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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网络零售市场品牌化趋势明显，网民的网络购物偏好愈加成熟，消费升级和社会转型在推

动零售商业模式转型的同时也将为服装家纺带来诸多消费盲点和新的商业机会。

      2015至2016年，服装作为电商涉及最早的品类俨然已经成为规模最大、发展最为成熟的行

业。2016年&ldquo;双11&rdquo;期间，传统线下品牌森马集团、太平鸟集团以6.5亿元和6.16亿

元成为服装类目赢家，而电商品牌韩都衣舍、茵曼、衣品天成则退居二线。在业绩的对比之

下，传统线下服装企业似乎已经重焕生机。

      根据报告显示，网络零售市场品牌化趋势明显，网民的网络购物偏好愈加成熟，消费升级

和社会转型在推动零售商业模式转型的同时也将为服装家纺带来诸多消费盲点和新的商业机

会。同时，服装行业&ldquo;大而全&rdquo;的时代已经过去，对客群准定位做进一步的市场细

分，生产高度个性化的产品让国内服装行业进入到了洗牌期。在此市场环境下，互联网以及

大数据将取代传统封闭性的制造系统，让精准对接消费者需求成为可能。面对电商发展的大

势，在传统零售业下滑的形势下，传统服装企业必须要谋变，将传统制造业的优势与互联网

思维相结合，搭上服装业新发展的&ldquo;快车&rdquo;。

以占据国内电商零售大头的服装品类来看，17年上半年多数上市品牌服饰公司的线上销售，

在高基数上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并且呈现出强者愈强的趋势。

      根据报告显示，2017年上半年，国内移动网购交易规模达2.25万亿，在网络零售中的占比

达到71%，与2016年上半年的1.61万亿，同比增长39.7%。移动端网购规模和占比的不断提升，

意味着消费者网购场景更趋多样化，移动端购物让消费者在逛街、吃饭、看电影等任何闲暇

时间随时随地进行购物，网购时间进一步碎片化，相应的购物决策时间也在缩短。

 2012-2017年移动端网购交易规模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服饰电商行业市场分析与发展机遇预测报告》

共十章。首先介绍了服饰电商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服饰电商规模及消费需

求，然后对中国服饰电商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服饰电商面临的机

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服饰电商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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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 一章中国电子商务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第 一节电子商务基本概况

一、电子商务基本定义

二、电子商务发展阶段

三、电子商务基本特征

四、电子商务支撑环境

五、电子商务基本模式

（一）电子商务分类

（二）电子商务功能

（三）电子商务运营模式

第二节中国电子商务规模分析

一、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分析

二、电子商务市场结构分析

（一）电子商务市场结构

（二）电子商务区域结构

三、电子商务从业人员规模

四、电子商务相关融合产业

第三节中国电子商务细分行业分析

一、B2B电子商务发展分析

（一）B2B市场规模分析

（二）B2B企业规模分析

（三）B2B市场营收分析

（四）B2B市场份额分析

（五）B2B用户规模分析

（六）B2B发展趋势分析

二、网络零售市场发展分析

（一）网络零售交易规模

（二）网络零售市场占比

（三）网络零售企业规模

（四）网络零售市场份额



（五）网络零售用户规模

（六）网络零售网店规模

（七）移动电商市场规模

（八）移动电商用户规模

（九）海外代购市场规模

 

第二章互联网环境下服饰行业的机会与挑战

第 一节中国互联网环境分析

一、网民基本情况分析

（一）总体网民规模分析

、二）分省网民规模分析

（三）手机网民规模分析

（四）网民属性结构分析

二、网民互联网应用状况

（一）信息获取情况分析

（二）商务交易发展情况

（三）交流沟通现状分析

（四）网络娱乐应用分析

第二节互联网环境下服饰行业的机会与挑战

一、互联网时代行业大环境的变化

二、互联网直击传统行业消费痛点

三、互联网助力企业开拓市场

四、电商成为传统企业突破口

第三节互联网服饰行业的改造与重构

一、互联网重构行业的供应链格局

二、互联网改变生产厂商营销模式

三、互联网导致行业利益重新分配

四、互联网改变行业未来竞争格局

第四节服饰与互联网融合创新机会孕育

一、电商政策变化趋势分析

二、电子商务消费环境趋势分析

三、互联网技术对行业支撑作用



四、电商黄金发展期机遇分析

 

