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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前言  

      法国哲学家阿.法郎士：如果我能够在我死后一百年里出版的书中有所选择的话，我要买份

时装报，要看看在我死后的一个世纪里，女士们是怎样穿戴打扮的，这些服饰多提供给我的

关于未来人类的信息超越了所有的哲学家、小说家、布道家、学者所能给予我的。

      可见，女性服饰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从女性穿着的变迁，就可以大致了解该地区的经

济面貌和文化成就。

      全世界每三件服装，其中一件来自于中国生产。截至2014年末，我国共有规模以上女装企

业超过12000多家，资产总额为达到5000亿元。我国女装行业总体规模很大，规模稳步扩张有

序，虽然生产企业不断增多，竞争逐渐增大，但品牌集中度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利润提升

空间仍然较大。2013年，女装行业实现销售收入11447.56亿元，2014年我国女装行业销售收入

约12161.5亿元。总体来看，我国女装行业规模稳步扩张，发展态势良好。

      本女装行业研究报告共十五章是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的研究成果，通过文字、图表向您

详尽描述您所处的行业形势，为您提供详尽的内容。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在其多年的行业研究

经验基础上建立起了完善的产业研究体系，一整套的产业研究方法一直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本中国女装行业研究报告是2015-2016年度，目前国内最全面、研究最为深入、数据资源最

为强大的研究报告产品，为您的投资带来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

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

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中国女装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女装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

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女装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

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

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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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统计局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1）中，服装制造行业涉



及&ldquo;机织服装制造业&rdquo;（国统局代码：C1810）、&ldquo;织或钩针编织服装制

造&rdquo;（国统局代码：C1820）、&ldquo;皮革服装制造&rdquo;（国统局代码：C1921）

、&ldquo;毛皮服装加工&rdquo;（国统局代码：C1932）、&ldquo;羽毛（绒）制品加

工&rdquo;（国统局代码：C1942）。

服装分类的标准多种多样，就目前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一些分类方法：

 服装产品的分类：     分类标准   类别       按面料分类   机织服装、针织服装、毛皮服装、皮革

服装、羽绒服装；       按性别分类   男装、女装；       按年龄分类   成人服（男服、女服、中老

年人服）、儿童服（婴儿服、幼童服、中童服、大童服、青少年服等）；       按民族分类   我

国民族服装和外国民族服装，如汉族服装、藏族服装、墨西哥服装、印第安服装等；       按特

殊功用分类   耐热的消防服、高温作业服、不透水的潜水服、高空穿着的飞行服、宇航服、高

山穿着的登山服等；       按服装的厚薄和衬垫材料不同来分类   单衣类、夹衣类、棉衣类、羽

绒服、丝棉服等；       按服装洗水效果来分类   石磨洗、漂洗、普洗、砂洗、酵素洗、雪花洗

服装等；       按穿着季节分类   春装、秋装、冬装、夏装；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服饰的变迁是一部历史，是一个时代发展的缩影。它是这个时代进步、文明、兴旺发达、繁

荣昌盛的象征。它在记录历史变革的同时，也映衬着一种民族的精神，传承着当地的历史文

化风俗，女装更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女士穿着的衣物统称为女装。女装品牌与款式的

多元化推动了时装的发展。女装使女人倍添姿彩，女装为产业增添亮点。

女装是指女性在公务、工作、闲暇时所穿的服装总称。女装可以按照消费人群以及着装风格

的不同，分为中老年女装、熟女装和少淑女装。

 女装按消费人群及着装风格细分类     分类   目标客户   客户特征   消费特征       中老年女装   46

岁以上   工作多年，职场向上动力不足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再占主导地位，经济收入处于衰

退或者停滞的阶段，对服装的要求不高或者不能要求太高。       熟女装   30-45岁   已经工作多

年，职业追求向上   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素养，强调生活的品质, 注重生活品位。       少淑

女装   25-30岁   工作一段时间但仍保留女孩一面，以结婚为标志   经济上独立，工作上需要展

现成熟女性的一面，生活中追求女孩天真活泼的一面。           15-25岁   学生和刚工作不久的女

性   经济上大都不独立或不完全独立，对服装的追求标准主要是在流行和新颖性上，更新速度

快。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女装按照产品价格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奢侈女装、高端女装、大众中端、草根低端四个档

