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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量转质：开启中国时尚产业

跃迁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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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本世纪的 20 余年间，中国时尚产业得到了快速

发展，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往前看，中国时尚产业的发展面临哪些机

遇与挑战？如何在本土市场和国际市场更上一层楼？品牌应如何把握消费

者和市场演变趋势，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突出重围？独立设计品牌的春天

是否到来，如何让中国设计更具影响力？产业结构性调整又将意味着什么？

时值上海时装周举办 20 周年，麦肯锡愿就中国时尚产业的发展分享我们的

观察与思考，希望对品牌方和产业各方有所帮助，共同助力时尚产业和服

装品牌升级。 

上篇：砥砺前行二十年，趁势而上谋突破 

一、中国时尚产业见证快速发展 20 年 

中国鞋服内需市场持续快速增长，已跃升为全球最大单一鞋服消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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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占比达到四分之一。在这段高速发展时期，在社会经济、文化、消费

习惯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中国时尚消费经历了四个阶段。概括而言，从

上世纪末的出口和生产推动的基础型消费，逐步进阶到发展型消费和享受

型消费，再到最近的情感型消费时期——消费者对品牌文化内核、新的购

物方式和体验有了更多追求，同时中国品牌和设计开始走上世界舞台。持

续 20 年的飞速发展离不开产业链各主体的携手努力，也离不开各种时尚平

台的积极推动，例如上海时装周在过去 20 年为中国时尚产业在设计创新、

商业模式、国际化等多个方面提供了有效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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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模领先，时尚话语权有待提升 

在数十年发展中，中国本土服装企业积累了丰富的生产资料，多元的

渠道资源和出色的运营能力，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然而与世界领先时尚

市场相比仍有差距。为横向比较时尚产业发达市场，我们综合评估了时尚

消费市场、品牌竞争力、产品设计力、供应链成熟度这四大维度，得出不

同市场的综合时尚竞争力。看市场，中国服装消费规模为全球四分之一，

且渠道多元程度较高，市场活跃且逐步成熟，但在人均消费力上较发达国

家仍有提升空间。看供应链，中国稳居世界最大服装生产和出口国的地位，

具备国际领先优势。 

然而在品牌和设计上，中国与时尚发达市场存在明显差距，尤其是头

部品牌数量、品牌国际知名度和海外收入占比、国际知名设计师和获奖人

数等指标上。举例而言，全球 Top 50的鞋服企业中，中国数量占比达 18%、

排名第三，但单体规模和排名仍相对靠后，仅占 Top 50 零售额的 10%。

在海外收入方面，除 Shein 外，中国领先品牌的海外销售占比几乎为零。

此外，中国时尚设计起步较晚，尚未形成国际时尚话语权，在国际知名设

计师奖项的获奖人数上也显著落后于欧美市场。令人欣喜的是，一批新生

代中国设计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已经引起了关注，相信未来可期。 

The overall ranking on RHS of this chart will be taken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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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时尚发达市场的发展历程，以欧洲、美国和日本为例，皆走出了

各具特色的产业模式，培育出了国际知名的品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设计

风格，因而占据了全球时尚市场的领先地位。不管是源于欧洲的奢侈品集

团，还是作为后起之秀的日本设计“三驾马车”，都具备标志性的设计审

美风格和相应的国际影响力。此外各个市场都分别在产业链（尤其是高附

加值领域）具有一定技术优势，以此支撑产业发展。对比其他国家时尚发

展路径，中国在经济基础、消费者和市场环境、供应链成熟度等方面已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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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转型所要求的硬性条件。 

因此，中国若要从服装大国转型成为时尚大国，并打开国际市场，需

找准自身定位并利用既有优势，形成具备中国特色审美多元化多梯队的时

尚产业。具体而言，中国时尚产业需要补足品牌和设计这两大短板，加快

构建品牌价值体系，提升品牌驱动力和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原创设计能

力和文化输出；同时积极打造产业特色优势，在现有良好基础上，进一步

提升科技实力，推动供应链和渠道创新。 

三、借势变局，紧抓产业跃迁窗口期 

预计全球鞋服市场未来将保持稳定增长，而中国鞋服市场将由过去的

快速增长转变为平稳的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中国时尚产业把握窗口期，

加快转型升级，实现品牌跃迁，走向世界。立足 2022 年，从消费端、市

场端、政策端和产业端这四个维度看，眼下正是转型最佳窗口期。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6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