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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床上用品品类行业基础介绍

纺织品行业按其终端用途可划分为三个产业，即服装用纺织品业、产业用纺织品业和装饰用纺织品业。装饰用纺织品

业一般又称为家纺，也就是家用纺织品业，床上用品行业是家纺的其中一个子行业。床上用品是家纺的重要组成部分，按

照中国家纺协会的分类：包括 1床上用品类、2 窗帘类，3 洗漱厨房纺织品类、4 家具类纺织类（靠垫、座垫）等。其中床

上用品类别占据家纺行业第一位，产值占中国家纺业 1/3以上。在中国，床上用品业又称为寝装业，或者叫寝具业、卧具业

及室内软装饰业。不过目前多数行业人士还是习惯使用家纺行业的大概念。床上用品主要包括：枕芯、被褥、床垫、枕套、

被套……目前市场上比较流行的床上用品品牌大都有自己的主打产品，而整体寝具的概念则是把各种床上用品单件组合为

整套的卧室设计方案，方便客户的选择。

第一节 床上用品主产地及发展

一、床上用品的主产地是南通的通州和海门，叠石桥和志浩是有名的批发市场。

二、床上用品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96年以前，中国的家纺行业是作为被子、被套等单独的产品存在。

第二阶段：1996-2000年，是中国家纺市场的起步期，今天的家纺大品牌，基本都在那时候奠定市场地位。

第三阶段：2000-2005年，是中国家纺行业的井喷发展阶段。本阶段的发展后期，在渠道上采取了加盟专卖体系，并开

始打造品牌形象。

第四阶段：2006年之后，家纺行业逐渐进入稳步增长期，并初步形成了国内品牌的三大阵营。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12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44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65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66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675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46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597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70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71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6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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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家纺行业的市场容量

根据发达国家的纺织品消费量计算，服装/家用/产业用纺织品各占 1/3，而我国的比例为 65：23：12，而按照多数发达

国家的标准，服装消费与家用纺织品消费支出应基本持平。行业权威数据预测，在未来 10年中，家纺消费市场每年的增长

率将不会低于 20%，家纺人均消费每增加 1个百分点，中国年需求就可增加 300多亿元。

近年来，国内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同时，随着我国企业的设计和技术水平逐步提高，以及人

们对家纺产品的消费观念的变化，家纺市场巨大的消费潜能将被释放出来，未来几年，中国家纺市场预计将净增加 2000-3000

亿元的市场。

第三节 中国家纺市场的消费力

国内房地产市场(加上大量的旧宅改造)发展迅速，每年家居装修的工程将达 3000亿元以上，而且每年以 30％的速度增

长，今后三年内将达到 5000亿元。居民装修房屋花在家纺用品的购置费用，约占整个工程的 25％，即每年有 750亿元。

国内家用纺织品有 50％集中在大城市，30％集中在县级市，而人口占全国 70％的农民，消费量只有 20％。农村的生活

水平提高、居住条件改善、与城市间交流频繁，都将促使其对家纺提出较高的需求，未来潜在的农村市场逐步启动，将是

一块大市场。

我国每年有 1000万对新人结婚，以每对新人在家纺上消费 2000元计算，则每年仅此市场就有 200 亿元的消费市场。

旅游业的发展：星级酒店、连锁酒店、快捷旅店等的大量发展，在配套的床上用品和装饰用品上的使用，近几年都达

80亿，并且还在以 10%的速度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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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家纺行业的市场发展现状

一、市场增长速度快、市场秩序乱

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消费量和消费水平迅速的提升，家纺行业的从业者从业水平却相应提升较慢。很多纺织、服装

企业向外延发展家纺，把发展家纺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新从业者的大量涌入，未带进新的发展观念和技术，势必形成同

一水平，同质发展的局面，严重打乱了市场的秩序。

二、行业企业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中国家纺企业效率普遍不高，对市场冲击承受力较低；企业缺乏中高级人才，企业家队伍的发展滞后于行业发展，导

致企业没有能力建立适用快速变化的产品开发机制、资本运营机制和员工激励机制等。

三、产品附加值低

服务质量差，品牌意识薄弱，营销手段落后，行业文化建设跟不上，缺乏过硬的品牌等因素导致我国家纺产品的消费

附加值低，顾客满意度不理想。

四、研发设计能力弱

家纺行业的迅速发展，家纺设计人才供应出现严重不足；同时，设计师行业知识浅薄，专业素养差，自主创意不足，

较多是哪来主义。

五、产品缺乏文化内涵

家用纺织品不能仅限于生活用品的意义，它更是一种家居艺术，表达的是生活主张和文化诉求。但目前市场上的大多

数产品对消费者研究不足，没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和风格，产品同质化，无文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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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床上用品发展趋势

