且我們於摘錄及複製有關資料時合理審慎行事。我們無
理由相信該等資料屬虛假或具誤導成分或遺漏任何事實以致該等資料在任何重大方
面屬虛假或具誤導成分。然而，我們、 [編纂]、聯席保薦人、 [編纂]或參與 [編纂]的
任何其他各方（弗若斯特沙利文除外）概無獨立核實有關資料，亦無對其準確性發
表任何聲明。投資者不應過分倚賴本節所載資料（包括統計數據及估計）或本文件
其他章節所載類似資料。有關與我們行業有關的風險的討論，請參閱本文件「風險
因素－有關我們業務及行業的風險」一節。

中國體育產業概覽

中國體育產業涵蓋體育場館及體育基礎設施建設、體育用品銷售及租賃、體育用
品製造及其他體育相關服務，近年來該產業經歷快速增長。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
告，中國在體育相關用品及服務方面的消費總額由二零一四年的人民幣2,777億元增長
至二零一八年的人民幣4,050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9.9%，且預計於二零二三年將達到
人民幣6,101億元，自二零一八年起的複合年增長率為8.5%。下表載列中國體育的歷史
及預測消費額。

中國體育相關用品及服務消費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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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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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體育產業近年來的快速增長由以下因素推動，且預計會繼續釋放其增長潛
力。

中國消費者已加入全球大健康的潮流之中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全球健康產業的市場規模在二零一八年為4.5萬
億美元，並有望在二零二三年達到6.0萬億美元，自二零一八年起的複合年增長率為
6.0%。這種市場擴張主要是因為消費者（特別是千禧一代）對運動的益處認識更深刻，
更容易獲得健康及健身設施以及消費意願更強，因此更加關注其個人健康。隨著社交
媒體的日益普及以及體育及健身文化的推廣，消費者現在更加關注他們的整體健康
（包括身體、心理、社會和精神的健康）。這種日益提高的意識已對消費者在日常生活
各方面（包括飲食、健身、服裝、個人護理、旅遊與醫療服務）的消費模式產生影響。
此外，這種日益提高的意識也促進了技術發展和跨行業合作，反過來又為消費者提供
了更具成本效益、方便且符合其需求的創新產品和服務。

近年來中國已成為全球健康產業的主要推動者，同時中國各年齡段的消費者正積
極接納已全球普及的健康生活方式與健康理念。因此，許多中國企業也在努力滿足這
些興起的趨勢。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中國健康產業的市場規模在二零一八年
為人民幣7.2萬億元，有望在二零二三年達到人民幣11.3萬億元，自二零一八年起的複
合年增長率為9.5%。

中國經濟增長及不斷提高的體育運動參與度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達到較高水平後，該國的消費
者通常開始在體育相關產品及服務上花費更多，因為累積收入增長往往會提高個人健
康意識。因而該國於體育活動、產品及服務方面的人均年消費支出會隨之增加。根據
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例如，在美國，人均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由一九七零年的5,246

美元增長至一九八零年的12,597美元，同期其在體育方面的人均年消費支出由一九七
零年的42.4美元增至一九八零年的121.8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1.1%。

近年來，中國的經濟經歷了強勁而持續的增長。因此，不同收入水平和年齡段的
中國消費者現在的個人可支配收入顯著提升。此外，中國同期持續的城市化進程使得
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口能夠使用優質的體育設施。因此，之前受經濟條件和有限的產品
供給抑制的體育運動參與度和體育消費顯著增加。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中國
的全民常規體育運動參與率由二零一四年的14.7%增長至二零一八年的18.7%，且其在
體育方面的人均年消費支出由二零一四年的人民幣203.0元增長至二零一八年的人民幣
290.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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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中國的歷史及預測常規體育運動參與率（按年齡段劃分）。