第三章服饰行业市场规模与电商未来空间预测

一方面，传统品牌依靠其在线下营销的积累，已基本完成对消费者的教育与普及，在同样的

浏览时间下，消费者基于对品牌的信赖，往往会更倾向于购买所熟知的品牌产品；另一方面

，在流量成本高企之下，传统品牌依靠更为雄厚的资金和资源，往往能够占据更优势的营销

和宣传界面，流量更能得到保障。&ldquo;双十一&rdquo;线上大型促销活动由天猫创立于2009

年，11月11日正好处于传统零售业十一黄金周和圣诞节促销季中间，时值天气转冷，到消费

者添置冬装的时候，天猫推出全场&ldquo;五折&rdquo;的大型促销，其巨大的优惠力度发挥出

了极大的吸金潜力，使得该天销售额出现爆发式的增长，到了2016年，天猫平台双十一销售

额已高达1207亿元，2009-2016年的8年间，双十一单天销售额复合增速达高达204%。在2008年

到2012年期间，淘宝平台流量处快速增长期，加上淘宝为提升客户满意度，有意识扶持部分

相对优质的大卖家成为品牌，淘品牌由此进入黄金发展期，较为知名的韩都衣舍、裂帛和茵

曼等服饰品牌均在双十一排名中位列前五。

 2009-2016年天猫双十一销售额和增速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发展至2016年，品牌服饰历经了&ldquo;享受电商红利&ldquo;到&rdquo;重视线上渠道&rdquo;

的过程，电商在去库存功能之外，逐渐成为品牌渠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17年双十一

预售排行来看，各大品类预售前十位品牌都被传统线下知名品牌牢牢占据，线上的竞争格局

也如同电商平台一样，开始稳定下来。

 2017年双十一部分天猫平台部分品类预售排行（截至10月24日）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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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京东商城用户特征分析

三、京东商城网购优势分析

四、京东商城交易规模分析

五、京东商城交易品类结构

六、京东商城企业入驻情况

七、京东商城商家经营策略

第三节唯品会

一、唯品会发展基本概述

二、唯品会用户特征分析

三、唯品会网购优势分析

四、唯品会交易规模分析

五、唯品会交易品类结构

六、唯品会企业入驻情况

七、唯品会商家经营策略

第四节1号店

一、1号店发展基本概述

二、1号店用户特征分析

三、1号店网购优势分析

四、1号店交易规模分析

五、1号店交易品类结构

六、1号店企业入驻情况

七、1号店商家经营策略

第五节亚马逊中国

一、亚马逊发展基本概述



二、亚马逊用户特征分析

三、亚马逊网购优势分析

四、亚马逊交易规模分析

五、亚马逊交易品类结构

六、亚马逊企业入驻情况

七、亚马逊商家经营策略

 

第十章服饰企业进入电子商务领域投资策略分析

第 一节服饰企业电子商务市场投资要素

一、企业自身发展阶段的认知分析

二、企业开展电子商务目标的确定

三、企业电子商务发展的认知确定

四、企业转型电子商务的困境分析

第二节服饰企业转型电商物流投资分析（ZYZF）

一、服饰企业电商自建物流分析

（一）电商自建物流的优势分析

（二）电商自建物流的负面影响

二、服饰企业电商外包物流分析

（一）快递业务量完成情况

（二）快递业务的收入情况

（三）快递业竞争格局分析

三、服饰电商物流构建策略分析

（一）入库质量检查

（二）在库存储管理

（三）出库配货管理

（四）发货和派送

（五）退货处理

第三节服饰企业电商市场策略分析（ZY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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