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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体育服装行业逐步发展成为当今中国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早期纯粹为比赛而设计生产的运动服和运动鞋，到现在代表时尚和流行的绝对主力，体育服

装的发展几乎就是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缩影。

    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消费观念的转变使体现青春、时尚的运动休闲服饰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这也就促进了中国运动服装市场的消费增长。近几年，中国运动服饰

和运动鞋的市场销售总额均保持了近两位数的规模增长速度。

    高速增长的中国运动服饰市场以及其丰厚的利润吸引了众多国外厂商的加盟，使国内外运

动服饰厂商进一步确信中国市场巨大的发展潜力，耐克、阿迪达斯、锐步、匡威、彪马等国

际知名运动服饰品牌纷纷抢滩中国市场，与李宁、康威、双星、安踏等国产体育品牌形成对

立之势。中外品牌的激情碰撞使中国运动服饰市场达到空前的繁荣，市场竞争也日趋白热化

，中外体育用品厂商共同分享着中国广阔的运动服饰市场。

    随着消费者运动倾向的增强，以及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预计人们对运动及其他，例如瑜

珈、慢跑等健身活动的兴趣将显著提高。因此，这种情况为运动和健身服装产业带来了强劲

的增长力。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14-2020年中国运动服装行业调研与投资战略咨询报告》共七章。首

先介绍了国际国内运动服装行业的发展概况，接着对国内运动服装市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随后，报告重点分析了运动服装产业的营销和竞争概况，并对国内外重点运动服装企业的经

营情况进行了详尽的介绍，最后分析了运动服装行业的发展前景及未来趋势。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商务部、财政部、中企顾问网产业研

究中心、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服装行业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

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

或贵单位若想对运动服装产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运动服装行业，本报告将是

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第一章 　2011-2013年运动服装产业发展分析

　　1.1　运动服装概念、分类及历史沿革

　　　　1.1.1　简介

　　　　1.1.2　分类

　　　　1.1.3　特点

　　　　1.1.4　兴起与发展

　　1.2　全球运动服装产业发展综述



　　　　1.2.1　全球运动服装市场规模分析

　　　　1.2.2　全球主要运动服装品牌介绍

　　　　1.2.3　国外高性能运动服装的发展

　　　　1.2.4　全球运动服装市场前景及趋势

　　1.3　全球主要国家运动服装产业发展状况

　　　　1.3.1　主要国家运动服进口状况

　　　　1.3.2　美国运动服饰市场销售分析

　　　　1.3.3　德国运动服装市场销售情况

　　　　1.3.4　韩国运动服装市场发展状况

　　　　1.3.5　日本运动服装企业的业务重点

　　1.4　中国运动服装产业发展综述

　　　　1.4.1　建国以来中国运动服装发展之路

　　　　1.4.2　中国运动服装行业发展规模分析

　　　　1.4.3　中国运动服装产业立足标准化发展

　　　　1.4.4　中国运动服行业的最新政策动态

　　　　1.4.5　中国运动服装行业面临转型

　　　　1.4.6　时装化逐渐融入运动服装设计中

　　1.5　中国运动服装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1.5.1　中国运动服装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1.5.2　制约中国本土运动品牌发展的瓶颈