中國按年齡段劃分的常規體育運動參與率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二三年（預計）

19歲以上
人口總數

年齡段 20-29歲

14.7%

18.7%

23.4%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69歲 70歲及以上

13.7%

19.5%

26.8%

12.4%

16.7%

22.2%

14.9%

18.8%

23.8%

18.0%
21.2%

25.2%

18.2%
21.3%

25.3%

10.8%
12.2%

14.0%

附註：常規體育運動參與率指各年齡段內每週至少參加三次體育活動的人口比例。

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雖然中國的全民常規體育運動參與率目前處於歷史最高水平，且中國各年齡段的
體育運動參與率都在增加，但仍低於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例如，美國於二零一八年
的全民常規體育運動參與率為35.9%。此外，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足球、籃
球、乒乓球、跑步和健身步行等主流體育活動中的每一項現在在中國都擁有2億至3億
人的受眾。於二零一八年，全國舉辦了1,441場馬拉松賽事，總共有730萬人參與，而
於二零一四年該兩項數據分別僅為51場及90萬人。所有該等因素顯示中國的全民常規
體育運動參與率仍有很大的增長潛力。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中國在體育方面
的人均年消費支出亦有很大的增長潛力，預計將由二零一八年的人民幣290.3元進一步
增長至二零二三年的人民幣430.3元。

政府對體育產業的強有力支持

自二零一四年以來，中國中央政府已頒佈一系列有利政策以支持中國體育產業。
該等政策強調了體育產業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性，鼓勵對該產業進行投資，推廣專業體
育服務並為普通大眾制訂了保健指引。下表概述中國中央政府近年來推出的若干相關
政策。

政策 發佈時間 政策目標

《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
體育產業，促進體育
消費的若干意見》

二零一四年十月 中國計劃到二零二五年，建立門
類齊全的體育產業，提供完善的
體育機制，同時合理分配體育資
源。到二零二五年，中國體育產
業的市場規模有望超過人民幣5.0

萬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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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發佈時間 政策目標

《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產業
發展「十三五」規劃》

二零一六年七月 中國計劃到二零二零年，體育產
業的市場規模增至人民幣3.0萬億
元，從業人員總數超過6百萬人。
此外，到二零二零年，人均體育
場地面積有望超過1.8平方米，中
國的人均體育消費額佔人均居民
可支配收入比例超過2.5%。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快
發展健身休閒產業的
指導意見》

二零一六年十月 中國健身休閒產業是體育產業的
重要子行業，到二零二五年，其
市場規模有望超過人民幣3.0萬億
元。

除頒佈有利政策外，中國近幾年也舉辦了眾多大規模體育賽事，如二零零八年北
京奧運會、二零一零年廣州市亞運會以及二零一一年深圳市大學生運動會，而未來也
將繼續舉辦更多此類賽事。例如，北京是二零二二年冬奧會的主辦城市，杭州將舉辦
二零二二年亞運會，而中國也將舉辦二零二三年亞足聯亞洲杯。為支持此類大規模體
育賽事並幫助更多中國居民便利地接觸到各類體育活動，中國已建成並預計繼續建設
大量體育設施。中國的體育場館數量有望在二零二三年達到約二百一十萬個。

中國運動鞋服零售市場概覽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中國經過多年的快速發展，就二零一八年零售總
額（包括增值稅）而言，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運動鞋服零售市場，且亦是世
界上增長最快的主要市場之一。中國運動鞋服零售市場的零售總額（包括增值稅）由二
零一四年的人民幣1,455億元增長至二零一八年的人民幣2,357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12.8%。若該強勁勢頭得以保持，預計將自二零一八年以10.7%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至
二零二三年的人民幣3,923億元。與之類似，中國在運動鞋服產品方面的人均年消費開
支由二零一四年的人民幣106.3元增長至二零一八年的人民幣168.7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12.2%，且於二零二三年預計達到人民幣274.1元，自二零一八年起的複合年增長率為
10.2%。下表載列中國運動鞋服零售市場的歷史及預測市場規模及中國在運動鞋服方面
的人均年消費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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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運動鞋服零售市場的市場規模及中國在運動鞋服方面的人均年消費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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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市場規模是指運動鞋服產品的零售總額（包括增值稅）。

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除零售總額（包括增值稅）的增長外，中國運動鞋
服的零售總量及其平均售價近年來穩定增長，且預計未來會繼續保持增長。下列圖表
載列中國運動鞋服產品的歷史及預測零售總量及平均售價。

中國運動鞋服產品的零售總量及平均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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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售價
（人民幣元每件╱雙）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二三年（預計）

