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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2008 年發生全球金融海嘯至今，歐美市場景氣仍舊低迷，歐債及美國失業率問題

截至 2011 年下半年為止仍未能有效改善，甚至有引發二次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反觀中

國大陸，勞動工資大幅調漲，再加上人民幣的升值，帶動中國大陸消費實力快速增長，

在全球經濟地位也更顯重要。此外，2011 年中國大陸展開的「十二五規劃」，明確將「擴

大內需」視為主要目標，其可預見的內需市場潛力早已吸引國內外廠商爭相進入。 

台灣紡織業者向以全球運籌、與國際品牌直接溝通、產品研發及品質控管見長，在

2010 年兩岸簽訂 ECFA 的推波助瀾之下，較韓國、日本等國家更具備切入中國大陸內

需市場的利基點，但伴隨中國大陸工資、物價、土地及租金等各方面的快速上漲，台灣

過去以中國大陸廉價勞動力從事加工出口的經營模式已逐步調整，今後台灣將以與中國

大陸品牌建立供應鏈合作伙伴關係，或者以自有品牌進入中國大陸通路市場，來掌握中

國大陸內需市場商機。 

中國大陸消費者在所得提升之下，日益重視運動休閒活動，也帶動李寧、安踏、特

步、361 度、探路者等中國大陸運動及戶外品牌業績快速成長，而部分台灣業者為能擴

大市場版圖及把握中國大陸內需市場，也積極規劃切入中國大陸品牌供應鏈。台灣以提

供優質機能性紡織品聞名全球，而機能性紡織品終端應用又以運動用及戶外用紡織品為

主，但目前中國大陸在機能性紡織品領域發展相對空白，這使得台灣機能性紡織品切入

中國大陸運動及戶外品牌具備優勢。現階段中國大陸運動及戶外品牌選擇供應商，除考

量品質、交期、價格等基本條件外，具備國際品牌代工經驗、在中國大陸是否設有工廠

也是重要考量。此外，中國大陸品牌正積極朝向制度化、國際化發展，因而針對供應商

在檢測驗證、環保規範等要求越來越高將是必然的趨勢，相關業者應及早因應。 

中國大陸內需市場潛力也吸引不少來自台灣的品牌進駐，過去十幾年來，台灣品牌

（如：TONY WEAR、麗嬰房）多以上海為出發站，再逐步將據點拓展至其他二、三級

城市，而部分品牌則因產品屬性的關係，選擇由氣候較寒冷的北京（如：歐都納）、青

島（如：豪門內衣）等城市進入。雖然兩岸同文同種，但中國大陸幅員廣大，各地區的

氣候、體型、偏好、文化上仍有不小的差異，因而如何掌握中國大陸當地市場需求與消

費者生活型態，並快速反應消費者新需求成為致勝關鍵。此外，因台灣品牌企業資金有

限，切入中國大陸通路市場如能採取與中國大陸當地代理商合作，運用代理商的資金、

人力、人脈等資源，將可加快佈局中國大陸各區域市場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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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2008 年下半年以來，受全球金融海嘯的影響，歐美市場景氣至 2011 年下半年為止

仍舊低迷，歐債問題及美國失業率問題皆尚未有明顯的改善，甚至有引發經濟二次衰退

的可能性。反觀中國大陸，2010 年勞動工資大幅調漲 10~30%，再加上人民幣的逐步

升值，帶動了中國大陸消費實力快速增長，根據瑞士信貸預估（2011），2010 年中國大

陸占全球消費市場比重約 5.8%，預估至 2015 年時占全球消費市場比重將達到 11.1%，

2020 年甚至可達到 23.1%，並首度超越第一大消費市場美國。中國大陸的市場成長潛

力早已吸引國內外品牌爭相進入，過去幾年來，國際品牌（如：Nike、adidas 等）主要

進駐中國大陸一線城市，登陸已 18 年的台商麗嬰房及台南企業亦以一級城市上海為出

發站，並逐漸將據點拓展至二、三級城市，而中國大陸本土品牌（如：安踏、特步、361

度等）則多以二級城市為出發點開拓中國大陸內需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人民大會於今（2011）年正式通過的「十二五規劃」，並

