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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户外装备指的是参加各种探险旅游及户外活动时需要配置的一些设备。这些装备包括：帐

篷、背包、睡袋、防潮垫或气垫、登山绳、岩石钉、 安全带、上升器、下降器、大小铁锁、

绳套、冰镐、岩石锤、冰爪、雪杖、头盔、踏雪板、 高山眼镜、羽绒衣裤、防风衣裤、毛衣

裤、手套、高山靴、防寒帽、冰锥、雪锥、炊具、炉具、 多功能水壶、吸管或净水杯、指北

针、望远镜、等高线地图或其它资料、防水灯具、刀具等。  

      随着经济水平的快速增长，中国的户外用品行业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巨大的市场规模

、广阔的发展前景吸引着国际户外用品著名企业加速涌入中国市场，这些国际巨头借助其雄

厚的资金、研发、设计和营销实力，纷纷加大对中国市场开拓力度，抢占更多市场份额。

      2012年中国户外用品行业中服装类产品占据了最大的市场销售比例，达到47.55%，占据第

二位的是户外休闲鞋类，紧接着是背包类，这三类产品的销售额占全行业年度销售额近九成

的比例。

      欧美发达国家的知名户外品牌纷纷进入中国，2012年中国户外用品市场共有557个品牌，比

上年增加了17%，其中国内品牌225个，国际品牌332个。从市场销售额上看，2012年国外品牌

销售额占55%，国内品牌销售额占45%。

      中国国内市场拥有400余个专业户外品牌，其中本土品牌约占其中的三成;专业户外用品零

售店达到了近2000家，百货商场零售点达到了1600余个，其他销售模式也在以不同的方式迅

速发展;专业户外运动俱乐部超过400余个;每年参与有组织的户外运动人群达到了70余万人次

。

      户外用品零售行业的集中度较低，渠道商之间的竞争相对处于早期阶段。零售终端数量增

加迅猛，但相比品牌商之间的激烈竞争，渠道竞争相对缓和。现阶段国内户外用品零售渠道

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专业户外店与商场店之间的竞争，尽管网络销售渠道增长迅猛，但目前的

占比还较低。2014 年国内共有 10695 家户外用品商店，全行业中专业户外店的总销售额为 37.4

亿元，其中三夫户外作为门店数量较多的专业零售商，其 2014 年的总销售额为 2.92 亿元，约

占专业户外店总销售额的7.81%。

      户外运动产业作为中国一个新兴的产业，预计在未来3-5年内仍将保持持续增长势头。国内

户外装备用品产业仍将保持更高速的发展，年平均增长率最少在30-40%。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户外用品行业深度研究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

共六章。首先介绍了户外用品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户外用品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户

外用品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户外用品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户外用品做

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户外用品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户外用



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户外用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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