運動服飾 112.3 128.8 143.6

運動鞋 204.3 231.2 287.1

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儘管目前中國運動鞋服零售市場體量及重要性日益突顯，中國在運動鞋服方面的
人均年消費支出仍落後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例如，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於
二零一八年，就運動鞋服的人均年消費額佔各類鞋服的人均年消費額的百分比而言，
英國為27.7%，美國為31.8%，日本為24.3%，韓國為25.7%，德國為27.2%，而中國僅
為12.5%。因此，中國運動鞋服零售市場仍然有很大的增長潛力。

中國運動鞋服零售模式的特色

就零售模式而言，中國的運動鞋服零售市場亦有別於主要發達經濟體。在中國，
單一品牌門店為運動鞋服產品的主要零售模式，而在主要發達經濟體，多品牌門店佔
運動鞋服零售店的大多數。與多品牌門店相比，單一品牌門店的競爭優勢在於其能夠
展現品牌形象，作為品牌價值主張的物理延伸，並為客戶提供獨特的品牌體驗。單一
品牌門店在中國獲得成功主要歸功於中國運動鞋服零售市場的先驅（包括我們在內）早
在21世紀初即與國際領先運動鞋服品牌一起創立了這一新的零售模式。

中國單一品牌門店模式正引領全球運動鞋服零售業的轉型。為增強消費體驗及
提高品牌影響力，領先體育品牌正將更多資源及注意力轉移至少數優秀的零售合作夥
伴，並在全球範圍內主動扶持單一品牌零售模式。其所尋求的零售合作夥伴不僅應具
備向消費者銷售產品的卓越能力，亦能為消費者帶來全面的與品牌形象相一致的消費
體驗。因此，少數優秀的零售商能夠強化與品牌合作夥伴的關係並從渠道整合中受益。

全球運動品牌在中國的零售運營

在龐大的中國運動鞋服市場中，全球運動品牌已在過去二十年裡與中國地方零售
合作夥伴建立了戰略性及相互依賴的關係。全球運動品牌主要依賴成熟的運動零售公
司（尤其是在全國範圍內具有擴展能力的合作夥伴）向地方消費者提供特定品牌產品及
體驗。他們利用合作夥伴的消費者及市場洞見以及運營智慧，主要在單一品牌門店提
供產品及認證品牌，作為品牌主張的物理延伸。全球運動品牌自營銷售渠道主要為線
上零售及工廠店。他們亦運營少量旨在展示品牌及增加客戶認知的旗艦店。該等品牌
的自營門店通常位於一線及二線城市。尤其是，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數據，於二零
一八年，主力品牌在中國的零售等效銷售額約70%來自批發渠道（包括全國及區域零售
商），而其餘部分則來自其各自的線下自營門店及線上渠道。在建立分銷渠道及觸及中
國各線城市消費者方面，擁有多年行業經驗的地方零售合作夥伴對全球運動品牌具有
重要的戰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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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運動鞋服零售市場的主要增長動力及趨勢

以下為中國運動鞋服零售市場的主要增長動力及趨勢。

• 各線級城市消費者同時迎來消費升級。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中國
各地的消費者正在升級他們的運動鞋服。於中國較高級別城市，消費者對
運動鞋服的主要關注點已從「物有所值」轉變為「新潮」及「創新」，且願意
為該等產品特性支付高價。隨著零售門店網絡的持續滲透，中國較低級別
城市的消費者已經能夠接觸到品牌產品，並開始停止去購買非品牌的產品。

• 國際品牌正在獲得市場份額，而國內品牌面臨分化的增長前景。相比國內
運動品牌，全球領先的體育品牌通常被視為更受歡迎並能夠提供更好的高
品質產品，使得它們能夠從上述的中國消費升級中獲益。隨著中國消費者
現在擁有更高的個人可支配收入、更多的價格優惠的產品供應，以及更多
樣化的銷售渠道可供選擇，在中國，國際運動品牌的消費群體正在顯著增
加。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國際運動品牌在中國運動鞋服零售市場
的市場份額已由二零一四年的46.0%增長至二零一八年的54.0%，且預計於
二零二三年進一步增長至59.0%。相比之下，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
國內運動品牌將業務重心放在中國的較低級別城市，而較低級別城市的消
費者更關注產品是否「物有所值」。此外，國內運動品牌就增長前景而言已
經出現分化。領先的國內品牌已經在大眾運動鞋服市場及部分細分高端子
市場站穩腳跟。相比之下，由於消費者正在轉而購買國內品牌產品甚至領
先的國際品牌產品，規模較小的國內市場參與者正失去其在中國較低級別
城市中的市場份額。