一、床上用品发展趋势

1、针对细分市场推行多品牌战略。近几年以来，我国家纺行业竞争日益加剧，消费需求不断细化，针对这种情况，家

纺企业纷纷以多品牌战略实现对床上用品细分市场的覆盖，针对市场多重需求建设多品牌梯队。

2、高档化需求旺盛。受不断壮大的富豪阶层和中产阶级消费需求拉动，高端家具产品受到欢迎，2011年床上用品高端

品牌寐市场综合占有率为 2.44%，而 2010年市场综合占有率仅为 1.86%。

3、床上用品更注重艺术美感。跟过去相比，市场中的床上用品在款式上、图案上都更加时尚，更为注重流行色、流行

元素的运用，为了实现搭配上的和谐，商家还推出四件套、七件套、九件套等系列产品。

二、2012201220122012年床上用品流行趋势

“花卉主题、异域风情、魔幻、科技”完美诠释了 2012年床上用品的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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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行业标准

床上用品执行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以下介绍的是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

1、配套床上用品执行标准：GB/T22844-2009GB/T22844-2009GB/T22844-2009GB/T22844-2009

本标准规定了配套床上用品的质量要求、抽样、试验方法、标志、包装。本标准适用于以纺织原料为主的配套床上用

品。

2、绗缝制品标准：FZ/T81005-2006FZ/T81005-2006FZ/T81005-2006FZ/T81005-2006

本标准规定了绗缝制品的术语、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全部技术特

征。本标准适用于以一定压缩回弹性絮用天然纤维、化学纤维、动物纤维和羽毛羽绒(或其混合物)为填充物，并与各种纺织

面料、里料经绗缝工艺制作生产的各类制品。

3、拉舍尔床上用品执行标准：GB/T22855-2009GB/T22855-2009GB/T22855-2009GB/T22855-2009

本标准规定了拉舍尔床上用品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包装。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纤维

纯纺或混纺以经编单层拉舍尔为主要面料制成的床上用品。本标准不适用于以羽绒、羊毛为填充物的产品。

4、枕、垫类产品执行标准：FZ/T62009-2003FZ/T62009-2003FZ/T62009-2003FZ/T62009-2003

本标准规定了枕、垫类产品的要求、抽样、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包装。本标准适用于以纺织纤维为主要原料

的各种枕、垫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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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儿童品类行业基础介绍

儿童行业概况：中国婴童市场是全球公认的朝阳市场，据统计，中国 0-16岁儿童人口 3.8亿，约占中国总人口的四分

之一，而且每年大约有 2700万新生儿出生。包括童装、童鞋、玩具在内，儿童品类市场规模约有 2300亿元，中国婴童产

业增长率高达 30%。

第一节 玩具篇

一、概况：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制造国和出口国，目前，我国现有两万多家玩具企业，从业人员超过 400 万，年产值 1000多

亿元，占世界总产量的 70%以上，销售增长率 40%。

二、行业发展趋势：

1、品牌的建立与整合：建立自主的品牌、掌握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和喜好；

2、发掘潜力巨大的成人玩具市场：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生产成人玩具的企业，市场上成人玩具专柜也极其罕见，因

此成人玩具市场空间很大；

3、加强产品内销：玩具在家庭消费中的比例会越来越大，对于内销市场，应还加大投资力度，使玩具行业成为我国的

突出产业。

三、玩具发源产地：

广东玩具业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后得到迅速发展。1988年产值仅 14亿元，2007年增到 1218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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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87倍，成为举世公认的玩具大省，全球消费的玩具，有 70%~75%来自中国，中国生产的玩具，出口占 80%~85%。广东

玩具的出口，内销以及进口都居全国前列，是全球最大玩具生产基地。

四、行业标准：

目前我国在儿童玩具方面所实行的标准是《国家玩具安全技术规范》，这是一个具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其中，机械物

