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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概况

市场规模增长

中国运动鞋服市场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显著的增长，2023年市场规模已经超过了4926亿元。这一增长

得益于消费者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增加，以及运动休闲服饰在日常穿着中的普及。预计到2025年，

市场规模将达到5989亿元，显示出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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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潮元素推动

国潮元素的兴起为运动鞋服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随着消费者对本土文化和设计的认同感增强，越来越

多的品牌开始将国潮元素融入产品设计中，这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个性化和文化表达的需求，也为品牌

提供了新的市场定位和差异化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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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需求变化

消费者在购买运动鞋服时，越来越注重产品的功能性和舒适度。功能性包括运动鞋的支撑性、缓震性以

及运动服的透气性、吸湿排汗性等，而舒适度则涉及到材料的柔软性、合身度以及穿着的轻便性。这些

需求的变化推动了品牌在产品设计和技术创新上的投入。

03

产业链成熟

中国运动鞋服行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从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如棉花、橡胶等，到中游的代工制

造，再到下游的零售分销，每个环节都有专业的企业和品牌参与。这种产业链的成熟为市场的稳定增长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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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影响力提升

中国运动鞋服行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从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如棉花、橡胶等，到中游的代工制

造，再到下游的零售分销，每个环节都有专业的企业和品牌参与。这种产业链的成熟为市场的稳定增长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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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全景

上游 – 原材料供应

运动鞋服的原材料主要包括纺织布料、皮革、橡胶、化工品（如EVA树脂）等。这些原材料
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最终产品的质量和性能。例如，EVA树脂主要应用于运动鞋中底，起到缓
冲和黏合作用。中国是这些原材料的重要生产国，其产量和需求量都在不断增长。

中游 – 生产制造

中游环节包括运动鞋服的设计、研发和生产。这一环节通常由代工企业完成，他们根据品牌
商的要求进行生产。中国拥有众多专业的运动鞋服代工企业，如华利股份和申洲国际等，他
们为国内外多个知名品牌提供代工服务。

下游 – 品牌与零售

下游环节涉及品牌建设和零售分销。品牌商通过市场营销策略和品牌推广活动来提升品牌知
名度和市场占有率。零售则包括线上电商平台、品牌官网、线下实体店等多种渠道。近年来，
随着电商平台的发展，线上销售渠道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上游 中游 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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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 - 原材料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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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鞋的原材料包括鞋面材料、鞋底材料、内里材料、鞋垫材料等。目前运动品牌技术革

新主要集中于各品类面料创新（环保等方向）以及人体工学相关鞋服廓形革新。

• 技术革新的形式主要通过供应商无排他性的自有技 术积累，品牌自掌握的核心技术以及

和各实验室合作进行的创新落地。

运动鞋生产工艺流程

各品牌未来环保面料布局

2024 年 全 面 使
用再生聚酯纤维

与世界自然基金
会达成长期合作，
回收100吨咖啡
渣开发出环保咖
啡纱系列

2025 年 之 前 ，
Zara 、 Pull & 
Bear在内的集团
所 有 品 牌100%
使用可持续布料

在 2023 年 进 一
步增加使用聚乳
酸物料产品的比
例

NIKE 发 布 的
2021 影 响 力 报
告 : 再 生 聚 酯 纤
维占据鞋类产品
38%

鞋面

鞋垫

防震片

大底

底台

皮革与布料 裁剪 印花

No Sew

包边电绣+针车

EVA等原料 混炼 造粒
发泡

射出+烘箱

橡胶与化工
材料 配料 混炼 热压

成型

鞋材 贴合 裁剪 打磨

成
型
后
段

(

贴
围
条
、硫
化
、成
型
）

成
型
后
段

(

粘
合
、成
型
）

热
成
型
前
段
（
打
孔
、粘
合
前
帮
、中
帮
、后
帮
）

成
型
中
段
（
大
底
刷
胶
、粘
合
、烘
干
）

检
验

包
装
、成
品



中游 - 生产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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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运动鞋服行业Top10品牌中，国产运动鞋服品牌占运动鞋服市占率由2015年的29.7%

提升至 2023年的39.4%。近几年，国潮快速兴起，各国产运动品牌抓住机遇、 充分挖掘细

分市场需求。

• 李宁通过“潮流新国货”战略快速抢占耐克、阿迪达斯等 高线市场竞争市场份额，产品设

计上主动融入国潮设计元素和故事包，2018- 2023年李宁市占率提升3.3pct。

• 安踏集团一方面通过Fila、迪桑特、 可隆等品牌挖掘中高端运动休闲及专业运动需求，另一

方面，安踏主品牌进行DTC 转型，配合品牌升级、提升品牌势能，2018-2021年Fila营业

收入CAGR 达37%，2018-2023年安踏主品牌、Fila市占率提升0.8pct、3.6pct。

2023年我国运动鞋服市占率Top10品牌

17.9%

10.2% 10.1% 9.0%
7.4%

6.1% 6.0%
4.7%

3.4% 2.2%

耐克 安踏 李宁 阿迪达斯 FILA 特步 斯凯奇 乔丹 361度 中国乔丹

• 国际品牌大中华区表现回暖，在经历较为长时间的销售低迷后，目前国际品牌在国内的销售

已经逐步进入恢复通道，同时库存压力也在持续的减轻。

• 随着大中华区消费环境的改善，居民运动参与度提升，终端门店客流逐步复苏，adidas在

加大新品推广以及品牌营销力度，多举措下公司大中华区表现回暖。Nike 品牌3-5月大中

华区营收同比增长25%，大中华区运动鞋服销售形势向好，长期来看公司对大中华区的增

长充满信心。

国内市场

国际市场



下游 - 品牌与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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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公司 2024 年产品以及渠道布局思路

