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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运动服装市场全景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涵盖行业
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量
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
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
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
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1512/365721.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800元    纸介版：98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10000元

订购电话: 010-60343812、010-60343813、400-600-8596、400-700-9383

电子邮箱: sales@chyxx.com

联 系 人: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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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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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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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22年中国运动服装市场全景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由智研咨询公司领衔撰
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
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中心提供的
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
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运动服装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运动服装做了重点企业经
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运动服装行业发展前景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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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