理性能、燃烧性能、可迁移化学元素等所有技术要求与国际标准 IS08124《玩具安全》的规定是完全一致的，并对 8 种重金

属有限量规定，而欧盟对特定重金属的限制有 19种，可见欧盟玩具安全指令对重金属要求更加严格和苛刻。

第二节 童装篇
一、概况

童装的行业增长率约 25%，市场规模约有 900亿，目前我国童装企业数量大约有 6000家，不到全国服装企业总数的 10%，

童装产量仅占全国服装总产量的 6%，所以童装市场仍有庞大的需求量，这将有利于童装行业的长足发展。

二、发展趋势

设计水平的提高使童装产品更加时尚化、个性化、国际化、产业化，品牌定位差异性与多样性逐渐明显，从款式、面

辅料到营销方式都将更加贴近顾客的心理感受，并有以下三个发展特点：

1、成人化：具有都市感的经典设计款式，如多袋裤、可配靴子裙子的洋装、小西服等；

2、面料环保：环保型材料是目前童装主流，如羊毛内衣、磨毛内衣、彩棉内衣、织布等；

3、穿着方便：适应儿童好运动，经常需要更换衣服特点的童装，如可拆袖的羽绒服等。

三、童装三大产地

织里镇：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东部，北依太湖，历史上因织造业兴盛而得名；



业务周刊第二十二期针纺鞋帽品类培训手册系列一行业基础篇

10

风里街道：地处“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是福建省石狮市的中心区，是石狮纺织服装的主要发源地；

佛山环市童装生产基地：建筑面积 11万平方米，是全国最大的童装生产基地和厂家直销中心，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

俄罗斯、南非和中东等国家和地区，涌现出一大批童装知名品牌。

四、行业标准

目前我国服装行业已有国家标准 38 个，行业标准 27个，包括基础标准、方法标准和产品标准。而童装行业目前国家

只制定了《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规格》《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等国家标准，来规范我国童装销售市场，童装的整体标准

体系建设还有待于完善，在未来的两三年里，我国将申报关于儿童服装安全性要求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对童装面料的 PH值、

色牢度、服装的安全环保性等方面进行规范，以提高我国儿童服装的安全性能。

第三节 童鞋篇

一、行业状况

中国童鞋市场每年有 380 亿元的市场规模，中国童鞋产业的发展目前还处于品牌竞争初级阶段，市场尚未成熟，目前

国内童鞋市场进口品牌为 20%，国内品牌 10%，剩下 70%属于无品牌产品。销售也处于初级阶段，层次比较低，只是依靠

省级批发市场的辐射阶段，不能满足童鞋品牌发展的要求，所以童鞋市场空间巨大，前景光明。

二、行业标准

《布面童胶鞋》标准于 2011年 7月 1日正式生效，此标准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共同

发布，是中国童鞋行业首个国家强制性标准，涉及项目包括游离甲醛、外观质量、耐磨性能、外底硬度、鞋帮带拉出强度、

底墙与帮面剥离强度、衬里和内垫耐磨擦色牢度等，它的颁布实施对于我国童鞋产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提升童鞋安全性

的同时，又推进了童鞋行业技术方面的创新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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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鞋品类行业基础介绍

第一节 鞋的起源与发展

鞋的产生与自然环境、人类的智慧密不可分。远古时代，土地的高低不平，气候的严寒酷暑，人类本能地要保护自己

的双脚，于是就出现了鞋：简单包扎脚的兽皮，树叶，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鞋。

公元前 8000 年 在密苏里州，发现了美洲土著人的鞋子遗骸。

公元前 3300 年 一个死在法国高山上的冰商，留下了一双原始的用草编织的鞋子。

公元前 3000 年 在埃及的神殿，可以发现关于鞋或鞋匠的油画。

公元 100 年 光着脚丫是希腊奴隶与自由人服装上最根本的区别。

公元 200 年罗马皇帝马可.奥里利乌斯声明，除他和他的继承人外，任何人都禁止穿红色沙鞋。

15世纪 骑士都穿长鞋头（24英寸长）的鞋，素来提倡节俭的法律明文规定鞋头的长度。

16世纪早期 在达芬奇的影响下，发明了高跟鞋。

16世纪中期 30英寸的高跟鞋风靡了整个欧洲南部。

17世纪早期 作为一种最流行的点缀，鞋带出现了。

17世纪末 由于误译，法国童话故事中的灰姑娘的绒布拖鞋，变成了灰姑娘的水晶鞋。

18世纪中期 花费近百年的时间，才终于取代了传统制鞋方法，第一家鞋厂出现。很快，第一家鞋铺又在波士顿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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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早期 扁平鞋与希腊沙滩鞋很受欢迎。

19世纪中期 出现了第一双运动鞋（也称橡皮底帆布鞋）。随后，伊莱亚斯、豪发明第一部针车。

19世纪末 服装不可缺少的装饰品---搭纽扣，也运用到鞋款上，并很快成为时尚标准。

本世纪以前，鞋匠与木匠、铁匠和裁缝一样，是一个低贱的行当。鞋的设计不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具有艺术性的工

