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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在中国精英们对传统奢侈品牌消费的热情减缓之际，数亿美元的运动服装产业却扶摇直上

，GPS运动手表、跑步压缩裤和水袋背包成为中国富人最新的必有装备。  

      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即，政府大力推广体育活动。加之去年中国首富购下美国世界铁人公

司，点燃国人热情，昂贵的运动服和极限运动服饰变得非常流行。

      随着中国政府36年后决定放宽独生子女政策，运动服装市场将进一步增长。中国体育协会

称，去年中国举办了134场马拉松和公路跑比赛，与2014年相比上升了160%。

 2015年中国运动服十大品牌企业统计表     序列   公司名称   基本情况介绍       1   Nike耐克    耐克

  (Nike) 被誉为是&ldquo;近20年世界新创建的最成功的消费品公司&rdquo;。耐克   (Nike) 运动

鞋除了强化高科技运动性能，如今更讲究时尚的外形设计，频频与各国各界潮流达人合作推

出联名限量版。在美国，有高达七成的青少年的梦想是有一双耐克   (Nike) 鞋。       2   Adidas

阿迪达斯    阿迪达斯以其创办人阿道夫&middot;阿迪&middot;达斯勒(Adolf   Adi Dassler)命名，

在1920年于接近纽伦堡的赫佐格奥拉赫(Herzogenaurach)开始生产鞋类产品。1949年8月18日

以adidas   AG名字登记。阿迪达斯的服装及运动鞋设计通常都可见到3条平行间条，在其标志

上亦可见，3条间条是阿迪达斯的特色。       3   安踏Anta    1994年，在福建晋江的一家制鞋作坊

门口第一次挂上了安踏的标志，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现已成为国内最

大的综合体育用品品牌公司之一，并于2007年在香港成功挂牌上市。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兼CEO丁世忠先生因其对中国体育的特殊贡献，被评为第17届&ldquo;中国十大杰

出青年&rdquo;，并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4   李宁Lining    李宁是中国家喻户晓

的&ldquo;体操王子&rdquo;李宁先生在1990年创立的体育用品品牌。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李

宁公司已逐步成为代表中国的、国际领先的运动品牌。       5   361度    三六一度国际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品牌、研发、设计、生产、经销为一体的综合性体育用品公司，其产品包括运动鞋

、服装及相关运动配件等，下辖三六一度（中国）有限公司、三六一度（福建）体育用品有

限公司、三六一度（厦门）工贸有限公司。       6   鸿星尔克ERKE    鸿星尔克集团创立于2000

年6月，总部位于国际花园城市&mdash;&mdash;厦门，经过多年励精图治，目前已发展为集研

发、生产、销售为一体、员工逾1万人的大型服饰集团。集团在全世界拥有店铺7000余家，产

品行销欧洲、东南亚、中东、南北美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商标专

有权，品牌价值突破100亿，并相继斩获&ldquo;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rdquo;、&ldquo;亚洲

品牌500强&rdquo;、&ldquo;《福布斯》亚洲200佳&rdquo;等殊荣。       7   乔丹    乔丹体育一贯

以象征体育运动的拼搏、创新、团队、协作的进取精神作为致力于中国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的

动力源泉。体育运动所强调的：培养团队友爱的集体荣誉感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顽强的意志



质量及积极拼搏的精神，正是乔丹多年来一直坚持技术先进的文化内涵。       8   特步XTEP    

特步（中国）有限公司系香港特步（国际）全额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6月3日在香港

成功上市。企业创始于1987年，2001年创立特步品牌，通过20多年的经营和发展，现有员

工8000多人，集团旗下拥有北京、上海、厦门、安徽、湖南等分公司，系集鞋服配研发、制

造、营销等为一体的体育用品专业运营商，企业年纳税超过5亿元。       9   KAPPA卡帕    kappa

是1916年在意大利西北部的都灵(turin)成立的意大利运动、休闲服装公司。前身为一家

叫m.c.t.的小型公司。公司全名「societa   anonima calzificio torinese」。1993年，卡帕kappa被一

间叫做basic   properties的财团收购，并且获得时装名牌benetton财政上全力支持，令kappa实力

更加雄厚，并已成为欧洲第一大私人拥有运动产品集团。在1999年2月9日，kappa更上一层楼

，得世界顶尖球队意大利国家足球代表队的垂青，成为他的赞助商，球员位位皆是天皇巨星

，令卡帕kappa名气大增。更注目的是，kappa成为唯一的牌子能放自己标号在意大利国家队

球衣上。       10   匹克PEZY    匹克，由英文&ldquo;PEZY&rdquo;音译而来，寓意不断攀越高峰

的自我挑战精神！从建厂伊始，匹克就立志打造&ldquo;中国篮球装备第一品牌&rdquo;，以篮

球赛事体育营销作为传播主线，2005年启动&ldquo;品牌国际化&rdquo;战略，通过赞助斯坦科

维奇杯洲际篮球冠军杯、欧洲全明星赛、美国休斯敦火箭队主场，澳大利亚国家男女篮球队

等多项国际赛事，匹克成功树立起一流的国际体育品牌形象。营销上的成功。通过差异化的

品牌营销，加之&ldquo;品牌专业化、产品系列化&rdquo;的经营方针，以及对销售网络进行精

耕细作，强化终端形象，铺以科学的物流控制和销售管理，匹克成功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运动服装行业前景研究与市场运营趋势报告》

共十三章。首先介绍了运动服装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运动服装规模及消费

需求，然后对中国运动服装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运动服装面临的

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运动服装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

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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