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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疫情下，有企业不堪重负，也有企业逆势上扬。这些逆势上扬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点：加深对 

品牌价值的挖掘，拉长企业发展的战略周期。未来，随着这样的企业逐渐占据市场话语权，市场格 

局也可能再次发生改变。

那么，企业如何通过价值溢价引领新一轮增长？

连锁品牌的高溢价从何而来？

如何制定品牌溢价的品牌战略？

下面，我们先从服装行业市场进行分析，然后重点分析并解答以上问题。

相信通过本文全面深入的研究和解答，您对这些信息的了解与把控，将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这将为您经营管理、战略部署、成功投资提供有力的决策参考价值，也为您抢占市场先机提供有力 

的保证。

二、服装行业发展分析及趋势预测

2.1 服装行业监管情况及主要政策法规

2.1.1 行业的监管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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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服装行业主要通过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以宏观调控和行业自律相结 

合的监管方式进行管理。企业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市场情况自主进行生 

产经营活动。服装行业的行政管理部门、行业自律组织以及该等机构所肩负的职能情况具体如下：

机构名称 职能

行政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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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

国家发改委及各地分支机构作为指导国家及地方经济体制改革的 

宏观调控部门，负责服装行业的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及监督检查， 研 

究制定行业发展规划，指导行业结构调整，管理项目备案审批等。

国家工信部

国家工信部下设“消费品工业司 ”管理纺织工业及服装行业的具体 

工作，负责制定与组织实施行业发展规划、监测分析行业运行动态、 

统计发布行业相关信息等。

国家商务部
国家商务部及其下属各级机构负责拟定国内贸易发展规划，宏观指 

导全国外商投资工作，管理服装行业进出口业务、特许经营业务等。

行业自律组织

纺织工业联合会

协助政府部门进行行业管理，协调成员单位之间以及成员与政府部 

门之间的沟通交流，维护行业、企业合法权益，在技术、产品、市 场、 

信息、培训等方面为成员单位提供服务，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服装协会

服装协会为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成员单位，同样负责协助政府部 门 

进行行业管理，维护行业、企业合法权益，在技术、产品、市场、 信 

息、培训等方面为成员单位提供服务，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 升

级。

2.1.2 行业主要法律法规及行业政策

（1）主要法律法规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主要集中在服装的生产和出口流通环节，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等，以及服装企业必须符合进口国相关的检验检疫管理 

条例和贸易政策。

（2）主要产业政策

服装行业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繁荣经济、吸收就业、满足社会消费需求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为了推动服装行业的发展，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产业政策，加快我国服装行业的结构 

调整和产业升级。

序号 名称 主要内容 发布单位、日期

1

《关于促进消费扩容 提 

质加快形成强大国 内市

场的实施意见》

鼓励外贸加工制造企业充分利用自 身 

产能，创新商业模式，通过自营、 合 

作等方式增加面向国内市场的优 质商 

品供给。

国家发改委等 23 部 门

（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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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19 年本）》

其 中“数字化 、 网络化 、智能化服装 

生产技术和装备开发、应用''被列为 “鼓 

励类

国家发改委 （201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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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关于加快发展流通 

