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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进程演变了新国货新定义

初始定义
• 80后、90后提出来的一些在中国本土生产，属于本土企业的产品，

包括部分老品牌

延伸定义
• 能够兼具品牌与品质，不断转型数字化营销，通过创造细分功能价值点，

赢得消费者注意，并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和情感附加值的本土国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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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货定义的演变

Source： QuestMobile 研究院 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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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货崛起，朝着中国创造的方向狂奔



居民消费持续走高，反哺经济增长，消费支出成我国经济增长的
第一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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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于支出法核算GDP，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其中最终消费支出 指常住
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从本国经济领土和国外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当年较上
一年）最终消费支出变动值/（当年较上一年）GDP变动值×100%



国产品牌历经三次浪潮，从无到有，承担着“中国制造”向“中国创
造”转型升级，新国货崛起就此拉开序幕

上世纪90年代 2008年北京奥运会过后 2015年至今

2008年 2015年 2017年 2018年

第一次浪潮
国产品牌渐起

以国货家电销量首次

超越国外品牌为标志

模仿外牌、大规模制造、

低价是当时国货的特点

以飞跃鞋潮遍欧洲为标志

国货经典老三样“回力、飞跃、

梅花”再次焕发新的活力；

以怀旧的方式回应制式化的国

外品牌所控制的时尚

新国货的崛起拉开序幕

国家倡导扩大总需求，提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家将每年5月10日设为中

国品牌日，引导国货品牌

发展

国务院下发《关于推动创

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

创”升级版的意见》，鼓励

自主创新

Source： QuestMobile 研究院 2020年6月

推动

1996年

第二次浪潮
国货潮流萌芽

第三次浪潮
新零售、数字化催生新国货崛起

部分企业开始进行品牌升级，以更具性价比和技术含量的商品，

寻求突围，重新定义国货



数字化变革，改变国产品牌原有的设计、生产、营销、品牌等运
作方式，多重因素叠加反应，促进新国货崛起

重生产、渠道为王 需求导向、流量思维

产品端OBM：自产自销，重资本 ODM/OEM，轻资本

渠道端广域辐射的金字塔式传统渠道 公域+私域的线上全景流量

营销端传统+线上广告，效果转化弱 内容营销、社交裂变

用户端反馈上传慢、用户管理效率低 大数据化的CRM

Source： QuestMobile 研究院 2020年6月

设计端自上而下，迭代周期长 针对痛点，快速迭代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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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群、新营销红利，叠加差异化产品，带动新国货走热



90后、00后对互联网的粘性更强，热衷使用短视频、图文等新型
内容平台，成为新国货在新媒体中更容易影响到的目标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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