　　　　1.5.3　提升中国运动服装行业竞争力的对策

　　　　1.5.4　中国本土运动服装品牌的塑造策略

　　　　1.5.5　中国运动服装企业快速发展的建议

第二章 　2011-2013年中国运动服装市场分析

　　2.1　中国运动服装市场发展现状

　　　　2.1.1　中国运动服装市场规模情况

　　　　2.1.2　2011年中国运动服装市场发展状况

　　　　2.1.3　2012年中国运动服装品牌发展状况

　　　　2.1.4　2013年中国运动服装品牌运营状况

　　　　2.1.5　中国运动服装市场规模制胜时代结束

　　　　2.1.6　运动服装产品的时尚化发展动向

　　2.2　2011-2013年中国运动服装市场销售格局



　　　　2.2.1　2011年中国运动服装市场销售状况

　　　　2.2.2　2012年中国运动服装市场品牌格局

　　　　2.2.3　2013年中国运动服装市场品牌格局

　　2.3　2010-2013年中国运动服装网络用户关注格局

　　　　2.3.1　2010年中国运动服装市场用户关注状况

　　　　2.3.2　2011年中国运动服装市场用户关注状况

　　　　2.3.3　2012年中国运动服装市场用户关注状况

　　　　2.3.4　2013年中国运动服装市场用户关注状况

　　2.4　中国运动服装出口状况分析

　　　　2.4.1　近几年中国运动服的出口情况

　　　　2.4.2　中国运动服出口海外市场分析

　　　　2.4.3　主要地区运动服出口分析

　　　　2.4.4　运动服出口特点及发展形势分析

　　2.5　户外运动服装市场发展分析

　　　　2.5.1　中国户外运动用品市场趋热

　　　　2.5.2　户外运动服装面料的若干特征

　　　　2.5.3　2011年中国户外运动用品市场销售情况

　　　　2.5.4　2012年中国户外运动用品市场发展分析

　　　　2.5.5　2013年中国户外运动用品市场发展分析

　　　　2.5.6　户外运动品牌在中国市场的竞争格局

　　　　2.5.7　中国户外运动服装的主要销售渠道

　　2.6　儿童运动服装市场发展分析

　　　　2.6.1　童装市场成为运动品牌新目标

　　　　2.6.2　中国童装运动品牌的发展状况

　　　　2.6.3　中国童装运动品牌的竞争态势

　　　　2.6.4　运动品牌进军童装市场的策略分析

　　　　2.6.5　运动品牌进军童装市场需找准定位

第三章 　2011-2013年运动服装营销探讨

　　3.1　运动服装营销模式及渠道分析

　　　　3.1.1　体育赞助

　　　　3.1.2　时尚营销

　　　　3.1.3　迅速推新



　　　　3.1.4　明星效应

　　　　3.1.5　网络营销

　　　　3.1.6　销售方式与销售渠道简析

　　3.2　运动服装主要营销策略分析

　　　　3.2.1　运动服装产品的定位及营销策略简述

　　　　3.2.2　三级市场凭借价格营销取得良好发展

　　　　3.2.3　运动服装品牌草根营销风头正健

　　　　3.2.4　运动服装品牌的营销动向分析

　　　　3.2.5　中国运动品牌营销的问题及对策

　　3.3　中国运动品牌体育营销组合策略探讨

　　　　3.3.1　产品策略

　　　　3.3.2　价格策略

　　　　3.3.3　体育促销策略

　　　　3.3.4　体育营销分销渠道选择策略

　　3.4　运动服装&ldquo;纵向切割&rdquo;营销模式分析

　　　　3.4.1　运动服装&ldquo;横向切割&rdquo;发展之路

　　　　3.4.2　&ldquo;横向切割&rdquo;模式的弊端分析

　　　　3.4.3　实施&ldquo;纵向切割&rdquo;实现品牌突围

　　3.5　主要国际运动服装品牌营销模式分析

　　　　3.5.1　阿迪达斯

　　　　3.5.2　彪马

　　　　3.5.3　Kappa

　　　　3.5.4　美津浓

　　3.6　国内主要运动服装品牌营销策略解析

　　　　3.6.1　李宁

　　　　3.6.2　安踏

　　　　3.6.3　匹克

　　　　3.6.4　361度

　　　　3.6.5　特步

第四章 　2011-2013年运动服装行业竞争分析

　　4.1　中国体育用品国际竞争力分析

　　　　4.1.1　中国体育用品行业的发展状况



　　　　4.1.2　中国体育用品国际竞争力状况剖析

　　　　4.1.3　影响中国体育用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

　　　　4.1.4　提升中国体育用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

　　4.2　中国运动服装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4.2.1　国际运动服装品牌竞争优势显著

