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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品牌发展的机遇环境更加利好
• 民族复兴大计打开更广阔的品牌市场空间 • 国内消费市场恢复韧性继续显现

• 国货国潮受到更广泛关注 • 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提出：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
系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
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
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强化重要文化和
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出，
“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生命力。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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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复兴大计
打开更广阔的
品牌市场空间



“十三五”期间，我国运动服装市场规模
由1650亿元增长至2540亿元，年复合增长
率达9.01%。京东618消费趋势显示，2021
年6月1～18日期间，国潮运动品牌整体成
交额同比增长超100%，安踏和李宁成为最
受欢迎的国潮运动品牌。

运动健康领域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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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商品零售额走势

国内消费市场恢复韧性继续显现

n 消费持续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n 2020年受疫情冲击影响，消费贡献率下滑至-22.0%
n 随着统筹防疫取得显著成果，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4%

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1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12.5%，两年平均增速为3.9%。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商品零售额1.38万亿元，占限额以上单位商
品零售的9.0%，零售额比2019年、2020年
分别增长2.4%、12.7%。 

纺织服装消费市场呈现活跃态势

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1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12.5%，两年平均增速为3.9%。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商品零售额1.38万亿元，占限额以上单位商
品零售的9.0%，零售额比2019年、2020年
分别增长2.4%、12.7%。 

纺织服装消费市场呈现活跃态势



更加关注产品本身
年轻消费者对于国货的购买动机
不仅停留在爱国“情怀”
且是基于对产品本身的“认可”

Z世代成为消费主力
拥有2.6亿人口规模的Z世代消费
者对国家实力、优越社会制度、
科技进步等的认知，加之疫情防
控展现出的中国优势、中国态度、
中国精神，使年轻一代的国家荣
誉感与民族自豪感更加强烈，成
为关注国潮、推进中华传统文化
发展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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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货国潮
受到更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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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代科技与现代审美在
产品设计上融合国风元素
既能在客观上实现年轻消费
者对产品的使用需求
又能在主观上满足他们对于
颜值审美和精神内涵的追求



2021年10月31日，《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21〕24号）印发，
明确在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深圳6个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提出首批改革事项清单
共101项举措。

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市场竞争环境不断优化
2021年8月，市场监管总局、中宣部、中央网
信办、工信部等14家单位联合发布《关于印发
2021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网剑行动）方案
的通知》；

11月1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正
式挂牌，国家对反垄断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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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电商行业监管愈加严格
5月25日，七部委发布《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

8月30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

9月8日，商务部发布《电子商务直播基地管理与服务规范》
行业标准；

9月18日，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发布通知，加强文娱领域从业
人员税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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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中国纺织服装品牌焕发新生机
• 优势品牌运营整体回暖 • 中国文化支撑当代时尚

• 科技创新铸强中国力量 • 责任发展点亮中国态度

• 创意园区促进提质增效



优势品牌运营整体回暖

57家“优势品牌企业”2021年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10.38%，比2019年增长5.06%。
其中，消费品牌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74%，比2019年微增0.14%；
制造品牌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3.29%，
比2019年增长7.58%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开展的品牌价值评价结果显示，57家“2022年中国纺织服装品牌竞争力优势企业”
（简称“优势品牌企业”）总价值达1.4万亿元。

57家“优势品牌企业”2021年净利润同比增长31.58%，
比2019年增长20.21%；平均净利率7.69%，高于2020
年6.45%的水平。
其中，消费品牌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长17.54%，比2019
年增长8.02%；
制造品牌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长40.11%，比2019年增长
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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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销国潮化

品牌设计国潮化

品牌定位国潮化

品牌文化、区域文化、民族文化相结合； 
跨界联名，打造具有中国元素特征的IP；  
借助中国传统节日与礼仪文化 。

注重“国”与“潮”的融合，将中国传统文化与
时尚消费方式相结合进行品牌定位，在弘
扬民族文化的同时，构建多元包容的现代
文化体系，树立提升大国文化自信。  

在品牌产品外观造型、制作工艺、包装设
计、门店设计、陈列设计等方面，更加注
重对中国文化元素、民族精神、当代时尚
的融合运用。

“国潮”1.0时代，以复古风和符号化的
形式表达中国元素为标志；
“国潮”2.0时代，以时尚流行元素演绎
中国风，强调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为标志；
“国潮”3.0时代，在深入理解中国文化
的基础上，将传统文化与当代审美进行深
度融合，将中国文化与消费者在思想、精
神、生活层面建立更加真实的联系，从而
多元化地表达、应用与传播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支撑当代时尚



