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2030年中国快时尚服

装市场深度评估与市场年度调研报告

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北京迪索共研咨询有限公司
www.cction.com

http://www.cction.com


一、报告报价

《2024-2030年中国快时尚服装市场深度评估与市场年度调研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

导性强，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

息，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

发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官方网站浏览地址：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310/415973.html

报告价格：纸介版8000元 电子版8000元 纸介+电子8500元

北京迪索共研咨询有限公司

订购电话: 400-700-9228(免长话费)  010-69365838

海外报告销售:  010-69365838

Email: kefu@gonyn.com

联系人：李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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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310/415973.html


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时尚不但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引领生活消费和生产发展的潮流。随着社会进一

步发展，快时尚也逐渐从中脱离出来，慢慢形成各种品牌。信息化技术的成熟导致快速时尚

成为服饰业今后发展的趋势。

近年来，国际快时尚服装品牌以&ldquo;快、狠、准&rdquo;的核心特征，凭借SPA供应链模式

，在全球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大举进入中国市场获得成功。国际快时尚品牌发展迅猛，对传

统服装形成巨大的冲击，日渐取代奢侈品牌成为零售商场的主力，未来还将进入运动服装和

家居等领域。  

从门店数量上看，我国快时尚新增门店数量呈下降趋势。2019年，包括H&amp;M、ZARA、

优衣库、MJstyle、无印良品、UR、C&amp;A、GAP在内的8个快时尚品牌，在内地共新增218

家门店，创历史新低。2019年，《互联网周刊》和e Net研究院联合发布2019快时尚品牌排行

榜。该榜单统计了150个快消品时尚品牌，其中优衣库、ZARA和韩都衣舍位列前三，在前十

的排名里，后七位分别是H&amp;M、Adidas、Nike、ONLY、VERO MODA、森马和太平鸟

。  

2020年疫情的发生和全球经济环境的持续低迷加剧了国际快时尚品牌的退出。2020年3月

，GAP旗下Old Navy宣布正式退出内地，效仿ZARA失败的Esprit于5月底全面关店，宣告暂别

中国市场。但在此背景下，优衣库依然保持着年均百家新店的开店速度，在内地新开店数一

直居国外快时尚品牌新开店在内地数第一，表现尤为抢眼。截止2020年5月，优衣库在全球范

围内开店3600余家。  

未来，在华国际快时尚品牌发展趋向多品牌集合，多领域辐射。此外还有大量国际快时尚品

牌正进入以及即将进入中国市场。本土服装品牌亦纷纷转型快时尚。中国快时尚服装行业的

新参与者越来越多，而零售发展的空间在不断缩小，未来的竞争日趋白热化。  

面对低迷的市场环境，快时尚品牌早就开始着手新的业务，除租赁服务以外，此前，快时尚

品牌还扎堆试水科技服务。从优衣库的无人零售店到H&amp;M的智能试衣镜，再到ZARA的

全球AR体验门店，快时尚品牌都费尽脑筋挽救业绩。在快时尚业绩放缓的当下，技术手段或

许比设计能力更加重要。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和消费行为的转变，快时尚品牌们正不断进行改

变和扩张。个别市场甚至已经开始采用部分智能方案。  

当前全球疫情暴发，业务遍布全球的国际快时尚品牌深受打击，他们纷纷采取措施以减少疫

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多快时尚企业都在疫情期间关闭了相应的门店和进行了一定量的裁员

；在疫情面前，所有企业的处境都是相同的。尽管当前国内市场在逐步恢复，但对国际快时

尚品牌来说仍是杯水车薪。除了关店、裁员等减少成本支出的措施外，快时尚品牌如何维护



自身现金流的健康运行更是重中之重。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快时尚服装市场深度评估与市场年度调研报告》共十一

章。首先介绍了快时尚行业的基本情况、行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接着详析了国际快时尚品牌

在华发展以及中国本土快时尚行业的发展。随后，报告对快时尚行业电子商务发展、供应链

模式、消费者渠道偏好、渠道终端视觉营销做出了细致分析。报告还分析了国际快时尚发展

模式及竞争力以及本土快时尚品牌企业竞争力。最后，本报告对快时尚行业做出了投资分析

，并对其发展趋势和前景进行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商务部、财政部、中企顾问网、中国纺

织工业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

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快时尚服装产业有个系统深

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快时尚服装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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