• 当前低线城市消费快速崛起的趋势明确，2023年以低线城市为品牌重心的361度、特步品牌终端

流水表现优异，2024年来看品牌商均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于低线城市的渗透力度，李宁或

通过和经销商以及分销商的合作扩大低线城市门店数量提升市场份额，安踏针对低线城市打造新

店型提升销售效率，361 度和特步则是加快低线城市门店优化力度。

• 针对低线城市的需求，品牌公司也在陆续拓宽价格带，推出更低价位与更具有 性价比的产品满足

下沉市场需求。

品牌 渠道端 产品端

安踏针对不同商圈和市场层级，
打造差异化店型提升销售效率。

一方面向下扩充价格带覆盖下
沉市场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提
升专业性向上提供高端产 品，

大众定位+品牌向上兼具。

继续推动主力地区门店结构优
化，新开优质九代店。

尖端 160X 系列持续迭代展示
品牌肌肉，同时针对性的增加

低价位产品供给。

高线城市布局日趋完备，2024 
年加快高线城市门店盈利能力
提升；下沉市场或通过和 经销
商以及分销商的合作扩大低线
城市门店数量提升市场份额。

坚持专业运动定位，不断提升
产品性能，同时向下拓展价格

带，满足下沉市场需求。

门店数量稳步拓展+优化，进
驻优质商圈，扩大门店面积，

提升门店形象。

持续升级专业产品以品牌影响
力，同时坚守大众定位，巩固

品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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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整体消费趋向“降级”趋势

对未来收入增长预期不足的背景下，整体消费呈现出一种“降级”的趋势，消费者对服装价格的敏感度

明显提高，对品牌知名度的关注度正在下降，对性价比的追求则逐年提升，而这种趋势对于一些经营品

牌溢价为主的服装行业来说无疑是一种负面影响。

01

国潮风逐渐降温

近年来运动鞋服颇“成也国潮，败也国潮”的意味在内。在国潮崛起的前两年，品牌方凭借国潮风获得

了亮眼的收入表现，对部分外资品牌形成了反超。但热度过去后，国潮得到的反馈持续效果却似乎没有

那么好。在经济下行周期特殊时期，国潮这阵风也是越来越难借了。

02

库存周转天数的集体上升

安踏库存周转天数增加了11.2天，特步增加了12.9天，李宁增加了3.9天。全球制造业的库存出现过剩

迹象。中国运动品牌的库存问题是全球库存危机的一部分，由于中国经济放缓等原因，很多行业的去库

存进展缓慢，消化库存所需的时间创出历史性长度。

03

生产端成本压力攀升

在生产端，运动鞋服企业始终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增加等多重压力。后疫情时代，由于

下游需求恢复不及预期，下游品牌方价格要求更为严格，生产企业利润进一步遭受挤压。

04

鞋服实体店遭遇生存困境

传统鞋服类实体店需要承担高昂的租金、人工等成本，这些成本随着房价上涨、人工费用的增加而不断

增加。线上商家往往不需要承担这些成本，因此在价格上具有更大的优势。这种成本压力使得传统实体

店难以承受，许多店铺因此面临着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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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居民运动参与度仍有提升空间

政府多次出台政策鼓励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 有望进
一步带动运动鞋服景气度。随着场地增加，参
与形式更丰富，热爱运动的人自然也在增多。
发展全民健身，提供充足的体育运动场地是基
础，这也是各地政府来一直持续不断在努力的
方面。

01

产品力的重要性凸显

目前国产运动鞋服品牌在零售渠道运营、库存
管理等方面与国际品牌的差距日益缩小，现阶
段产品力的重要性凸显。国产运动鞋服品牌通
过推动产品的全新科技研发及技术迭代推出性
能媲美国际运动品牌的产品。

02

持续升级线下店铺形象

良好的门店形象可以提升购物体验，在顾客心
中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对于品牌自身而言门
店形象不仅是一种视觉展示，更是品牌文化、
理念和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出于提升短期店效
以及塑造长期品牌形象的考虑，运动鞋服品牌
持续推动门店形象升级。

03

丰富产品价格带

运动品牌产品单价的变动趋势取决于公司在不
同价位产品带的布局：李宁为了适应低线市场
竞争，适当 增加低价位产品，向下扩充价格
带；而361度和特步整体定价较低，在巩固原
有价格带的同时，持续向上推出高价产品提升
品牌力。

04

完善产品矩阵

丰富的产品矩阵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帮助品牌尽可能的捕捉生意机会，提升市场份
额，目前各运动鞋服品牌在细分赛道领域已经
逐步搭建起差异化的产品矩阵，长期来看现有
产品矩阵或将进一步完善。

05

运动鞋服出口有望进一步拓展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复苏和消费者需求的持续
增长，以及国际消费者对运动鞋服品质和设计
要求的提高，中国运动鞋服出口市场有望进一
步拓展。运动鞋服企业不断加强品牌建设和技
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设计水平，以更好地
满足国际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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