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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快时尚服装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一章。

首先介绍了快时尚行业的基本情况、行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接着详析了国际快时尚品牌在华

发展以及中 国本土快时尚行业的发展。随后，报告对快时尚行业电子商务发展、供应链模式

、消费者渠道偏好、渠道终端视觉营销做出了细致分析。报告还分析了国际快时尚发 展模式

及竞争力以及本土快时尚品牌企业竞争力。最后，本报告对快时尚行业做出了投资分析，并

对其发展趋势和前景进行了科学的预测。      时尚不但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引领

生活消费和生产发展的潮流。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快时尚也逐渐从中脱离出来，慢慢形成

各种品牌。信息化技术的成熟导致快速时尚成为服饰业今后发展的趋势。 

    近年来，国际快时尚服装品牌以&ldquo;快、狠、准&rdquo;的核心特征，凭借SPA供应链模

式，在全球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大举进入中国市场获得成功。国际快时尚品牌发展迅猛，对

传统服装形成巨大的冲击，日渐取代奢侈品牌成为零售商场的主力，未来还将进入运动服装

和家居等领域。 

    中国服装行业的库存危机从2012年延续到2013年，2013年的纺织服装业更是被冠以&ldquo;史

上最难年&rdquo;的名头。由于需求持续不振，服装业之前简单粗放的外延扩张模式遭到严重

挑战。行业整体开工率不高，小企业停产、限产进一步加剧，棉纱产品平均库存周转时间达

到了20-30天。在中国本土服装业艰难前行之时，国际快时尚服装品牌在华却实现逆市扩张门

店不断增加，2014年上半年，在实体零售业整体低迷的情况下，快时尚品牌门店增速依然迅

猛，十大品牌在2014上半年共净增95家门店。由此可见，快时尚服装品牌竞争力不容小觑。 

    未来，在华国际快时尚品牌发展趋向多品牌集合，多领域辐射。此外还有大量国际快时尚

品牌正进入以及即将进入中国市场。本土服装品牌亦纷纷转型快时尚。中国快时尚服装行业

的新参与者越来越多，而零售发展的空间在不断缩小，未来的竞争日趋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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