作，而被看作是整个制鞋工序中的一部分。

著名鞋业设计师主要崛起在欧洲，因为在美国随着现代鞋业大规模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个体鞋匠显得多余。 美国的鞋

业起萌于新英格兰的殖民地，那里的农夫冬天在厨房里制作自家用的鞋，整个家庭都参与这项工作。男人割皮革、贴鞋底，

女人缝鞋边。殖民时期鞋匠们所用的工作台现在成了收藏家的物品。 由于掌握了制鞋的技艺，一些有胆识的农夫就开办了

小鞋作坊，三四个工人一起把当地鞋匠缝好的鞋料进行拼装、上底，然后制成成品鞋。

1750 年，马萨诸塞州的利恩建了一个制鞋厂，使当地的制鞋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 1793 年，他们在波士顿开办了第一家鞋业零售店，每逢周三和周六出售成品鞋。 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发明家们一

直致力于缝纫机的改进。直到 1790 年，第一台专用于皮革加工的缝纫机才由一个名叫托马斯·圣特的英国人改造出来。它

差不多只是一个垂直向上可在皮革上打孔的锥子。 英国的马克.布朗勒爵士曾任纽约港的总工程师，他发明了一种压力机，

可用金属针把鞋帮与鞋底缝起来。为了在英国反拿破仑的战争中尽职，在伤残军人的帮助下，布朗勒一天生产 400 双鞋子。

战争结束以后，英国的制鞋工业又回到了手工操作的方式，鞋的产业正式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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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鞋产量介绍

中国鞋业迅猛发展。尤其在 90年代后，产量和出口量一路飚升。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鞋大国和鞋类出口大

国。拥有制鞋企业 2万多家，从业人员 22万多人。从中国皮革协会了解到，2010 年我国生产了 130 亿双鞋，约占世界总产

量的 65%，位居第一。作为贸易大国，我国有近百亿双鞋产品销往世界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份额 337 亿美元(不含鞋

材等)，出口鞋数量及金额分别占世界鞋类出口数量及金额的 73%和 40%，位居第一。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内销市场 2010 年

总量达 27 亿—30 亿双，目前达到每人每年 3双鞋。约占世界鞋类消费市场的 15%左右，位居第二。

第三节 鞋的消费趋势

目前，中国人均鞋类消费相比美、日、韩和西欧国家低很多，但是鞋类市场呈现快速发展势头，增长空间很大。中国

是 13亿人口的消费大国，未来中国皮鞋行业的市场潜力巨大，尤其在国家扩大内需的情况下，随着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零售市场的快速发展，预计未来皮鞋的销售量和销售额整体将保持快速上升趋势。未来中国仍

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鞋类产品消费市场之一，市场前景非常广阔，皮鞋消费量将保持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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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鞋的生产基地

中国形成了“三洲一都”（温州、广州、泉州与成都）的鞋业生产格局，“三洲一都”是中国最具规模、最集中的四

大制鞋基地。在这四大制鞋基地分布着我国主要的鞋类专业市场。

温州： 鞋革业是温州的支柱产业之一，现在鞋业生产企业 4300 多家，从业人员 40多万，年产皮鞋 6亿双以上（约占

全国产鞋总量的四分之一）。每年递增速度在 10%左右，全市制鞋业以皮鞋制造为强项，以制造男鞋为主，并生产女鞋、胶

鞋、童鞋注塑、拖鞋、特种鞋等为重点。

成都：成都是中国重要制鞋基地之一。现有制鞋企业 3000 多家，生产中低档女式皮鞋、童鞋、男式皮鞋，产品销往国

内外。 年产皮鞋过亿双、年产值过 50亿元的规模产业。拥有女鞋生产企业 1100 多家，女鞋产量占全区鞋产量的 98%，位

居全国第三，出口量在 70%左右，远销 35个国家和地区，并于今年获得“中国女鞋之都”的称号。

广州：广东是全国最大的鞋业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广东年产鞋量、年出口量和出口值占全国一半左右。2011 广东鞋

类出口达 20亿双，占全国出口总数 44.89%，比去年同期增长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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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鞋类相关标准
执行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现行的行业标准是 QB/T 1002-2005。

