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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小服饰企业发展问题及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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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 SWOT分析法，研究了我国中小服饰企业发展中的优势、劣势、机会和挑战，继而提出了加快中小服饰企业的改革

进程和品牌升级转型的策略建议，以期为我国中小服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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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服饰企业是我国服装行业的主力军，而服饰产业又是我国
的传统支柱产业，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企业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因此，如何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寻找出路，
显得尤为重要。

1 中小服饰企业发展现状
服饰行业属于我国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据调查统计，2019

年我国服饰行业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约 16，010亿元，约占当年
我国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总值的 51%。如下图所示：

图 1 2014-2019年中国服饰行业产量及增长图
近年来，我国服装消费需求早已不再是“吃饱穿暖”，而是追求

自我个性时尚，因此中小服饰企业也面临着转型升级压力。2020年
2月，通过中国服装协会通过对服饰企业复工情况的问卷调查情
况，我们不难看出，大部分服装企业复工复产正向着积极良好的态
势发展，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 2 2020年疫情下我国服饰企业复工比例图
从图 2可以看出，中小型服饰企业复工率为 77%，低于大型企

业复工率 94%，由于受到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服饰市场人工短
缺、产业链相关企业复工不同步，因而出现了订单骤减、物流交通受
阻、防护资源匮乏等多方面的困境。

2 中小服饰企业 SWOT分析

2.1 优势（Strength）
（1）成本优势：服饰市场长期以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较低占据

优势，服装行业是我国最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价格在
生产成本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各企业通过快速发展企业
规模，以此来降低成本。也可通过并购增强企业能力和规模。（2）投
资规模优势：我国服装产业属于中小企业，中小服饰企业成为了促
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由于规模较小，且服饰行业进入壁垒
和技术含量较低，因而投资收效快。（3）完整产业链配套优势：我国
服饰产业具有国际上最完整的纺织产业链，包括原材料生产、加工、
仓储、运输、销售等所有环节。企业甚至可以在产业区内找到所有供
应配套厂家，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各类难度的订单。

2.2 劣势（Weakness）
（1）资金短缺，融资困难。中小服饰企业贷款难和融资难问题较

为突出。各大银行对中小服饰企业的贷款要求更为严格，而其在金
融机构对新增贷款余额中所占金额比例却比较小。（2）创新能力弱。
国内服饰行业缺少尖端服装设计师，其中大部分中小服饰企业的设
计都是跟风国际潮流，国内品牌自我创新能力较差。（3）出口利润较
少。OEM贴牌生产，是我国出口类中小服装企业的主要生产模式，
在经营模式上以薄利多销为主。（4）实体市场遭受线上电商严重冲
击。由于淘宝京东等电子商务平台的陆续出现，导致实体市场销售
份额骤减，中小服饰面对而与日俱增的实体门店成本压力，传统服
饰企业转型迫在眉睫。（5）缺乏国际竞争力。中小服饰企业由于规模
较小，在技术研发，设备更新方面也捉襟见肘，且无法跟随潮流的快
速发展。而大部分企业员工并无从事国际贸易经验。（6）产能过剩。
由于服装企业进入门槛低，投资少，收效快，可快速扩大生产规模，
但通过近几年的迅速发展，服装同类产品早已供过于求，许多企业
产品多为同类型的“爆款”，应对差异化的市场需求，服饰企业的产
品结构亟待调整。

2.3 机会（Opportunities）
（1）国内需求日益增长。随着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提高，人民的生

活越愈加富庶，国内的消费能力日渐增强，各大服饰企业纷纷由外
销转内销。（2）在网络电商的高速发展状况下，新型的营销方式层出
不穷。新型的营销方直如网络直播，减少了营销渠道的中间环节，成
本降低，且随着网络平台视频传播影响，有利于扩大中国企业的品
牌在国际上的影响范围。

2.4 威胁（Threats）
（1）丧失低成本优势。随着国内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工成本逐渐

上涨，材料价格持续上涨，我国服饰市场长久倚仗的低成本优势不
复存在，我国中小服饰企业不得不适时作出改变，以求找到新的出
路。（2）消费者对国产品牌缺乏信任。近年来，中国服饰行业正遭遇
国际产品的持续冲击影响，由于其在产品、价格、设计、品牌调性、管
理等方面较为落后，导致大量服装企业经营亏损。（3）出口企业面临
贸易壁垒。我国服饰企业出口产品成本相对较低，在出口国以价格
优势压制对方，使其采用反倾销策略对付我国出口企业，各种贸易
壁垒使得我国中小服饰企业受创严重，出口企业的境遇也遭遇新的
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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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小服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通过对中国服饰企业的 Strength、Weakness、Opportunities 和

Threats四方面的 SWOT分析得知，企业既面临强大挑战，又迎来前
所有未有的机遇。对此中国服装行业应可采取以下相应的战略措
施。

3.1 产品差异化策略
在“追求个性，拒绝跟风”理念下，个性化才是大势所趋，对产品

进行差异化定位，根据不同消费群体的实际消费心态，有针对性地
推广服饰，中小企业服饰要想在激烈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就需要
服饰进行差异化定位，形成自我特色，吸引更多消费者，同时企业应
当根据现代化新媒体进行消费者倾向性分析，针对不同消费群体设
计不同风格的服饰，扩大各年龄层次的消费群体，为企业的长远做
好铺垫。

3.2 营销精细化策略
一方面，企业应将传统的实体销售和网络销售相结合，线上线

下一齐发展，同时开发网络试装系统，让网上客户根据自己的身高、
体重、三维等数据在网上进行试装，线上下单，线下取货，让购物更
加便捷。另一方面，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双渠道销售模式，进入
各大网络平台，建立自己的旗舰店，结合自媒体进行宣传营销，直播
带货，对客户进行分类管理，精准推广。

3.3 服务精细化策略
加强售后服务，注意售后反馈，与客户建立长期的联系。例如要

同时关注线上和线下客户流量的相互推动，为此，一方面，可以建立
微信交流群，不定期开展促销活动，建立品牌信任感，以此吸引消费
者的注意；另一方面，发展多元化产品，可以准备一些网络专供的商
品用来区分网络和实体店，满足不同类型的消费者需求，同时可用
部分高端产品，引出品牌效应。

3.4 团队管理建设策略

从企业面临的困境来看，“高效节流”将是其目前的迫切需求。
至于如何高效节流效，利于“互联网+”无疑是最佳选择，团队管理的
“互联网+”化、数据化分析更是必需。

对于企业来说，首先要重视人才培养，建立学习型团队，加强培
训。另外，应该实体店降低租金成本，而实体店和中间商一直是中小
服饰企业成本高的重要因素之一。将网络销售作为一种新方式，才
能撤销部分实体门店，节约租金。线上店和线下店两者结合，才能最
大限度节约成本，生成高额利润。

3.5 信息化物流管理策略
物流一直是中小服饰企业发展电商的关键问题，也是提高客户

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应选择信誉较好的物流公司合作，便
于取得较好的售后服务效果。与此同时，企业可以进行多仓库储备，
开展区域分配，减少中转，以最快的速度完成配送，降低成本，完善
“线下取货”的配送体系，以提高客户的购物体验。

4 结束语
近年来，我国服饰行业经历了从批发商时代、零售商时代到品

牌商时代三个发展阶段。目前，我国服饰企业多为中小型企业，其
“量增长”时代已经结束，他们纷纷转战国内市场，产业升级转型蓄
势待发，有机遇，也有挑战，企业应与时俱进，加快自身转型升级、加
强技术创新、多元化生产等多方面进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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