• 科技手段的發展為運動鞋服零售商賦能。線下購物為消費者提供了個人體
驗，尤其是在購買運動鞋服產品時，因為消費者通常對於鞋服合身和產品
性能有更高的要求而需要親身體驗和互動。中國領先的運動鞋服零售商正
在積極地將他們積累的對消費者及運營的見解與技術舉措相結合，以增強
他們的實體店網絡。這些技術舉措將使領先的零售商更好地了解消費者行
為，進一步提升其運營水平，並在傳統的實體店之外擴大與消費者的互動。

• 多樣化的體育活動使得消費者對差異化的運動鞋服產品的需求增加。隨著
中國體育產業的日益成熟，受歡迎的體育活動日益多樣化。根據弗若斯特
沙利文的報告，中國的健身俱樂部數量從二零一四年的45,465家大幅增至
二零一八年的80,106家，其間健身俱樂部會員數量從二零一四年的2,760萬
增加到二零一八年的4,750萬。同時，由於品牌合作夥伴消費者教育及社交
媒體營銷的緣故，越來越多的中國消費者已意識到不同的體育活動（尤其
是諸如滑雪及健身訓練等專項運動）需要專門的運動鞋服及裝備。消費者
在為不同體育活動選擇合適裝備方面也越來越有見地。此外，品牌合作夥
伴亦一直透過為不同運動場景提供特定的產品以促進產品細分化發展。產
品細分化已大幅拓展且預計將繼續拓展中國運動鞋服零售市場的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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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領先品牌通過運動休閒風潮獲利。作為文化變革的一部分，如今全球
消費者願意在不同的場合穿著運動鞋服。為了迎合這種新興的消費者偏
好，領先的國際運動品牌已推出讓消費者可以同時在運動及休閒場合穿著
的運動鞋服產品。得益於其新潮的設計，該等創新運動鞋服產品受到了追
逐時尚的消費者的熱捧，並於近年來引領全球的運動休閒風潮，這反過來
又有助於增加全球體育品牌與其他鞋服產品在市場份額競爭的獲勝幾率。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在該風潮的推動下，預計中國的運動鞋服消
費將擴大其在中國鞋類及服裝總消費中的佔比，預計將由二零一八年的
12.5%增長至二零二三年的16.5%。得益於其出眾的產品設計、名人代言及
營銷資源，領先的全球運動品牌預期會利用該運動休閒風潮以進一步增加
其在中國運動鞋服零售市場的市場份額。

中國運動鞋服零售市場的准入壁壘及競爭

市場參與者類型

中國主要運動鞋服零售商可分為三類，即品牌自營渠道、全國零售商及區域零售
商。

• 品牌自營渠道。該等渠道指由品牌商自主經營的線上及線下門店。品牌自
營門店通常為位於中國一二線城市的規模較大的旗艦店及零售門店，以及
在主要電商平台上的線上旗艦店。除該等門店之外，領先運動品牌往往與
專業零售商（特別是全國零售商）合作以在中國有效擴展業務。就國際運
動品牌而言，品牌商的直營渠道的零售額平均佔其中國零售等效銷售總額
（包括增值稅）的10%至30%。有關全球運動品牌在中國的零售運營的更多
詳情，請參閱上文「－全球運動品牌在中國的零售運營」。

• 全國零售商。全國零售商指已在全中國建立直營門店網絡的零售商。全國
零售商通常已積累高水平的運營、營銷、財務及技術資源，且較區域零售
商而言，其與運動品牌合作夥伴在戰略合作上更加緊密。根據弗若斯特沙
利文的報告，於二零一八年年底，在中國僅有三名全國零售商，其中就包
括本公司。

• 區域零售商。區域零售商指在中國經營區域性門店網絡的零售商。相比於
全國零售商而言，區域零售商高度分散，且往往營運規模較小且門店及僱
員數量較少。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於二零一八年，品牌自營渠道、全國零售商及區
域零售商分別約佔中國運動鞋服零售市場規模人民幣2,357億元的33.4%、28.7%及
37.9%。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中國運動鞋服零售市場目前主要由全國零售商主
導，且其倚賴更高的營運效率及跨區域營運及戰略的協同效應，將繼續保持相對於其
他市場參與者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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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壁壘