非以經濟成長速度為首要追求目標，內文中將年均經濟成長率訂於 7%，但更明確將「調

整產業結構」及「擴大內需」視為主要任務，未來五年，中國大陸的整體發展將更加重

視衣、食、住、行等民生議題，並朝向服務業及創新加值產業發展，由外銷走向內需市

場。 

台灣紡織業向以全球運籌、與國際品牌直接溝通、產品研發及品質控管見長，2010

年兩岸簽訂 ECFA 的推波助瀾之下，較韓國、日本等其他國家更具備切入中國大陸內需

市場的利基點，但伴隨中國大陸工資、物價、土地及租金等各方面的快速上漲，台灣紡

織中下游產業過去利用中國大陸廉價勞動力從事加工出口的經營模式也必須進行調整。

今後台灣紡織產業切入中國大陸市場主要可分成三大方向： 

1. 掌握 ECFA 的關稅優惠，以台灣為基地，擴大出口中國大陸； 

2. 成為中國大陸品牌商供應鏈，運用台商在中國大陸或東協佈點之工廠提供中國大陸

品牌商產品，間接切入中國大陸內需市場； 

3. 建立自有品牌並佈建通路，直接深入中國大陸消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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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大陸紡織內需市場發展現況與趨勢 

中國大陸的市場發展方向，往往與政府政策息息相關。以 2011 年公布的第十二個

五年規劃（2011-2015）與過去幾個規劃比較可發現（參見表 2-1），2011 年展開的「十

二五規劃」，不再以追求總體經濟成長速度為首要目標1，而是更明確將「調整產業結構」

及「擴大內需」視為主要任務，未來五年，中國大陸將逐步朝向服務業及創新加值產業

發展，並由外銷走向內需市場。 

表 2-1  1991-2015 年中國大陸五年規劃比較 

五年規劃 八五 九五 十五 十一五 十二五 

時間 1991-1995 1996-2000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5 

目標方向 

追 求 絕 對 數 量

的經濟成長；加

大對外開放、擴

大出口收入、引

入國外資本、技

術與人力資源。 

追 求 絕 對 數 量

的 經 濟 成 長 ；

2000年GDP總

量比 1980 年上

翻二倍，加速國

企改革，開始建

立 社 會 主 義 市

場經濟體制 

啟 動 第 一 波 經

濟結構調整；進

行 產 業 結 構 優

化、促進服務業

發展、加強基礎

建設投入、擴大

就業、逐步改善

社會保障 

導 引 經 濟 成 長

動力從出口、投

資轉向消費，企

圖 取 得 內 需 與

外 需 的 協 調 發

展，以及第二產

業(製造)及第三

產業(服務)的平

衡發展 

加 速 轉 變 經 濟

增長的模式：擴

大內需、加速城

鎮化、低碳社會

等 

GDP 目標

增長(%) 
6 8 7 7.5 7 

GDP 實際

增長(%) 
12.28 8.62 9.76 11.4 - 

GDP 總量

(億美元) 
7,280 11,980 22,600 56,950 - 

FDI 

(億美元) 
1,140 2,130 2,860 4,590 - 

資料來源：李家緯、林明謙、張閔傑、陳怡如（2010.12），《你為什麼要懂中國大陸十二五經濟規劃》，財信出版有

限公司。

                                            

1
 十二五規劃中設定了 24 個指標，指標又可分為「約束性指標」與「預期性指標」。「約束性指標」代表

該指標「使命必達」，指標考核結果會列為各級政府官員考核、升官的標準；「預期性指標」代表該指標

不強求一定要達成標準，其宣示意義大於實質意義。而經濟成長率在十二五規劃中僅列為成長 7%的預期

性成長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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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切入中國大陸紡織市場現況分析 

