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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前言 

    2009年我国纺织品服装累计出口1670.24亿美元，与2008年同比下降9.8%。其中，纺织品累计

出口599.73亿美元，服装累计出口1070.51亿美元，增速分别为-8.4%和-11%。金安明邦调研中

心预计，2010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应比2009年好转，大约会出现5%增长，这一方面是去年

出口基数较低，另一方面是去年中国纺织服装出口单价跌得比较厉害，随着国际市场好转以

及原材料价格上涨，服装出口单价在今年上调是迟早的事。 

    我国的服装产业特别是在90年代，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生

活水平的提高，一种新的消费趋向在服装市场上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展，即由以往的实用消费

向个性消费和文化消费转化。所以现阶段服装品牌营销的核心就是区隔产品市场、塑造消费

心理价值。针对这一新特点，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来定位产品。 

　　1、根据消费需求定位产品 

　　首先，我们知道产品的个性化消费是受着受教育程度，收入，年龄，地域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的。收入越低消费就越大众化，收入越高消费就越讲求个性，因此品牌的精确定位，就

必定要对消费群体进行取舍。其次，即使是同一档次上的消费者的需求也是不尽相同的，比

如，设计公司的男白领可能就比证券公司的男白领在穿衣风格上显得更加的前卫，时尚。所

以，我们在对产品的定位上，需要考虑产品线到底是否契合市场的需求，是否和目标消费群

相吻合。缺乏对市场的了解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无异于盲人骑瞎马。 

　　2、根据市场需求定位产品 

    就目前的服装用途我们可以归纳为几大类，如商务用途、休闲用途、家庭用途、礼仪用途

。其中，商务着装类的服装，我们又可以细分为&ldquo;商务正装&rdquo;&ldquo;商务休

闲&rdquo;等。所谓术业有专攻，服装品牌也应该有自己专攻的方向，在某个方面做到极至，

那你就能成为这个方面的老大。比如我们一看到&ldquo;七匹狼&rdquo;就联想到商务茄

克&rdquo;，一看到&ldquo;李宁&rdquo;就联想到&ldquo;运动服&rdquo;，一看到&ldquo;柒

牌&rdquo;就想到&ldquo;中华立领&rdquo;，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不管是从消费的需求，还

是市场的区隔，都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一层层递进，前面的商品化目标才可能确定。 也就

是说，不管定位的方法有多少，最重要的定位还是&ldquo;我能代表什么&rdquo;？要塑造消费

者的心理认识，实施服装品牌营销的核心就得明确的告诉消费者我是卖什么的！一个服装品

牌，只有当它能够代表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它才能成其为一个品牌。　　 

    中国服装行业的消费习性已经进入品牌消费时代，因此，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企业必须依

靠品牌的提升，来扩大利润空间，以使企业的发展获得一个相对来说宽松的环境。 



    在21世纪到来之前，服装业在家庭作坊式的低端形态中缓慢进行着资本的积累。就产业形

态来说，这个时期服装业还基本处于初级加工环节，本地产业链残缺，基本没有自己的品牌

。这种状况的一个后果就是：产品利润低，企业发展缓慢。到底有没有能力去满足中国快速

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的服饰消费能力，中国2010年非实用的奢侈品的消费人群将达到2.5亿，

在全球化状态下生存起来的中产阶级有自己的品牌消费理念，因此，不但需要纯粹的设计人

员，还要相应的市场与消费趋势研究部门，还有市场营运部门，这是一个强大的品牌机器，

要做就做最好，结合自身的经营实践，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对人力价值差距很大的设计和

生产进行地域分离。这些迹象显示，服装业正准备迎来更辉煌的明天。 

　　2010年开局，纺织各项经济指标快速增长，首先是去年同期基数比较低。其次，从国际

大环境看，进入2010年，全球经济在危机后实施触底，并呈现景气度回升趋势。国际市场消

费需求明显放大，行业出口整体呈现回升走势；主要市场商业库存补库定单增加趋势明显，

为出口增长注入较强劲的短期增长动力。我们认为，随着订单向真实需求的还原，下半年行

业出口增速或将有所缓解。另外，国际市场需求仍然存在一定的波动性，贸易保护主义和人

民币升值的压力将会给纺织服装行业出口带来影响。国内方面，2010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将持续向好，内需市场依旧增长强劲，行业产销将持续增长。但是，由于原材料价格、劳动

力成本及其他资源要素成本的上涨，将会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另外中小企业融资难、区域

经济布局不合理等矛盾也在制约着企业的发展。中国服装行业现状分析及服装行业未来发展

趋势：中国服装业在完成规模扩张使命后，量的增长不再是第一目标，以价值创新为核心的

品牌发展，将成为历史新任务。2010年是&ldquo;十一五&rdquo;规划的最后一年，是《纺织工

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落实的第二年，也是确定&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的一年，更是谋划今

后十年、十五年发展的一年。中国服装业在完成规模扩张使命后，量的增长不再是第一目标

，以价值创新为核心的品牌发展，将成为历史新任务。 

    本研究咨询报告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海关总署、

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服装协会、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

纺织服装信息中心、全球纺织、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国内外相关报刊杂志的基础信息等公布

和提供的大量资料，对我国服装行业的行业发展现状、市场前景、竞争状况以及进出口情况

等方面进行了详尽地分析，对今后我国服装产业的发展做出了精确的预测。报告数据及时全

面，图表丰富，既有深入的分析，又有直观的比较分析，为服装生产企业和经销商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洞察先机，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经营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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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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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