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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运动服装产业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外销市场不振，市场竞争激烈，产业结构不完善加之自

主品牌未树立良好形象使得该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压力。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我国运动服装

业的现状进行分析，从中找出问题的根源，提出运动服装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为我国运动服装业的长

期发展提供一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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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sports clothing industry is under unprecedented crisis and pressure due to the 
impact of COVID-19, sluggish export market,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imperfect industrial struc-
ture and the lack of a good image of its own bran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sports clothing industry by using the literature method, finds out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puts forward the effective way to upgrade the sports clothing industry, and provides some guid-
ance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cloth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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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国内外竞争压力的增大，中国作为全球服装业最大的生产大国，具备

完整的生产链和加工配套模式，应该尽早地对服装业进行产业升级。受到疫情结束的影响，人们参与体

育运动的意识将会增强，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也会大幅度增加，从而对运动服装的需求量也会扩大。运

动服装市场非常巨大，虽中国运动服装业在市场上已经有了很快的发展，但一直都是在给别人做“嫁衣”。

现在我国运动服装业必须充分抓住国家颁布的扩充内需的相关政策，仔细分析消费需求的趋势并把握住

产业升级的良机，努力构建自己的竞争优势。 

2. 运动服装的定义 

运动服装是指专用于体育运动竞赛的服装[1]。广义上还包括从事户外体育活动所穿用的服装，通常

是按照运动项目的特定要求设计制作的。随着体育运动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的生活质量水平不断提高，运

动服装已在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只专用于体育运动竞赛，它正与日常的服装相互渗透，往多元化方向出发。

运动服装与休闲类服装概念模糊不清，应该将其称为运动休闲服装，如紧身衣、体恤衫等不仅便于运动，

而且任何场合都可以穿，就属于运动休闲服装一类了。根据《2013 年-2017 年中国运动服行业市场前瞻

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运动服装非主要分为九类，分别是田径服、水上服、球类服、摔跤服、

举重服、体操服、登山服、击剑服、冰上服。 

3. 我国运动服装业的现状 

3.1. 我国运动服装市场的需求多元化 

我国运动服装市场发展的趋势表现为总量在不断增加，而从以往的单调转向多元化，人们更加追求

新、奇、美的服装设计[2]。另一方受到我国收入差异化的影响，收入水平高的人群，大多选择的运动项

目会是室内游泳、网球、高尔夫等需要特定的场所、设施和专门的运动服装。然而收入水平低的人群将

会选择跑步、爬山等不需要特定场所、设施的运动项目。所以这也导致了不同收入人群对运动服装需求

的多元化。受到生活环境、生活条件的影响，每个人的审美观，价值观，消费观等有所不同，这也是对

运动服装的需求日新月异。总之，人民对运动服装的需求和消费是多元化的、多层次的，人们的生活水

平在不断提高从而变得由低阶层向高阶层发展。人们对运动服装的质量、款式、功能等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3.2. 产品缺乏自主品牌与科技含量 

我国的运动服装品牌相对国际知名运动品牌的历史发展来说还是较短，无论在技术、人才，还是品

牌知名度等各方面都无法与相对成熟的国际品牌所抗衡。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服装生产大国。近十几年，

我国在运动服装领域中，也涌现出一批耳熟能详的品牌，如李宁、安踏、特步、匹克等等。这些运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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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频繁出现于我们的体育赛事、电视屏幕上，逐渐成为我国知名的国产运动品牌。中国运动品牌具有自

己的生产链，并且可以借助自己在国内的市场影响力、实惠的价格以及有效的营销手段打入海外市场，

而为什么一直稳步不前呢？原因是我国运动服装业在国际化进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如研发理念不前沿、

研发技术落后、导致产品缺乏了核心竞争力；缺乏品牌文化、在国际上没有号召力；在国际上的产品认

可度低，宣传方式受阻等等。 

3.3. 企业难成规模化生产 

我国运动服装业企业大多数都是加工型企业，该种企业有“小、弱、散”的特点，企业规模小，设

备陈旧，设备的研发能力很弱，所生产的产品难以适应当前市场所需的流行趋势和新的消费观念[3]。另

一方面，中小型企业不愿意集中统一生产，这样使得不易扩大规模。 

3.4. 行业管理不规范 

近些年来，我国体育运动服装市场出现了故意降低出口产品价格、假冒伪劣产品、严重损害一些知

名企业的知识产权等一系列不正当的行为，这些不良的竞争行为屡屡出现与我国运动服装业行业的管理

不规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行业管理不规范、产品的质量、检测、定价、安全和环保等标准不是空

白就是低于发达国家同等标准。如果中国运动服装业想要有快速的发展，必须下定决心解决行业管理不

规范问题。 

4. 分析我国运动服装业 

从运动服装业的销售量来看，持续较快的增长[4]。随着近几年国家政策的促进和资金的不断流入，

促使着运动服装业向更高的平台发展，对体育服饰的科技含量要求越来越高[5]。体育服饰和运动鞋行业

门槛低，使得大量的资源和资金流入该行业，使得该行业出现严重的同质化现象。未来企业需要根据自

己的特点，研发市场需求的产品。大部分运动服装品牌企业在营销策略上都存在共同点。 

5. 我国运动服装业的升级 

5.1. 树立自主的运动品牌 

我国运动服装品牌想在国际品牌中有所地位，就必须追寻自己与国际品牌的不同之处。我国本身就

具有国外没有的优势，原材料低廉，劳动力丰富等等，如果能在中国的品牌加上中国的特色文化，提高

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让“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6]。比如国际品牌耐克就比较追崇其文化艺术的