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

引导电商平台以数据赋能生产企 业， 

促进个性化设计和柔性化生产， 培育 

定制消费、智能消费、信息消 费、时 

尚消费等商业新模式。

国务院 （2019 年 8 
月）

4

《进一步促进体育消 费

的行动计划 （2019- 
2020）》

到 2020 年 ，人 民群众 的体育消 费观  

念显著提升，体育消费习惯逐步养 成， 

体育消费设施更加完善，体育 消费环 

境更加优化，体育消费产品 和服务供 

给更加丰富，体育消费政 策更加健全。

国家体育总局、国家 

发改委

（2019 年 1 月）

5

《进一步优化供给推 动 

消费平稳增长促进 形成 

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

案》

着力引导企业顺应居民消费升级大 趋 

势，加快转型升级提升供给质量 和水 

平，以高质量的供给催生创新的市场需 

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促进形成强大 国内市场，推动 

消费平稳增长。

国家发改委等 10 部 门

（2019 年 1 月）

6

《关于完善促进消费 体

制机制，进一步激发 居

民消费潜力的若干 意

见》

加快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增强 消 

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坚 持消 

费引领，倡导消费者优先；培 育中高 

端消费市场，形成发展势头 良好、带 

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 促进实物消 

费提挡升级。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8 年 9 月）

7
《纺织工业“十三五 科技 

进步纲要》

《纲要》 中提 出“强化绿色环保 、资 

源循环利用、高效低耗、节能减排 先 

进适用技术、工艺和装备应用推 广， 

淘汰落后产能，提升行业整体 技术水 

平。发挥企业作为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 

的主体作用，积极推动科 技成果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其中绿 色制造技术 

重点推广超声波水洗、 泡沫整理、机 

械柔软整理等先进水 洗、后整理技术， 

实现规模以上印 染企业应用比例达到  

10%-30%。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 会 

（2016 年 9 月）

8
《纺织工业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优化产品供给结构。扩大中高端纺 织 

服装产品供给，大力推进品牌建 设； 

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支持纺织 行业科 

技创新、技术改造、智能制 造、绿色 

制造、品牌建设、行业服 务平台建设 

等。

国家工信部 （2016 年 

9 月）

9
《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

到 2020 年 ，每周参加 1 次及 以上体 

育锻炼的人数达到 7 亿，经常参加 体 

育锻炼的人数达到 4.35 亿。

国务院 （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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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服装行业“十三 五 

''发展纲要》

强化产业文化建设， 以塑造产业文 化 

软实力为目标，建立现代服装产 业文 

化体系；聚焦市场需求和市场 细分， 

进一步强化差异化定位，将 品牌内涵 

嵌入消费者心智。

中国服装协会 （2016 
年 5 月）

11
《中国服装制造 2020 推 

进计划》

瞄准国际服装制造先进水平，积极 推 

动服装制造向服务化转型；加强 科学 

技术与文化艺术的融合创新， 倡导品 

牌专业化、精细化发展提升 自主品牌 

竞争力。

中国服装协会 （2016 
年 5 月）

12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 产 

业促进体育消费的 若干

意见》

充分发挥体育产业和体育事业良性 互 

动作用，推进体育产业各门类和 业态 

全面发展，促进体育产业与其 他产业 

相互融合，实现体育产业与 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到 2025 年，基本建立布局 

合理、功 能完善、门类齐全的体育产 

业体系， 体育产品和服务更加丰富， 

市场机 制不断完善，消费需求愈加旺 

盛， 对其他产业带动作用明显提升， 

体 育产 业总规模超过 5 万亿元，成为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 量。

国务院

（2014 年 10 月）

2.2 我国服装行业主要发展特征

2.2.1 服装行业概述

“衣、食、住、行”是人们生活中最为基础且不可缺少的消费，服装行业作为其中之一，拥有 

市场容量巨大，且刚需性质强烈等基本特征。随着经济及文化的发展，服装从曾经起着遮羞蔽体、 

防热避寒等基础作用的物品，逐渐衍变为人们对外界进行个性表达的元素之一。服装作用的改变， 

使得服装呈现出品类越来越多、更换周期越来越短等特点，这些特点加速服装消费需求增长，也推 

动着服装行业的稳定发展。

服装产业链从上游原材料的种植、生产到下游的服装品牌、零售管理，涉及的环节众多。从棉 

花等纤维到最终的服装零售可以简单的分为纺纱、面料生产、成衣制造与服装品牌运营及零售等四 

大环节。其中，面料生产与成衣制造又可细分为面料织造、面料染整、成衣裁剪、印绣花、缝制等 

诸多生产环节。

服装企业通过价值溢价实现增长策略制定与实施手册



服装产品根据面料编织方法的不同，主要可以分为针织产品和梭织产品。针织产品与梭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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