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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概况

行业规模增长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和女性社会地位及收入水平的显著提升，使得女性对时尚与美的追求愈发

显著，进而推动了女装市场的蓬勃发展。最新数据揭示，截至2023年，中国女装行业已经占据了整个服

装市场56.2%的份额，这一比例不仅彰显了女装市场的强大市场影响力，也凸显了其在服装行业中的主

导地位。

当前，中国女装市场规模已突破千亿元大关。尽管2020至2022年间受疫情影响行业波动较为显著，但

随着2023年国内消费市场的温和复苏，女装市场规模实现了增长，并有望在未来几年内维持稳健增长态

势。据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女装行业市场规模达到了10443.2亿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高端女装

市场正逐渐崛起，展现出强劲的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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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概况

女装类型众多

女装的分类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分类方式，这些分类并不是互斥的，一件

服装可能同时属于多个分类。

按场合分类

休闲装：适合日常穿着，如T恤、牛仔裤等。

正装：适合正式场合，如西装、礼服等。

职业装：适合工作场合，如衬衫、套装等。

运动装：适合运动时穿着，如运动服、瑜伽服等。

晚装：适合晚上的正式场合，如晚礼服、鸡尾酒裙等。

按季节分类

春季服装：轻薄、透气，如薄外套、连衣裙等。

夏季服装：凉爽、吸汗，如短袖、短裤、裙子等。

秋季服装：保暖、舒适，如毛衣、风衣等。

冬季服装：保暖、防寒，如羽绒服、大衣等。

按款式分类

上衣：T恤、衬衫、毛衣、外套、夹克等。

下装：裤子、裙子、短裤、连衣裙等。

裙装：半身裙、连衣裙、晚礼服等。

裤装：牛仔裤、休闲裤、西裤等。

按材质分类

棉质：吸汗、透气，适合夏季穿着。

丝绸：光滑、柔软，适合正式场合。

羊毛：保暖，适合冬季穿着。

皮革：耐用，适合制作夹克和外套。

竞争格局分散

女装行业因其对个性化需求的高度敏感而著称，女性消费者对服装品牌的忠诚度相对较低，并且随着年

龄的增长，她们对品牌和风格的偏好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趋势导致单一品牌在市场中的占有率较

低，进而使得女装市场呈现出低集中度和分散的竞争格局。数据显示，2023年女装行业的前五（CR5）

和前十（CR10）品牌的市场份额分别为4.9%和7.6%，近年来这一集中度基本保持稳定。面对这种分散

的竞争环境，多元化品牌战略已成为女装品牌提升市场份额的关键途径。

2017-2023年中国女装行业品牌集中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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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全景

上游 – 原材料与印染

女装行业的上游主要包括原材料供应和印染环节。这一环节涉

及到的原材料包括棉布、丝绸、毛纺品等，以及服装所需的各

种辅料和花边等。这些原材料为女装的生产提供了基础。印染

环节则负责对这些原材料进行加工处理，以满足女装设计的色

彩和图案需求。

中游 – 设计与生产

女装行业的中游环节是女装的设计和生产。这个环节包括研发

设计和生产制造，是满足和引导市场需求的关键环节。设计团

队需要紧跟时尚潮流，结合品牌特色，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服装

款式。生产制造环节对生产工艺和技术要求较高，需要专业的

生产设备和熟练的技术工人。

下游 – 销售渠道

女装行业的下游环节是女装的销售渠道，包括线下渠道和线上

渠道。线下渠道主要有百货商场、购物中心、商超等，而线上

渠道则包括天猫、京东、淘宝、唯品会等电商平台。 百货商场 商超 购物中心

上游 中游 下游

原材料

印染

生产设备

研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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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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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 – 原材料与印染

原材料供应

中国服装行业上游原材料供应丰富，以棉花、羊毛、丝绸等为主，

这些原材料体现出供应产量大、区域集中的特点。黄河中下游的河

南省、山东省，以及长江中下游的湖北省、江苏省、安徽省和江西

省是重要的原材料供应地区。2019年，福建省、江苏省、山东省、

河南省和湖北省五省的纱产量达到了全国总产量的67.08%，新疆棉

花产量占全国棉花总产量的八成以上。

新技术应用

中国服装行业在智能制造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智能制造成为中国

服装行业的主要技术路线。全成型针织电脑横机、数码印花机等智

能装备显著提升了中国服装行业的生产质效。行业企业自动化水平

明显提高，单元机全自动上料和收料装置普遍应用，三维人体测量、

服装3D可视化及模拟技术精准性大幅提升，机器人抓取及传送技术

取得新进展，吊挂及带式智能衣片输送技术与自动缝制单元、模板

缝制系统的集成应用全面推广。

政策支持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纺织行业提质升级，包括加强化纤新材

料成套装备、短流程纺纱织造装备、新型非织造布装备、绿色印染

装备的研发推广。政策还鼓励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与用户

加强互动，开发面向典型场景和细分行业的解决方案，支持企业开

展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建设。此外，政策还强调了绿色发展的重

要性，推动产业链高效、清洁、协同发展，为国内外消费市场提供

更多优质绿色纺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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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 – 设计与生产

生产制造模式

区位集群优势

OBM
生产商自行创立产品品牌，生产、销售拥有自主品牌的产品，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