中國運動鞋服零售市場的新市場進入者將面臨大量的壁壘，包括下述有關內容：

• 全國覆蓋及規模。相比於較小的新市場進入者而言，中國的領先運動鞋服
零售商通常擁有遍佈全國的門店網絡，覆蓋中國大部分運動鞋服市場，且
深入中國較低級別的城市。該等領先的零售商通常具有規模優勢，受益於
規模經濟，可為其新門店獲取更佳的選址及經營場地，並致力於長期投資
以提升其核心競爭力。相比之下，新市場進入者短期內很難複製該等規模
優勢。

• 服務消費者的能力。相比於新市場進入者而言，中國領先的運動鞋服零售
商藉助深入的消費者洞察力及系統化的運營能力，通常有能力為消費者提
供更優質的服務及購物體驗。因此，該等領先的零售商能更好地與消費者
建立牢固的關係。 

• 與品牌合作夥伴的關係。中國領先的運動鞋服零售商已成功與品牌公司保
持持久而相互信賴的關係，這種關係轉化為消費者洞察力、營銷及運營等
方面的戰略聯盟與合作。而緊密關係一旦建立，新市場進入者很難取代或
模仿。

• 產品營銷能力。中國運動鞋服行業的若干特徵，包括提前採購、季節性因
素及大量的SKU對運動鞋服零售商組織有效的營銷管理形成挑戰。因此，
新市場進入者須投入大量資源、時間及精力提高自己的營銷能力並實現高
效的零售營運管理。

• 技術及創新能力。相比於新市場進入者，地位穩固的運動鞋服零售商更能
結合新數字技術，利用其對顧客偏好及市場趨勢的累積洞察及數據、積累
的門店營運經驗以及自有數據。這些都有助於其提升營運效率並提供更好
的購物體驗。

• 優質地段的獲取能力。領先的運動鞋服零售商擁有更大的規模、更高的營
運效率以及與品牌合作夥伴和銷售渠道合作夥伴更為牢靠的關係，因此相
比於新市場進入者，領先的運動鞋服零售商通常更能獲取到消費人流更高
的優質門店地段。

 
競爭格局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在中國全部市場參與者中，就零售額（包括直營
門店及由我們的下游零售商經營的門店產生的零售額（合稱「零售等效銷售額」）（包含
增值稅））而言，我們於二零一八年在中國運動鞋服零售市場排名第一。我們於二零一
八年的估計零售等效銷售額（包含增值稅）達到人民幣375億元，比第二名高出30%以
上。下表載列中國按估計零售等效銷售額（包含增值稅）計的前五大運動鞋服市場參與
者（彼等全部為全國或區域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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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公司 零售等效銷售額 市場份額
（人民幣十億元）

1 本公司 37.5 15.9%
2 公司A 27.3 11.6%
3 公司B 3.4 1.4%
4 公司C 2.9 1.2%
5 公司D 2.3 1.0%

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也在前五大運動鞋服零售商中摘得
直營門店單店最高估計平均零售額（包含增值稅）。於二零一八年，我們直營門店單店
估計平均零售額（包含增值稅）達人民幣3.7百萬元，較第二名最高同業高出10%以上。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前五大運動鞋服零售商的直營門店單
店估計平均零售額（包含增值稅）。

排名 公司 直營門店單店平均零售額
（人民幣百萬元）

1 本公司 3.7

2 公司A 3.3

3 公司B 2.8

4 公司C 1.5

5 公司D 1.2

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行業資料的來源 

我們僱用弗若斯特沙利文（一家獨立市場研究顧問）對中國體育產業及運動鞋服
零售市場進行分析並編製報告以用於本文件，我們為此支付的委託費用為776,000港
元。弗若斯特沙利文基於政府機構及非政府組織發佈的數據及其初步研究編製本報告。

由於無法合理預見的事件或事件組合，包括但不限於政府、個人、第三方及競爭
對手的行為，故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中包含的預測及假設本質上屬不確定信息，可能
與實際結果大不相同。導致該等差異的具體因素包括但不限於中國體育行業及運動鞋
服零售市場的固有風險、金融風險、勞工風險、供應風險、監管風險及環境問題。

除非另有指明，本節所載所有數據及預測皆取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董事確
認，經合理審慎行事後，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日期起整體市場資料並無發生會使該
資料受重大限制、互相矛盾或產生負面影響的重大不利變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