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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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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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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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随着社会的发展，时尚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快时尚又称为
快速时尚，此术语在多年前就产生了，这一概念首次被提出是在1980年的美国TextileandAp
parel产业链中。它最初的定义是节省四分之一的纺织品产业链开支，缩短交易时间（指商
品从最初生产到完成生产的全过程使用的时间）。英国的时尚作家曾指出，快时尚产业的发
展宗旨就是降低价格和满足现代消费者的需求。

服装产业链包括从最初设计到最终成衣过程中所有与商品（服装）的流动和交换相关的
一切活动（包括商品本身和相关的服务），这其中的策略和活动都是服装产业链的一部分，
产业链管理成为现代时装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快时尚的发展就和整个产业链过程密切
相关，不可分割。

       一、管理服装产业链的不同方法

现代产业链的管理方法最初是提高生产效率，换句话说就是用更少的时间为市场提供更
多的商品，随后逐步转变成了运营管理，到后来的更高效地运输商品。

进入21世纪，很多快时尚服装品牌将重心从供货商转向了消费者，这表明了快时尚品牌
的营销模式更加关注消费者的需求。

       二、服装产业链的主要过程

服装产业链在现代社会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很多专家根据不同侧重点对此进行了
分类。根据这些研究，笔者归纳总结后将整个产业链过程大致分为四部分，分别是采购和生
产过程，订购和运输过程，市场和营销过程以及服务过程。接下来，本文将具体介绍这些产
业链过程中经销商的策略和方法。

      （一）采购和生产

采购和生产过程是任何一种产业链循环的开始，这一过程需要周密的计划和对供货商、
生产商的严格选择，包括输入商品的一切活动。从采购的角度来说，ZARA（快时尚品牌的
先锋）会选择基本色彩的面料，然后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后期的印染和加工。这一方法可以
减少浪费和材料的损失，也能大大降低预测失误带来的亏损，根据市场的变化进行及时地调
整，使得设计过程更加简单和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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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的角度来说，很多快时尚品牌没有自己专属的生产基地，而是在世界范围内选择
他们的生产供应商，这些供货商分布在全球，大多集中在劳动力密集且成本低的地区。比如
，最受欢迎的快时尚品牌H&M在全球有上百家供货商，大多选择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Z
ARA尽管在本国有自己的工厂，仍然会进行国际外包。这些快时尚品牌的策略可以大大降低
生产投资和与之相应的成本，特别是对于大型设施的投资，这些硬件设施往往非常沉重且不
灵活。很明显，当快时尚品牌降低生产投入，整个生产过程将更加灵活。与此同时，产品的
质量可以得到保证，因为商家可以在多家生产工厂之间进行挑选，在此过程中肯定会有竞争
，那么被挑选出的生产工厂往往就会是高品质的。

      （二）订购和运输

       这个过程涉及的活动包括订购货物和将商品运送给各地的零售商。

大多数的传统服装零售商每三到四个月进行一次大批量地服装款式订购，出新往往在换
季的时候，但快时尚品牌Topshop则少量多次地进行服装款式订购，基本上更新周期在三到
五周（甚至更短）。先进行以预测市场为目的的小批量定购，根据市场的变化、客户的反应
洞察时尚和流行的发展方向，再进行高频率的更新，在更新的过程中再次进行进货调整，不
断贴近消费者需求，而大批量的订单则会出现在Topshop设计团队确定了整个市场的主流时
尚和风尚潮流之后。这种策略可以大大减少预测误差，最大程度的保持预测的有效性。在此
过程中，消费者的动态是其预测最重要的来源。

有专家提到过，快速时尚品牌将原本需要超过半年（传统零售商通常需要花费的时间）
的交货时间缩短为8-10天，算上商品运输的时间加起来总共不超过两周。例如，H＆M公司
从服装设计稿到商品进入各地门店花费的总时间不到一个月，这是快时尚行业的又一大突破
。H＆M全球广泛分布的供应商可以快速地将产品运送到附近的国家和地区，大大缩短了单
单从公司总部一处分别运到世界各地门店的时间。缩短交货时间意味着品牌可以进行更加短
期地时间预测，这种短期预测将是更准确有效的。在如今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下，潮流的变
化是十分迅速的，长期的预测准确性会大大降低，因此就必须分秒必争，任何环节的延误和
推迟都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我们由此看出，快时尚产业链在时间周期上的压缩为新时代追
求流行的消费者们提供更多、更快、更潮流的选择。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
择快速时尚品牌的原因。