故毛利率最高。

ODM

可同时进行设计和生产，采取买断或不买断的方式提供给品牌商。买断方式是由品

牌商买断ODM厂商现成的某型号产品的设计，或品牌商单独要求ODM厂商为自己

设计产品方案；不买断方式是品牌商不买断ODM厂商某型号产品的设计，ODM厂

商可将同型号产品的设计采取不买断的方式同时卖给其他品牌。

OEM

大部分国内服装制造企业采用此模式。制造商按照品牌商的产品样式和需求进行加

工生产，获得代工费。而品牌商不直接生产产品，而是利用自己学握的“关健的核

心技术”，负责设计和开发、控制销售渠道。

区域分布：从我国女装产业链企业区

域分布来看，华东、华南地区，如浙

江、江苏、山东、上海等地女装产业

企业数量较多；华北、华中、西北、

西南地区企业相对较少。

颜色越深数量越多

浙江省 江苏省

山东省 上海市

安正时尚

嘉欣丝绸

锦泓集团

戎美股份

鲁泰纺织

如意集团

地素时尚

日播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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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 – 销售渠道

连衣裙成女装热销单品

2022年中国服饰女装销售商品TOP5

65.3%

50.4%

48.7%

46.2%

38.6%

连衣裙

T恤

毛衣

休闲裤

衬衫

连衣裙市场规模持续增长，从2020年的658.5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723.1亿元。这一增长趋势显示出连

衣裙市场的活力和消费者的持续兴趣。2023年上半年，抖音电商女装行业细分品类中，连衣裙品类市

场销售额破200亿元，同比增长达42.1%。这一数据表明连衣裙在女装市场中的重要地位和热销情况。

消费者多渠道参考、购买服饰

2022女装消费者参考平台TOP 5 2022女装消费者购买平台TOP 5

67.9%

55.5%

54.2%

44.2%

33.6%

电商平台

线下实体店

网络种草平台

社交平台

朋友推荐

67.9%

55.5%

54.2%

44.2%

33.2%

线上综合电商

线上垂直电商

品牌线下店

品牌直营线上店

百货商场

根据最新的市场调研数据，中国消费者在电商平台购买服装的比例最高，达到了67.9%，而线下实体服

装店的购买比例则为55.5%，位居第二。消费者之所以更倾向于线上购物，主要是因为生活节奏的加快

和网上购物的便捷性。此外，在疫情期间，由于线下购物的限制，消费者的需求大量转移到线上，使得

线上购物逐渐成为他们的首选购物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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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挑战
目前中国女装行业正面临着市场竞争、经济压力、消费行为变化以及设计创新等多方面的挑

战。企业需要灵活调整战略，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市场竞争加剧

品牌集中度低：中国女装市场品牌众多，竞争激烈。根据数据显示，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较低，CR5仅为

4.9%，这使得单一品牌很难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个性化需求：消费者对个性化和时尚性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品牌需要频繁更新产品以满足市场变化，

这对生产和供应链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1

电商环境挑战

高退货率：电商平台的普及使得女装产品的退货率显著上升。消费者对商品质量、预售周期等方面的不

满导致频繁退货，这不仅增加了商家的运营成本，也影响了整体利润。

恶意消费行为：一些消费者利用平台的退货政策进行恶意退货，进一步加重了商家的负担。商家在面对

高成本和平台政策变化时，经营压力倍增。

02

成本上升与经济环境疲软

原材料成本高企：随着全球经济波动和供应链问题，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给女装企业的生产成本带来

了压力。这使得中端品牌尤其难以通过提价来应对成本上涨，只能选择低价竞争或转型高端。

消费疲软：受到经济环境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下降，尤其是在中高端市场，许多品牌面临销量下滑

的问题。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性价比更高的产品，这对品牌定位和市场策略提出了挑战。

03

设计与创新压力

盗版与低价竞争：原创设计面临盗版问题，低价仿制品的涌现使得许多设计师品牌难以维持利润。行业

生态恶化，一些企业不得不降低设计标准以适应市场需求。

技术迭代：随着技术的发展，新兴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崛起，为新品牌提供了机会，但也加剧了市场

竞争。传统品牌需要迅速适应这些变化，以保持市场份额。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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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趋势
中国女装行业在未来将面临消费升级、数字化转型、产品多样化以及激烈竞争等多重趋势，

这些因素将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与变革

消费升级与市场规模扩大

消费能力提升：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女性对时尚和品质的

追求不断增强。这将推动女装市场的持续增长，预计未来几年内市场规模将继续扩大。

高端市场崛起：高端女装市场的需求逐渐上升，尽管整体经济环境波动，但中高端女装仍显示出良好的

增长潜力。预计到2029年，高端女装市场将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01

数字化与新零售模式

数字化转型：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女装企业正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采用新零售模式，

提升线上线下融合的能力。这种转型不仅能提高运营效率，还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

社交电商兴起：Z世代消费者逐渐成为主力军，他们对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的依赖使得品牌通过这些

渠道进行营销和销售变得尤为重要。品牌需要通过创新的营销策略吸引这一群体。

02

产品多样化与个性化

产品线扩展：未来女装品牌将更加注重产品的多样性和个性化，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群体的需求。品牌可

能会根据年龄、体型、风格等进行细分，推出更具针对性的产品系列。

可持续时尚：环保意识的提升促使消费者关注可持续时尚，品牌需要在设计和生产过程中考虑环保因素，

采用可再生材料和可持续生产方式，以吸引注重环保的消费者群体。

03

持续竞争与并购合作

国际品牌竞争加剧：随着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国际高端品牌纷纷进入中国市场，竞争将更加激

烈。本土品牌需要通过创新设计和独特定位来增强竞争力。

并购与合作：为了拓展市场份额和提升品牌影响力，一些企业可能会通过并购或合作来整合资源，打造

多品牌矩阵，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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