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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社会化的深入，中国企业不仅面临着国内同行的竞争，而且还

受到国外跨国公司的挑战。企业间的竞争已经不仅是产品、服务、技术、管理、人才的竞争

，而是商业模式的竞争，选择正确的商业模式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  

      服装产业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产业，是世界重要工业之一，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始终

担任着重要的角色。近几年中国的服装业有着较大的发展，服装业的发展大大推动了中国国

民经济的发展。然而，在&ldquo;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rdquo;，我国服装产业发展环境正发生

着深刻变化，行业经营成本上升，对外贸易份额下降，产品库存积压严重，企业经营同质化

，产品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等。因此，如何找到适宜、可行的突破口，成为服装企业

新的时代命题。

      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和非理性的竞争思维，现今国内服装企业处于对成功的相互

模仿，出现&ldquo;趋同&rdquo;现象，从产品同质化到战略趋同、商业模式趋同，提供类似的

产品，争夺相同的消费者，营销手段基本靠价格战。面对&ldquo;趋同&rdquo;，服装企业需要

对商业模式进行创新，改变当中的某些要素或者环节，甚至彻底地再造商业模式，以差异化

经营获取超额利润。例如诺奇的SPA模式，美特斯&bull;邦威的虚拟经营，凡客诚品电子商务

运作的成功等等，这些都预示着中国服装产业的商业模式变革已经开始。可以说，当前中国

服装行业已进入商业模式竞争时代。

      目前，国内对&ldquo;商业模式&rdquo;的内涵和选择存在着错误的认识，很多企业照搬国

外成功企业的商业模式，缺乏理性的思考，与中国国情和企业实际情况结合不够，最终达不

到理想的效果。基于此，本报告对&ldquo;商业模式&rdquo;的内涵和构成进行了界定，提炼出

商业模式的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对目前国内外服装行业创新商业模式进行了梳理，通过

对典型成功个案的详细研究以及经验总结，提出了各种模式下的运作策略。最后，结合服装

行业发展背景、发展环境及价值链分析，给出了服装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与设计的思路，为服

装企业做大做强提供借鉴。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服装市场前景研究与未来前景预测报告》依据

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

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它是

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

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专家，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行

业分析报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资



咨询报告,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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