       （三）市场和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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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包括各种吸引消费者购买商品的行为和策略，其中包括广告，销售力和定价等
等。快时尚品牌可以推出大量的新产品，在几周内不断进行款式的变化和更新。据Topshop
的前经理说，“女孩们对于新事物有天生的好奇，总想立刻拥有”。很显然，货架上更新的款
式会导致他们的消费冲动，更何况这么高频率的上新速度就更加吸引他们的眼球，源源不断
地满足风格各异的消费者在不同场合下的需求。这种营销方法是快时尚品牌成功的关键因素
之一。

ZARA的成功是在进入英国市场之后。当时ZARA的商品价格与其他快时尚品牌相比较
高一些，但细心的消费者可能会发现，如果看到自己喜欢的款式犹豫没有购买，几天之后它
就不在货架上了。这体现了Zara的销售方式：上新的款式数量非常有限，一旦售完不会补货
。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国报告网整理
      （四）服务

服务过程包括零售商为了体现或提升商品价值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很多快时尚品牌的
服务模式都是值得现代企业和商家学习的。快时尚品牌的服务理念和宗旨是为客户提供不同
种类的服务，以满足所有年龄层的需求。例如，位于伦敦牛津街的Topshop门店设计时尚新
颖，内部环境干净、舒适，旨在为客户提供最佳的购物体验，让他们不仅仅只是走进店铺买
到服装，更是享受整个购物过程。与此同时，他们开辟了新的市场，开始销售的儿童和青少
年产品，大大增加了商品销售的种类。

ZARA在服务方面也是值得一提的。店铺宽敞、整洁，店员穿着统一的店服面带微笑地
询问你的需求，在这里你不会感到被忽视。与此同时，ZARA还积极地收集客户的反馈信息
，并及时做出良性的调整。21世纪的消费者变得越来越理性，他们在购买商品时会考虑价格
、质量、服务等诸多因素，良好的产业链模式可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舒适的购物体验
可以大大增进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互动。这也意味着现代消费者购买的不只是一个产品，更
是此件产品所包含的商品价值，因此消费购物体验就成了产业链上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三、小结

快速时尚的服务理念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实现与消费者的沟通，在产业链的不同过程
中零售商会使用多种策略和方法。这些策略从开始设计到售后服务涉及设计者、制造商、运
输商和零售商，当然也包括最重要的消费者，体现在快时尚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中。这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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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策略使得快速时尚不断发展壮大，这也是21世纪现代企业的发展方向和趋势。由于这些
产业链策略的成功运用，快时尚品牌吸引了大量消费者，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快时尚产业竞争现状及投资价值分析报告》内容
严谨、数据翔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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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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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
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
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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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2沈阳城镇居民消费支出
7.5.1.3沈阳城镇居民衣着消费
7.5.2沈阳快时尚行业发展现状
7.5.2.1沈阳服装行业市场规模
7.5.2.2沈阳快时尚行业进驻品牌
7.5.2.3沈阳快时尚品牌市场布局
7.5.3沈阳快时尚行业发展前景
7.6武汉
7.6.1武汉快时尚消费环境分析
7.6.1.1武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7.6.1.2武汉城镇居民消费支出
7.6.1.3武汉城镇居民衣着消费
7.6.2武汉快时尚行业发展现状
7.6.2.1武汉服装行业市场规模
7.6.2.2武汉快时尚行业进驻品牌
7.6.2.3武汉快时尚品牌市场布局
7.6.2.4武汉快时尚品牌竞争形势
7.6.3武汉快时尚行业发展前景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7.7杭州
7.7.1杭州快时尚消费环境分析
7.7.1.1杭州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7.7.1.2杭州城镇居民消费支出
7.7.1.3杭州城镇居民衣着消费
7.7.2杭州快时尚行业发展现状
7.7.2.1杭州服装行业市场规模
7.7.2.2杭州快时尚行业进驻品牌
7.7.2.3杭州快时尚品牌市场布局
7.7.2.4杭州快时尚品牌竞争形势
7.7.3杭州快时尚行业发展前景
7.8广州
7.8.1广州快时尚消费环境分析
7.8.1.1广州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7.8.1.2广州城镇居民消费支出
7.8.1.3广州城镇居民衣着消费
7.8.2广州快时尚行业发展现状
7.8.2.1广州服装行业市场规模
7.8.2.2广州快时尚行业进驻品牌
7.8.2.3广州快时尚品牌市场布局
7.8.2.4广州快时尚品牌竞争形势
7.8.3广州快时尚行业发展前景