基础标准：

1、GB3293—82 中国鞋号及鞋楦系列国家标准

2、GB2703—81皮鞋工业术语国家标准

3、GB/T 9883—88 胶鞋术语国家标准

4、GB/T6677—86 布鞋分类国家标准

5、GB/T3293—1998 鞋号国家标准

产品标准

1、QB 1002—90 胶粘皮鞋行业标准

2、QB 1002—97 胶粘皮鞋行业标准

3、QB/T 1003—90 硫化皮鞋行业标准

4、QB/T 1004—90 缝制皮鞋行业标准

5、QB/T 1005—90 模压皮鞋行业标准

6、QB/T2307—97 皮凉鞋行业标准

7、GB/T 1470—92 出口皮鞋、皮拖鞋与室内皮便鞋行业标准

8、GB/T 1507—94 旅游鞋国家标准

9、ZBY 78004—87出口训练鞋专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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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B/T 9893—88 乒乓球运动鞋国家标准(已调整为 HG/T 2870—1997)

11、GB/T 10506-89 注塑鞋国家标准

12、GB/T 10507—89 橡塑冷粘鞋国家标准

13、GB/T 10508-89 橡塑凉拖鞋国家标准

14、HG/T 2016-91 蓝排球运动鞋行业标准

15、HG/T 2017—91 普通运动鞋行业标准

16、HG/T 2018—91 轻便胶鞋行业标准

17、HG/T 2019—91 黑色雨靴(鞋)行业标准

18、HG/T 2020—91 彩色雨靴(鞋)行业标准

19、HG/T 2182—91 棉胶鞋行业标准

20、HG/T 2401—92 工矿靴行业标准

21、HG/T 2494—93 布面童胶鞋行业标准

22、HG/T 2495—93 劳动鞋行业标准

23、GB/T 3807—94 聚氯乙烯微孔塑料拖鞋国家标准

24、QB 1471—92 工业靴行业标准

25、QB/T 1652—92 聚氯乙烯夹心发泡组装凉鞋行业标准

26、QB/T 1653—92 聚氯乙烯塑料凉鞋、拖鞋行业标准

27、SG 169—84 缝绱布鞋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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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ZBY 78001—86 胶粘布鞋专业标准

29、FZ 82001—91 硫化布鞋行业标准

30、FZ/T 82003—93 注塑布鞋行业标准

31、GB 12623—90 防护鞋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

32、GB 12011—89 绝缘皮鞋国家标准

33、GB 12018—89 耐酸碱皮鞋国家标准

34、GB 4385—1995 防静电鞋、导电鞋国家标准

35、GB 7054—86 胶面防砸安全靴国家标准

36、GB 12015—89 低压绝缘胶鞋国家标准

37、GB 12017—89 防刺穿鞋的抗刺穿技术条件及试验方法国家标准

38、GB 12019—89 耐酸碱胶靴国家标准

39、GB 12020—89 耐酸碱塑料模压靴国家标准

40、LD3—91 防振鞋一般技术条件行业标准

41、LD4-- 91 焊接防护鞋行业标准

42、LD32—91 高温防护鞋行业标准

43、LD 50-94 保护足趾安全鞋（靴）行业标准

44、LD 60—94 森林防火鞋行业标准

45、LD 63—94 高压绝缘胶鞋（靴）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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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2012鞋子流行趋势
一、男鞋

色系上还是以冷色系与大地色系为主，颜色基本偏深，除了基本的黑色、咖啡色以外，像是橄榄绿、土色、褐色、灰

色等等都是流行的色系，款式上从简，较少卯钉、亮片的处理。材料上面以甩花压纹皮料、反毛皮、机皮等等为主。

二、女鞋

混搭趋势：时尚混搭流行趋势逐渐发展起来，同时鱼嘴踝靴迅速走红。本季设计师们继续大胆尝试，将鱼嘴的款式引入靴

中。Alexander McQueen и Balma 的新品以花边和针织混搭为主，Dolce & Gabbana 的设计师们则将重点放在了透明塑料

材质上。即便是一个小小的改动也重新使那些经典老款的靴子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而雪地靴也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概念。

这样一来针织靴就显得平淡无奇了，大量的针织和花边是今年春款的典型代表。

新奇混搭：混搭风主导了今季的梯台，皮革与麂皮，纺织和镂空相结合，Burberry的设计师们将皮革和尼龙相结合，Bottega

Veneta 则独特的将“编织”加入靴子的设计中，Emporio Armani 则大量运用了纺织元素。麂皮靴则加入了皮革和毛皮的元

素。

第二层皮：通常，时髦的靴子都是紧贴脚部的，将脚部的线条很好的展现出来。尤其是长靴子更是如此，即使有的长靴并

不贴身，Michael Kors и Rick Owens 的设计师们也建议大家一定要赤脚穿。Balenciaga, Balmain, Miu Miu 的新品在贴