次。这四个市场，在目标客户群体、产品特征和渠道分布上均呈现显著的差异化。

 女装按产品价格分类     市场细分   代表品牌   目标定位   产品特征   销售渠道       奢侈品女装（



套装10000元以上）   Channel、Dior、Burberry、Gucci等   针对精英阶层，强调品牌的文化、历

史，客户忠诚度高   时尚的设计、高档面料与完美工艺的结合   二线城市的高档百货商店一楼

、五星级酒店、机场等专卖店       高端女装（套装3000-10000元）   宝姿、玛斯菲尔、朗姿

、Maxmara等   针对社会高收入者白领女性，追求时尚、展现个性   设计前沿、款式紧追国际

一线奢侈品牌   二线城市的高档百货、酒店、机场       大众中端（套装500-3000元）   ZARA

、H&amp;M、欧时力、歌莉娅、秋水伊人、VERO   MODA、ONLY、依恋等   针对中产阶级

，追求时尚，但也关注价格   设计紧追潮流   商场三楼、购物中心、街边店       草根低端（套

装500元以下）   杂牌、淘宝品牌为主   针对中低收入者，主打性价比、薄利多销   不讲究面料

和工艺，款式设计模仿为主   四线城市的专卖店、大卖场和网络销售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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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泛指衣服鞋包玩具饰品等的总称。随着大量优质面料的出现，服装款式也有发展。现

代服装设计已成为工艺美术的一个分支，而服装生产已经实现工业化大批量生产。对现在社

会来说，服装已经是每个人装饰自己，保护自己，能给自己和家人的必用品，不仅仅为穿，

还是一个身份、一种生活态度、一个展示个人魅力的表现。

2014年我国服装总产量299.21亿件，同比增长10%。2013-2015年我国服装产量呈现持续增长态

势。2015年中国纺织服装业正从传统优势产业向新型制造服务业、时尚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

转型升级。目前企业正在全力打造包括服装产业链综合服务体系、O2O电商销售模式以及服

装文化旅游体验在内的专业平台。据了解，该平台将为广大的中小服装企业构建一个创业基



地，解决当前中国服装产业转型升级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

2015年8月中国服装产量为260,360.61万件，同比增长0.21%。2015年1-8月止累计中国服装产

量1,922,921.95万件，同比增长0.81%。2015年8月全国服装数据表如下表所示。

 2015年1-8月全国服装产量分省市统计表     地区   8月（万件）   1-8月止累计（万件）   8月同比

增长（%）   1-8月累计同比增长（%）       全国   260,360.61   1,922,921.95   0.21   0.81       北京  

817.44   4,728.01   -14.6   -17.23       天津   1,640.66   14,412.85   26.64   18.35       河北   4,747.61  

32,495.16   -5.99   -10.48       山西   141   1,124.30   3.69   32.63       内蒙古   508.93   2,214.24   14.08   5.98  

    辽宁   4,215.48   34,237.88   -19.85   -17.23       吉林   1,912.49   16,064.98   -30.67   -17.07       黑龙江  

446.38   2,476.67   -8.47   -22.85       上海   4,361.98   27,929.92   -3.2   -9.47       江苏   42,337.19  

304,313.04   4.86   1.85       浙江   35,377.83   251,007.70   -3.28   -3.55       安徽   10,234.26   71,518.68  

4.73   -6.07       福建   31,549.95   245,052.29   4.06   5.92       江西   10,336.61   74,796.81   -2.8   -3.29       

山东   25,647.23   192,430.17   1.33   2.63       河南   12,483.97   96,807.30   4.2   12.12       湖北   8,524.03  

64,916.19   -1.12   0.37       湖南   2,565.76   19,968.38   -17.23   -12.71       广东   56,336.72   420,710.83  

-0.01   2.65       广西   2,322.72   16,707.19   18.26   15.27       海南   -   -   -   -       重庆   1,024.25   7,497.55  

0.57   5.76       四川   1,472.64   11,662.45   -18.24   -0.92       贵州   547.04   4,431.73   72.83   54.07       云南

  245.17   1,382.56   30.62   39.98       西藏   -   -   -   -       陕西   204.46   1,422.09   -17.39   5.71       甘肃  

50.3   728.75   -42.42   25.43       青海   55.32   356.41   8.6   -3.76       宁夏   130.12   773.52   22.81   104.29   

   新疆   123.07   754.3   21.04   46.2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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