第八章快时尚行业领先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8.1国际快时尚品牌经营及在华拓展情况
8.1.1西班牙ZARA
8.1.1.1品牌简介
8.1.1.2品牌定位
8.1.1.3品牌设计
8.1.1.4销售情况
8.1.1.5经营模式
8.1.1.6营销策略
8.1.1.7在华拓展
8.1.2瑞典H&M
8.1.2.1品牌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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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2品牌定位
8.1.2.3品牌设计
8.1.2.4销售情况
8.1.2.5经营模式
8.1.2.6营销策略
8.1.2.7在华拓展
8.1.3日本UNIQLO
8.1.3.1品牌简介
8.1.3.2品牌定位
8.1.3.3品牌设计
8.1.3.4销售情况
8.1.3.5经营模式
8.1.3.6营销策略
8.1.3.7在华拓展
8.1.4美国GAP
8.1.4.1品牌简介
8.1.4.2品牌定位
8.1.4.3品牌设计
8.1.4.4销售情况
8.1.4.5经营模式
8.1.4.6营销策略
8.1.4.7在华拓展
8.1.5日本MUJI
8.1.5.1品牌简介
8.1.5.2品牌定位
8.1.5.3品牌设计
8.1.5.4销售情况
8.1.5.5经营模式
8.1.5.6营销策略
8.1.5.7在华拓展
8.1.6英国M&S
8.1.6.1品牌简介
8.1.6.2品牌定位
8.1.6.3销售情况
8.1.6.4生产采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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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5经营模式
8.1.6.6营销策略
8.1.6.7在华拓展
8.1.7荷兰C&A
8.1.7.1品牌简介
8.1.7.2品牌定位
8.1.7.3经营模式
8.1.7.4营销策略
8.1.7.5在华拓展
8.1.8法国UR
8.1.8.1品牌简介
8.1.8.2品牌定位
8.1.8.3经营模式
8.1.8.4反应速度
8.1.8.5在华拓展
8.1.9韩国E.LAND
8.1.9.1品牌简介
8.1.9.2品牌定位
8.1.9.3品牌设计
8.1.9.4销售情况
8.1.9.5营销策略
8.1.9.6在华拓展
8.1.10丹麦ONLY
8.1.10.1品牌简介
8.1.10.2品牌定位
8.1.10.3品牌设计
8.1.10.4经营模式
8.1.10.5营销策略
8.1.10.6在华拓展
8.2国内快时尚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8.2.1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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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广州依妙实业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3凡客诚品（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4上海麦考林国际邮购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5温州优衣派服饰控股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6阿仕顿男装连锁.中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7福建诺奇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8北京九合尚品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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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广州摩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10杭州黯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8.2.11山东韩都衣舍服饰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九章快时尚行业发展问题及投资风险分析
9.1快时尚行业发展隐忧及对策建议
9.1.1质量问题及对策
9.1.1.1质量问题
9.1.1.2质量问题产生原因
9.1.1.3质量问题解决对策建议
9.1.2设计款式隐忧及对策建议
9.1.2.1设计款式问题
9.1.2.2设计款式问题对策建议
9.1.3价格隐忧及对策建议
9.1.3.1价格问题
9.1.3.2价格问题及对策建议
9.1.4快时尚行业发展隐忧小结
9.2快时尚行业投资风险及建议
（GYZJY）
图表详见正文
特别说明：中国报告网所发行报告书中的信息和数据部分会随时间变化补充更新，报告发行
年份对报告质量不会有任何影响，请放心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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