身的紧靴后面配上长长的拉链，很好的展现了腿部的线条。

夸张的高跟鞋：经过了传统的厚底和坡跟的冬靴，终于迎来了高跟鞋的时代。和以往那种高稳的鞋跟设计不同的是，今年

Balenciaga, Alexander McQueen, Jean Paul Gaultier 将鞋跟设计成了弯的弧形。这种鞋的稳定性非常值得怀疑，因为鞋

底有一部分是悬在空中的。柱形鞋跟，三角形鞋跟，弧形鞋跟和未来感鞋跟似乎把我们带回到十六七岁的年代。

丰富的装饰：该季即使简单的黑色或白色款式都装饰上了贴花、绣花、动物图案、花纹和几何印花，甚至是蕾丝。装饰花

边、不固定的皮条、装饰性拉链和扣子，都是今年潮靴的主要特点。各种各样鲜亮和独特的装饰品出现在鞋子上：纽扣，

花边，扣子，吊带，褶皱和浪漫的蝴蝶结。金属和珠子也被大量运用在鞋和鞋跟上。编织元素也被用在了鱼嘴款混搭靴上。

颜色：今年主打颜色除了黑色和白色，还有棕色和米色，以及亮色系的深蓝色、黄色、红色，绿色和豹纹。爬行动物兽皮

的纹路图案和各种各样动物的图案都被运用到了鞋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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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针棉羊毛品类行业基础介绍

第一节 羊毛羊绒品类篇

一、羊绒品类的起源及发展

20202020世纪 20202020年代（初）

羊绒衫早期被人们认为是功能型或运动型的服装品类，人们对它的需求非常小，运动的时候选择羊绒衫的人也不是很

多。然而让巴度和香奈儿却在 20年代，将这种局面改变，他们通过大量的宣传以及时尚的设计，让羊绒衫成为了时尚的代

名词，一时之间风头无量，有非常多的人想要拥有它。

20202020世纪 20202020年代 （末）

夏帕瑞丽（Elsa Schiaparelli)职业生涯就开始于其极具创新性的插画似的针织品。使她一举成名的是 1927年的一件黑色

羊绒衫，配以白色的蝴蝶结图案，这种独特的设计在当时制造了非常大的影响力。著名时尚杂《vogue》称它为“一件艺术

的杰作”，夏帕瑞丽催生了图案似的羊绒衫。

20202020世纪 30303030年代

1933 年，Pringle 设计出了非常时尚的羊绒衫，并且在 1935年左右很快引进了羊绒衫两件套。Pringle 将高尔夫的一种

运动的两件套开衫和套头衫改良，创作了可以在正式场合上穿的两件套。两件套和珍珠项链一起，成为一种经典的英国风

尚，再次燃起大众对羊绒衫的喜爱之情。

20202020世纪 40404040年代

1940年，美国的设计师 Claire potter 在她的系列中推出了礼服款的羊绒衫。一年后，Mainbocher 将英国制造的羊绒开衫



业务周刊第二十二期针纺鞋帽品类培训手册系列一行业基础篇

20

做成晚礼服。20世纪四五十年代，晚礼服款的羊绒衫成为衣橱必备。这些羊绒衫用金属、刺绣、蕾丝、珠宝、水晶、皮草

等装饰。于是一个装饰性的羊绒衫流行时尚时代开始了。

20202020世纪 50505050年代

著名设计师 Helen Bond Carruthers( 1896-1970 )的经典作品，将刺绣融入到羊绒衫的设计理念之中，再次让业界为之惊

叹。

二、我国羊绒产业产量概述

羊绒素有“纤维钻石”和“软黄金”之称，是一种珍贵而稀有的天然动物纤维。

我国拥有全球 75％的山羊绒（无毛绒）产量和 95％的优质山羊绒产量以及 80％以上的山羊绒绝对出口量。目前，全球

羊绒年产量约为 2 万吨，其中，我国产量就达 1.5万吨以上。我国羊绒不仅产量第一，且质量好，细度、白度也很高。但这

些资源优势并没有让我国羊绒加工行业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话语权，作为世界羊绒生产、加工和出口大国，我国羊绒却从未

卖出“黄金价”，而是一直“赚小钱”。

三、羊绒的主产地：

世界山羊绒生产国主要有中国、蒙古、伊朗、印度、阿富汗和土耳其，其中，中国产量每年约 16000-17000吨，约占世

界总产量的 50－60%，而且质量也最好，主要产地为内蒙古、新疆、辽宁、陕西、甘肃、山西、山东、宁夏、西藏、青海

等省、区，以内蒙古的产量最高，质量最好。河北省清河县被称为羊绒之都，为中国最大的羊绒加工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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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羊绒产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自主品牌，贴牌生产赚微利

