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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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运动服装市场竞争力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三

章。首先介绍了国际国内运动服装行业的基本界定，接着分析了国内运动服装市场发展环境

，然后对国内外运 动服装市场的发展、消费市场、细分市场及进出口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随

后，报告重点分析了运动服装产业的竞争格局、销售渠道、营销模式及策略，并对国际优势 

运动服装品牌、国内领先运动服装企业运营情况进行了详尽的介绍，最后分析了运动服装行

业的投资风险、建议及发展前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强国战略的贯彻实施，进一步提高我国社会大众参与体育运动的

积极性，进而拉动体育运动相关产品的消费，为运动服装行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

策环境。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居民消费开始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和

享受型消费过渡，带动运动服产品消费的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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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速度。2012年中国运动服装市场规模接近1500亿人民币，增长

势头并未放缓。2013年，主要本土品牌运动服销售收入累计118.62亿元。中国运动服装行业形

成了固定的品牌格局，国内外重点品牌分食市场，国内品牌主要由李宁、安踏、361度、特步

等主导，国外品牌则是阿迪达斯、耐克、卡帕、乔丹等，总体来看国外品牌的市场份额大于

国内品牌。 

    运动服行业高速的发展促使市场目前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众多品牌面临库存压力。在服

装市场，转型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开拓更多的渠道，为过去的库存找到销路；二是找到更

高利润空间的市场&ldquo;蓝海&rdquo;。而电子商务渠道的拓展有效的帮助企业解决去库存的

问题。新渠道的发展成为运动服这个成熟市场的亮点，绝大多数品牌已经布局电子商务渠道

。 

    运动服饰是品牌服饰行业中为数不多经历了完整生命周期的细分行业之一。运动服饰行业

去库存大致持续了两年（2012-2013年），市场普遍预计行业将步入缓慢复苏阶段，运动服装

行业的转型发展也将出现新的投资机会。另外，随着运动服装电商的发展，未来行业将实现

在线销售、线下体验和线下销售、在线体验的双向O2O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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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48　接缝脱开距离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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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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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请访问：http://www.bosidata.com/fuzhuang1411/A25043M07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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