為瞭解台灣紡織業切入中國大陸品牌供應鏈及佈建中國大陸通路市場現況，本研究

委託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針織工業同業公會及台灣區製衣工業同業公會三

公會，分別作為梭織布、針織布及成衣業的代表，針對符合下列資格之會員廠進行問卷

調查： 

1. 產品有出口或內銷中國大陸的布廠、成衣廠、貿易商、品牌商； 

2. 於中國大陸有設立品牌通路的紡織成衣企業台商。 

本研究問卷設計合併採用單選擇式、多選擇式與開放式問題（Open-end）的方式，

問卷調查期間為 2011 年 6 至 8 月，共發出 180 份問卷，有效問卷 144 份。問卷內容分

為「受訪廠商基本資料」、「台灣織布業切入中國大陸供應鏈現況」、「台灣成衣業切入中

國大陸供應鏈現況」、「台灣品牌通路業佈局中國大陸現況」等四部分，分述如下。 

第一節  受訪廠商基本資料結構分析 

一、 受訪廠商所屬行業別 

受訪的 144 家廠商當中，以織布業占比最大，達 35%，其次依序為貿易商（布商）

占 34%，成衣業占 18%，品牌通路商占 6%，貿易商（成衣商）占 2%（參見圖 3-1）。 

 
註 1：圖標題中 N 代表回答本題項樣本數 

註 2：圖為複選題統計結果，單位為受訪者所占比重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統計（2011/09） 

圖 3-1  受訪廠商所屬行業別統計（N=144） 

織布業 

35% 

貿易商

（布商） 

34% 

成衣業 

18% 

貿易商 

（成衣

商） 

2% 

品牌通路

商 

6% 

其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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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大陸運動及戶外品牌行銷及採購

策略分析 

隨著中國大陸消費者所得的增加，及 2008 年北京奧運的影響下，帶動中國大陸民

眾的運動風潮；2011 年中國大陸國務院公佈《全民健身計劃》（2011-2015），主要目

標在提升民眾健康意識，並利用體育活動改善全民健康。在結合消費力與政策驅動力之

下，將能為中國大陸運動及戶外紡織品市場商機增添新動力，以下針對中國大陸運動及

戶外紡織品市場，與其相關中國大陸品牌之行銷與採購策略進行分析。 

第一節  中國大陸運動服飾市場分析 

一、市場規模 

根據市調公司 Forst & Sullivan（2010）估計，2004 年中國大陸運動服飾市場規模

約 274 億人民幣左右，至 2010 年已達 1,044 億人民幣，平均年複合成長率約 25%。然

而隨著中國大陸運動服飾市場逐漸走向成熟市場，未來整體市場走勢將趨於平穩，預估

2011-2015 年平均年複合成長率約在 15~18%左右。 

二、品牌定位 

在中國大陸運動服飾市場中，國際品牌多定位於高端市場，而中國大陸品牌多定位

於中高端及大眾（平價）市場。Euromonitor（2011）研究指出，2010 年中國大陸前

50 大服飾及鞋類品牌中，共有 9 個運動用品品牌，依市占率高低依序為：Nike、李寧、

adidas、安踏、361°、Kappa、特步、匹克、Decathlon，其中李寧、安踏、361°、特

步、匹克等五家為中國大陸本土品牌，Nike、adidas、Kappa2、Decathlon 為國際品牌

（參見表 4-1）。 

                                            

2
 Kappa 品牌來自義大利，2006 年中國大陸動向以 3,500 萬美元收購 Kappa 在中國大陸大陸及澳門地

區的品牌所有權及永久經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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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台灣紡織製造商切入中國大陸品牌供應鏈現況 

二、台灣品牌切入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現況 

三、中國大陸運動及戶外品牌發展現況 

第二節  建議 

一、如何切入中國大陸運動品牌供應鏈？ 

二、如何切入中國大陸紡織市場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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