尽管我国是羊绒生产、加工和出口大国，但出口的羊绒制品大部分多以贴牌生产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自主品牌很少。

在我国每年出口的羊绒制品中，99%以上为贴牌出口，以自主品牌营销的比例不足 1%。而贴牌生产的利润很薄，其出

口价格仅为所贴牌产品国际市场价格的 1/10。由于缺乏自主品牌，我国羊绒产业只能沦为外国企业“原料基地”和“第一

车间”。

2、产业集中度低、重复建设严重、产能严重过剩

在我国 2600多家羊绒加工企业中，羊绒衫年生产能力在 50万件/年以上的加工企业不足 10家， 99%的羊绒加工企业

生产能力都在 1～10万件/年，大部分小企业为重复建设。

目前，在国内共有羊绒制造企业 4000多家，每年羊绒制品产量约为 4000～5000万套/年，整个市场的饱和量大约为 3000

万套/年，由此看来，我国羊绒产业供大于求。而众多小企业进入羊绒加工行业的后果是产能严重过剩。我国羊绒企业加工

能力已达羊绒产量的 3～4倍；羊绒衫的生产能力超过 4000万件/年，而出口量仅为 2000万件/年左右。

3、羊绒制品出口量增价跌

目前，我国无毛绒产量已从 1972年的 300吨增至 2001年的 1.1万吨，2006年更是达到了 1.6万吨。而出口量也随着产

量的增加迅速增长，从 1997年的 2257吨增至 3158吨，但出口单价却一直低于 10万美元/吨。

近 10 年来，我国羊绒出口一直在低价徘徊，最低价不足 5 万美元/吨，最高价不足 10万美元/吨。其中，1999和 2004

年的出口量最多，但价格却最低，长期以来的数量型增长导致羊绒资源大国一直在“赚小钱”。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

我国出口羊绒制品 13.32亿美元。其中，羊绒衫出口 6.02亿美元，羊绒围巾出口 4.3亿美元，羊绒纱及其他制成品出口 3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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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2001年，我国出口羊绒制品 5.1亿美元；5年来，羊绒制品出口额增长了 160%以上，但出口价格却反而日益下跌。2001

年，羊绒制品平均出口价格为 31美元/件，到 2006年则降至 28美元/件。

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理事长彭燕丽指出，我国羊绒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利润空间减小、品牌推广及国际营

销渠道经验不足、市场不规范等问题。美国全纺织业协会主席 Karl Spilhaus 也曾表示，中国羊绒制品生产企业应该更加注

重产品质量，而不是企业规模。由此可见，我国羊绒产业必须进行产业升级，改变目前以量取胜的战略。

五、2012201220122012年羊毛衫新品四大流行趋势

“变换”是时尚的最佳表情，可以说所有的时尚都建立在变换之上。2012年春夏，控温、养肤、保健、耐热，是羊毛

衫新品四大流行趋势。

趋势一 “空调”随身带

最新研制的 Outlast温度调节纤维又称空调纤维，顾名思义，穿上这羊毛衫，就可以达到如随身携带一台“微型空调”

的神奇效果。

趋势二 “牛奶”贴身穿

牛奶蛋白纤维系列将液状牛奶去水、脱脂，加上揉合剂成牛奶浆，再经湿纺工艺及科技处理成牛奶丝。牛奶蛋白纤维

由于其重要原材料是牛奶蛋白质，故含有氨基酸 17种之多，以牛奶丝织布成衣，贴身穿着有润肌养肤，滋滑皮肤的功效。

趋势三 “保健”新时尚

羊绒衫一向以轻、薄、暖著称，最新研制的“混搭型”羊绒衫打出了多样化的招牌，为羊绒衫更增“保健”砝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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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丝、真丝、棉、牛奶纤维、羊绒混纺面料制成的羊毛衫手感柔软，颜色较亮丽，使产品向轻、薄方向发展，体现了天然

与科技的完美结合，并具有生物保健功能和天然持久的抑菌功效，透气性和吸汗性极佳，符合现代生活的高品质需要。

趋势四 毛衫也“爽身”

桑蚕丝细度比较均匀，吸湿性较强，有很好的色牢度和光泽。桑蚕丝还有一个耐热的特点，夏季穿着比较凉爽，而羊

绒一直享有“纤维之王”的美誉，它的特点是纤细，柔软，稳定不变形，穿着舒适。两者结合，相得益彰。

第二节 针棉内衣品类篇
一、内衣行业概况

据《2009-2012年中国内衣市场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显示：中国的内衣市场，年销售额在 1000亿以上，且每年

