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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明

时 间 周 期
• 2020年1月-6月（除特别说明外）

名 词 解 释
• TGI：样本人群较总人群的偏好度，数值越大说明该样本人群相较总体人群对该事物关注更高，TGI=样本占比/总体占比*100

• 服饰内容：内容标题或文章内容中包含服饰穿搭相关关键词的内容

• 服饰作者：创作并提交过服饰穿搭内容的创作者

• 服饰达人：用户签名或简介中包含服饰相关关键词或含有穿搭标签的用户，同时，其粉丝量超过1万

人 群 说 明
• 报告中所提及的所有人群，均为服饰人群

• 报告中所分析人群均为18岁以上成年人

• 服饰人群：观看服饰视频并且点赞次数>=2次的用户人群

• 搜索人群：搜索过服饰相关内容的用户群

数 据 来 源
• 内容播放量、评论量、点赞等数据均取数于内部数据平台

• 用户属性数据主要取数于“云图”（除特别说明外）





Part.1

市场重启后的——

行业现状



2019年服饰行业：市场正向增长，但增速放缓，消费向精细、提质方向升级

数据来源：Euromonitor, 巨量算数整理

14%

12%

5%

10%

13%

14%

11%

8%

6%
5% 5%

6%
8%

5%

0%

2%

4%

6%

8%

10%

12%

14%

16%

0.00

500,000.00

1,000,000.00

1,500,000.00

2,000,000.00

2,500,000.00

3,000,000.0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05-2019年中国服饰鞋帽市场规模及增长趋势

销量 同比增长率

5.6% 5.6%
6.5%

7.8%

5.2%

3.6%
2.3%

5.5%

7.7%

5.8%

12.5%
14.1%

16.3%

21.9%

17.3%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15-2019中国服饰鞋帽市场品类规模增长率

服饰 鞋靴 运动

产品提价，盈利提高
规模增速高位波动后下滑

收入提振困难，终端
开始亏损，性价比成
为核心

价格驱动盈利 性价比回归主场

加盟模式从高速扩张转
向企稳终端回报率下滑

加盟扩张中后期 创新求变

终端低迷，线
上增强，调性、
品质成新重点

运动市场持续进入行业上
升周期，2019年开始回调



线上化：网购渠道的消费贡献持续加大，服饰线上渗透率超过消费品整体市场

7900亿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600000

700000

800000

90000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19 vs 2018

服饰线上零售规模同比增长

+19%

数据来源：Euromonitor, 国家统计局，巨量算数整理

2015-2019中国服饰市场线上渗透率率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8% 23% 28% 31% 34%

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

2019年零售额占
消费品市场比重

20.7%

2019年网上
零售额增速

19.5%

2019年零售额对消
费品市场的增长贡献

45.6%

2014-2019年中国服饰行业线上化零售规模



数字化推动供给侧库存出清、需求侧消费回归、渠道侧能力释放，内容营销成核心推手

供给侧

需求侧

渠道侧

春季受阻阶段 春后复苏阶段

产品供应：当季积压、去库存需求强烈
今年2月和3月，服饰业存货压力持续加大，存货价值同
比增长分别达到+0.6%，+0.8%

核心推手

2020.2: +0.6% 2020.3: +0.8%

市场环境：竞争激烈，存量品牌数量下降
受疫情影响，大部分企业亏损严重，市场竞争激
烈，无法抵御风险的品牌逐渐淘汰、退出市场

产品供应：库存阶段性出清，新品迭代起步
复工复产后库存积量逐渐减少，库存压力得到释放，4
月存货价值同比增长仅+0.1%，5月达到负增长

2020.4:+0.1% 2020.5:负增长

市场环境：行业洗牌后，品牌线上反应能力成核心
有限需求下品牌寻求线上突破，大品牌门店线上化转
移，小品牌试水直播新模式，线上竞争激烈

数据驱动柔性生产,不再
单向以生产为导向;

以需求带动供给,实现产
销效益最大化

• 可选消费需求下降
• 消费降级抬头
• 转向低价渠道
• 冲动购物减少，理性消费增强

渐进式复苏——
• 短期：需求报复性上涨后逐渐回调
• 中长期：线上购物习惯养成，对线上货源、

物流、购买体验等要求提高

短视频、直播等内容营销
模式反复刺激消费需求，
寻找新的消费增长点

线上线下融合销售，多方触达
达人、自销协同带货，多管齐下

线下：
门店受阻，渠道受限，转向线上直播寻求新生机
线上：
物流短期受阻，企业寻求线上去库存的需求加大

线下：
陆续开业，疫情期间的线上化探索逐步常态化
线上：
线上消费热情重燃，价格、差异化等带动渗透率提高

2020年服饰行业发展概况



行业季节性强、适销周期短，数字化对供应链端的快速反应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数据来源：巨量算数， 2020.05

国际快时尚

不同类型服饰企业产品上架周期

中国快时尚

中国传统服装

ZARA

2-3周

H&M

3-6周

优衣库

10-14周

韩都衣舍

3-4周 2-4周

UR

2-9周

茵曼

6-12月

说明：条形图仅呈现横向月份增速的相对关系，纵向品类间无对比关系

服饰行业供应链效率差异较大，虽然快时尚品牌提速明显，但设计到上架周期依然很难赶上用户关注趋势的变化；服饰行业季节性强，男女装各细分品类
的热度周期更迭较快，线上热点有利于提前预判消费心理、掌握畅销品趋势，指导生产和订货

2020年男装品类短视频累计播放量分月环比增速 2020年女装品类短视频累计播放量分月环比增速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68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