展现。增大中国运动服装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树立起中国运动服装品牌的国际形象。 
中国李宁就是我国首家在 2018 年 2 月 7 日纽约时装周亮相的运动品牌，中国李宁将浓厚的中国传统

文化和“东方文化”展现给了全世界人民观看。那么这就是中国李宁在进军国际市场所挖掘的切入点即

差异化[7]。当今消费者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以往的重物质转向了重精神层面；从以往的理

性消费转向为感性消费居多。那么这种感性的认知，大部分都是由品牌所产生的。只有树立自主的运动

品牌，创造属于中国的特色，才能与消费者达成共鸣。 

5.2. 加强运动服装业市场管理规范 

近年来，我国活跃的运动服装市场给我国运动服装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但是大部分以营

利为目的的展销活动导致了市场中出现不良的竞争行为，从而使一些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有机可乘。

除此之外，我国对体育运动服装业的市场管理制度与政策相对还是非常的滞后。中国必须要尽快完善与

制定运动服装业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使得运动服装市场的发展有法可依、规范经营，公平竞争。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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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无地自容，同时，企业在出口经营的时候，要遵守一定的规范，不能为了

一己私利而故意破坏市场的规矩，尽可能避免竞相压价的局面发生。 

5.3. 加大对运动服装开发的科技含量 

随着消费者对消费行为的个性化追求，一个品牌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与消费者对该品牌的感知

有密切相关性。消费者对该品牌的感知越高，那么该品牌就越成功。我国运动服装的开发能力、科技含

量是我国运动服装业能否走上国际大舞台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为了适应目前消费者多样化的诉求，我国

运动服装必须提高其品牌的研发能力。也根据人们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的同时，对自己以

及家人的健康和对环境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德国环保服装专家霍芬说过：“一件衣服有 8000 多种化学

制剂被用来把原材料变成服装面料和衣服，而环保服装使用的纤维具有改善人体循环、抗过敏和抗菌等

特性。”[8]。所以现在的运动服装设计一方面是强调面料的舒适性、产品的流行时尚元素及设计风格；

另一方面是强调再生产与回收利用的环保性，为地球的环境减轻负担。 

5.4.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当前中国是全球体育用品生产大国，运动服装的出口量和产量都位于世界第一，我国具备了较为成

熟的生产技术，可是，我国还不是运动服装行业的强国，运动服装至今未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整体形象。

运动服装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应积极寻求各种机遇，走出国门，打进国际市场，实现由出口产品到

合资办厂、由劳务输出到技术输出、由半成品和原材料到品牌在海外注册销售等方式的转变[9]。这也是

体现中国运动服装业走向成熟的标志。在 21 世纪，人才才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强有力支撑。我国运动服装

业应该大力引进优秀的行业人才，组建一支专业化的国际管理团队，专门为我国运动服装企业专业化和

国际化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5.5. 提高营销策略 

21 世纪体育营销是市场推广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体育营销不仅弘扬了体育精神还宣传了企业文化。

而我国大部分的中小型运动服装企业缺乏有效的营销手段，开拓市场缓慢，建议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需

求并结合实际营销成本，可以通过广告宣传、媒体宣传、赞助赛事、主办赛事和运动员形象推广等手段

来推广产品[10]。李宁可以作为国内体育营销的非常成功案例。2008 年李宁失去了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

资格，但是李宁却把赞助转向了奥运央视频道的主持人以及出镜记者身上，为他们提供李宁的服装、鞋

子、帽子等，此外还赞助了观众关注度最高的射击、中国体操、跳水和乒乓球四支运动队。这样一来在

奥运会期间李宁品牌 Logo 的出镜率与赞助商阿迪达斯的品牌 Logo 不相上下。这一体育营销措施使李宁

运动服装当年的销售额较上年增长了 53.8% [11]。 
在运动服装商品陈列中，商品是陈列演出的重点，陈列是烘托卖场气氛的手段，空间设计是表演的

舞台，三者合一才能称为完美的表演。广告、店铺、橱窗等是直接吸引顾客进店购买的因素，而顾客最

直接的反应就是商品的视觉刺激，商品陈列的优劣，直接会影响顾客的人数以及购买的次数。 

6. 结论 

我国的服装行业的出口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日趋成熟，竞争愈来愈激烈，

同时还面临着不同的贸易纷争等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运动服装行业想要走向国际大舞台，真的是任重

而道远。但是在复杂的环境下，也给了我国运动服装行业新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必须对目前我国运动服

装市场现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马上解放思想，立刻改变观念，大力服务于国内的市场，积极参与国际

竞争，形成属于中国的运动服装著名品牌和打造重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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