以近 20％的速度在增长，女式内衣占到了 60％。当前我国的人均内衣消费额是 5美元，仅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专

家指出，未来 3到 5年，将是女性内衣市场的全面爆发期。届时，中国女性内衣消费增长率将高达 20%，如果按 13亿人计

算，销售总值很可能会超过 8000亿元，巨大的市场份额如金山般，亟待更多创业群体来淘金。

二、行业标准

新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延期实施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是 2005年开始实施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其对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性能作出了强制性

要求。为适应纺织行业发展和科技水平进步，2010年，《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在 2003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

于 2011年 1 月 14日批准发布，原定于 2011年 8月 1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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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 2010年版标准对纺织产品的要求更加严格，由于纺织服装产品生产周期长且产品本身不存在有效期，因此纺

织服装企业的库存量一般较大，其库存进入流通领域直至销售完毕的时间较长。为了给企业一定的缓冲期，纺织工业协会

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呼吁，根据国标委批复，GB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延期至 2012年 8月 1日起实

施。自 2012年 8月 1 日起，不符合 GB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纺织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

口。

服装类常用的执行标准：

1、棉针织内衣：GB/T8878-2002

2、袜子：FZ/T73001-2004

3、桑蚕丝针织服装：FZ/T43015-2001

4、文胸：FZ/T73012-1998

5、低含毛混纺及纺毛针织品：FZ/T73005-2002

6、腈纶针织内衣：FZ/T73006-1995

7、针织运动服：FZ/T73007-2002

8、针织 T恤衫；FZ/T73008-2002

9、羊绒针织品；FZ/T73009-1997

10、针织工艺品：FZ/T73010-1998

11、针织腹带：FZ/T73011-1998

12、针织泳装：FZ/T73013-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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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亚麻针织品：FZ/T73015-1999

14、粗梭牦牛绒针织品：FZ/T73014-1999

15、针织保暖内衣、絮片类：FZ/T73016-2000

16、针织睡衣：FZ/T73017-2000

17、毛针织品：FZ/T73018-2002

三、全国内衣生产基地有哪些？

内衣生产全国各地都有，而且大小规模不一。目前中国内衣生产将近 9 成是在下列中国的主要内衣生产基地生产：

1、汕头。全中国市场里，有一半以上的内衣是在这里生产，这里生产的内衣一般有两个档次，流通产品与三线品牌的内衣

几乎集中在这里生产。家居服也主要集中在这里生产。

2、深圳。在深圳的内衣工厂，大部分都以是做出口加工贴牌为主，工厂都比较大型，产量非常巨大，做内销品牌的工厂比

较少。有几个比较大的工厂如：益康内衣厂，维珍妮内衣厂，TOPFORM内衣厂等。

3、东莞。情况与深圳相似。有代表的内衣厂有：高华集团的种子制衣厂，沛恒制衣厂，合隆内衣厂，安盈制衣厂等。

4、南海。佛山南海区，特别是南海的盐步镇，是中国二线品牌的生产集中地，在这里培育出多个二线品牌。如奥丽侬，依

曼丽，嘉莉诗，依之妮等知名的二线内衣品牌。

5、中山。中山市小榄镇中国男女内裤生产基地，中国大部分的盒装男女内裤都在这里生产，各大品牌也有在这里请工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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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们加工贴牌。在这里也有好些出名的内裤品牌，如：汶权内裤，依之舍内裤。这里也有出名的文胸品牌与家居品牌，

分别是：富妮莱与康妮雅。除了这里，中山还有一批工厂是做出口加工的，产量非常巨大，一个月产量达到五百万的内衣

工厂也不少，如：卓盈丰制衣厂，英商马田制衣厂，心华制衣厂等。

6、华东地区。浙江-浙江范围以义乌为代表，生产的是无缝类的内衣。浙江代表的内衣品牌是娅茜，近年发展得比较不错。

上海，江苏也有一部分内衣厂，但是规模与配套都没广东地区成熟。

7、华北地区。代表地区是北京和大连，有一部有名的企业就诞生在这里，北京爱慕，大连桑扶兰内衣等，发展情况类似与

华东地区。

四、内衣市场的流行趋势

内衣市场的流行趋势：时尚化、品牌化、功能化、普及化、创新化，而“舒适”是永恒不变的基本要求。同时，内衣

产品的流行趋势，还体现在面料和科技工艺上，如新型面料、功能性织造工艺、纳米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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