HUI
“Nü Shu 中国·女书”系列，以世界上发现的唯

一一种由女性创造和使用的文字——女书为灵

感，用女书文字本身的艺术表现力赋予时装当

代感和力量感。 

Grace Chen
秉承“静、深、富”的审美哲学，将设

计建立在对中国灿烂历史文化的深入思

考、对中国迈向现代化美丽图景的憧憬、

与国际时尚消费思潮的紧密结合。

361°
携手潮牌IISE、金顶设计师刘勇，联合打造

“东方·破晓”主题大秀，以科幻小说《三体》

的宏大故事为背景，将传统与未来兼容并蓄

地融为一体。



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调研显示，“重点跟踪培育纺织服装品牌企业”专职研发设计人员平均为327人，同比增长
4.2%，48.6%的企业研发人员超过200人，40.5%的企业专职研发设计人员比重超过10%；科研投入额增长19.7%，投入
强度平均达2.04%，高于2020年1.96%的水平，48.0%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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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销数字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
线上销售比重持续增加
数字化技术手段得到普遍运用

功能性纤维面料应用更加广泛 
新产品、新技术加快研发应用，健康、舒适、易护理、
防护、控温等功能性纤维面料开发应用广泛

制造环节新技术应用水平愈加成熟
截至2021年，纺织行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达72.1%，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为53.8%，生产设备数
字化率为54.4%，智能制造就绪率为12.9%，比
2020年分别提升1.8、4.1、2.3、2.5个百分点

科技创新铸强中国力量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于2021年6月启动“中国时尚品牌气候创新碳中和加速计划”。劲霸男
装、太平鸟、山东魏桥、晨风集团、兰精集团、杭州万事利、赛得利、申洲国际、前进
牛仔等57家企业成为集合3000亿营收时尚产业领跑者引领万亿美元市场的气候行动。 

行业气候行动
有序推进

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成为共识 

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的纺织品全生命周期评价LCA研究表明，纺织
品在材料端的碳排放影响比例可以达到30%～50%。《纤维素纤维市场：2020-2025年
预测》报告预测，2020～2025年纤维素纤维市场将以9%左右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责任发展点亮中国态度



气候
行动

亚光

太平鸟

伊芙丽

绿色
制造

国望
高科

康赛妮

愉悦

伊芙丽女装进行中国首次女装
全生命周期评价LCA实测。

国望高科于2020年底正式投产
国内首条由瓶片直接纺丝的6
万吨熔体直纺再生纤维生产线。

太平鸟LCA项目突破国内纺织服装行业
碳足迹研究缺少溯源的困境，完成了全
球第一个新疆棉的实测碳足迹数据。 

康赛妮将深海中的废旧渔网回收，通过
高科技手段加工成尼龙纤维与优质天然
原料混纺制成纱线，从而减少海洋污染。

亚光家纺的无盐低碱染色
技术具有不用盐，节水节
能、绿色环保优势。

愉悦旨在打造“可再生纤维+天然环
保染色工艺+可自然降解”的全生命
周期环保无污染流程，推出幻彩系列、
植物染麻系列、数码印花系列新品。



创意园区促进提质增效 创意设计园区创建工作对全行业提质增效作用明显，尤其是在聚集国内外设计资源、
提升行业创意设计水平、有效服务纺织服装行业发展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企业高校依
托园, 19

产业集群园
中园, 10

中心城市时
尚园, 9

专业市场创
意园, 9

时尚创意特
色小镇, 4

互联网平台
园, 2

服务产业模式
多类型融合、多功能发展

创意生态构建型1

2

3

4

智慧支撑型

品牌孵化型

资源输出型

系统服务型5
纺织服装创意设计

试点示范园区
入驻设计机构

（万家，含线上）
入驻设计师
（万名）

网签设计师
（万名）

服务企业
（万家）

孵化品牌
（个）

53家试点园区 349.3 6.3 173.1 146.1 6637

9家示范园区 347.7 3.6 39.4 142.9 1185

工业和信息化部确定的“纺织服装创意设计试点园区（平台）”分类统计



03 品牌建设重点关注与发展方向
• 系统提升中国纺织服装品牌竞争力 • 加大培育新型消费的品牌引领力

• 着重强化品牌的可持续发展力 • 注重发挥专业化平台支撑力



系统提升中国纺织
服装品牌竞争力

加大培育新型消费
的品牌引领力

着重强化品牌的
可持续发展力

注重发挥专业化
平台支撑力

1 2 3 4

培育一批品牌价值百亿以上
的制造品牌和消费品牌；
培育一批品牌价值千亿以上
的区域品牌。

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
鼓励实施绿色发展战略；
构建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
营造绿色消费的良好氛围。

纺织服装创意设计试点示范园
区，中国品牌日、品牌消费节、
时装周、博览会、时尚节以及
优势网络平台。

重点关注当代青年消费生活方式；
满足不断升级的新消费需求；
注重中华文化的引领应用；
挖掘创新品牌运营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