　　　　4.2.2　国内外运动服装品牌对比分析

　　　　4.2.3　运动服装品牌细分市场竞争激烈

　　　　4.2.4　国内外运动服装品牌竞争新动向

　　　　4.2.5　中国运动服装线上市场竞争加剧

　　4.3　中国运动服装行业的竞争格局

　　　　4.3.1　进入退出壁垒

　　　　4.3.2　潜在进入者

　　　　4.3.3　替代产品

　　　　4.3.4　下游议价能力

　　　　4.3.5　上游议价能力

　　4.4　主要运动服装品牌对比竞争状况

　　　　4.4.1　耐克与阿迪达斯在女性市场的竞争

　　　　4.4.2　阿迪达斯与彪马竞争状况分析

　　　　4.4.3　李宁与安踏财务竞争力的比拼

　　　　4.4.4　李宁与探路者竞争状况分析

　　　　4.4.5　本土主要运动品牌零售网点比较

　　4.5　运动服装企业供应链竞争力分析及提升对策

　　　　4.5.1　运动服装企业供应链的特性分析

　　　　4.5.2　运动服装企业供应链比较研究的指标选取

　　　　4.5.3　耐克与李宁供应链定性比较分析

　　　　4.5.4　耐克与李宁供应链定量比较分析

　　　　4.5.5　提升企业供应链竞争力的启示与建议

第五章 　2011-2013年主要国际运动服装企业

　　5.1　耐克

　　　　5.1.1　公司简介

　　　　5.1.2　2011财年耐克经营状况

　　　　5.1.3　2012财年耐克经营状况



　　　　5.1.4　2013财年耐克经营状况

　　　　5.1.5　未来几年耐克公司的发展战略与目标

　　　　5.1.6　移动互联网时代耐克的新变革分析

　　5.2　阿迪达斯

　　　　5.2.1　公司简介

　　　　5.2.2　2011年阿迪达斯经营状况

　　　　5.2.3　2012年阿迪达斯经营状况

　　　　5.2.4　2013年阿迪达斯经营状况

　　　　5.2.5　阿迪达斯在中国的成功经验解析

　　　　5.2.6　阿迪达斯零售终端布局策略分析

　　5.3　彪马

　　　　5.3.1　公司简介

　　　　5.3.2　2011年彪马经营状况

　　　　5.3.3　2012年彪马经营状况

　　　　5.3.4　2013年彪马经营状况

　　　　5.3.5　彪马集团国际市场的新布局

　　　　5.3.6　彪马集团全新营销战略解读

　　5.4　日本美津浓株式会社

　　　　5.4.1　公司简介

　　　　5.4.2　2011财年美津浓经营状况

　　　　5.4.3　2012财年美津浓经营状况

　　　　5.4.4　2013财年美津浓经营状况

　　　　5.4.5　美津浓的历史沿革和成功经验

　　　　5.4.6　美津浓的发展策略与目标分析

　　5.5　卡帕

　　　　5.5.1　公司简介

　　　　5.5.2　Kappa进入中国市场的发展历程

　　　　5.5.3　Kappa赢取市场的成功经验

　　　　5.5.4　Kappa中国电商渠道的发展剖析

　　　　5.5.5　近年Kappa中国市场运营状况分析

第六章 　2011-2013年中国主要运动服装企业分析

　　6.1　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6.1.1　公司简介

　　　　6.1.2　2011年1-12月李宁经营状况分析

　　　　6.1.3　2012年1-12月李宁经营状况分析

　　　　6.1.4　2013年1-12月李宁经营状况分析

　　　　6.1.5　李宁进军美国体育用品市场的策略

　　　　6.1.6　李宁公司未来市场开拓的重点方向

　　6.2　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6.2.1　公司简介

　　　　6.2.2　2011年1-12月安踏经营状况分析

　　　　6.2.3　2012年1-12月安踏经营状况分析

　　　　6.2.4　2013年1-12月安踏经营状况分析

　　　　6.2.5　安踏发展局势剖析

　　　　6.2.6　安踏开始向全产业链延伸

　　6.3　三六一度国际有限公司

　　　　6.3.1　企业简介

　　　　6.3.2　2011财年361度经营状况分析

　　　　6.3.3　2012财年361度经营状况分析

　　　　6.3.4　2013财年361度经营状况分析

　　　　6.3.5　361度的品牌形象塑造策略解读

　　　　6.3.6　361度门店分布格局与业绩分析

　　6.4　特步（中国）有限公司

　　　　6.4.1　公司简介

　　　　6.4.2　2011年1-12月特步国际经营状况分析

　　　　6.4.3　2012年1-12月特步国际经营状况分析

　　　　6.4.4　2013年1-12月特步国际经营状况分析

　　　　6.4.5　特步公司整体发展状况综述

　　　　6.4.6　特步电商销售渠道的发展态势

　　6.5　福建泉州匹克（集团）公司

　　　　6.5.1　公司简介

　　　　6.5.2　2011年1-12月匹克体育经营状况分析

　　　　6.5.3　2012年1-12月匹克体育经营状况分析

　　　　6.5.4　2013年1-12月匹克经营状况分析



　　　　6.5.5　匹克积极推进国际化发展战略

　　　　6.5.6　匹克电商差异化定价策略分析

第七章 　中企顾问网对中国运动服装未来发展前景及趋势展望

　　7.1　体育用品发展趋势及前景

　　　　7.1.1　中国体育用品市场发展形势展望

　　　　7.1.2　中国体育用品市场发展空间大

　　　　7.1.3　体育用品网购趋势分析

　　7.2　运动服装发展前景与趋势分析

　　　　7.2.1　中国运动服装发展前景广阔

　　　　7.2.2　运动服装的未来发展方向浅析

　　　　7.2.3　高性能运动服装发展的三大趋势

　　　　7.2.4　中企顾问网对2014-2020年中国运动服装行业预测分析

附录

附录一：专业运动服装和防护用品通用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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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中国运动服行业企业数量增长情况

图表　中国运动品牌企业数量分布的区域结构图

图表　中国运动服行业固定资产增长情况

图表　中国运动品牌企业资产区域结构图

图表　运动服行业从业人员数量增长情况

图表　运动服行业销售收入增长情况

图表　运动服行业利润总额增长情况

图表　2001年至2010年运动服上市公司一览表



图表　消费者对国内外品牌的评价

图表　中国运动服饰市场规模

图表　2011年6月运动服装市场前十位品牌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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