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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是中国服装工业的首选目标

李天恒 李一龙

现代市场营销战略决策也是 目标定位决策
、

企

业参与市场竞争不能没有市场定位即 目标市场的正

确选择
。

中国服装市场是世界最活跃的市场之一
。

世界

上服装生产大国纷纷把目标对准中国
。

但是
,

有天

时
、

地利
、

人和优势的国内服装企业却出现产品积

压
、

发展缓慢局面
,

国内服装消费产生断层
,

并损失

大量机会成本
。

笔者以为
,

在还不熟悉国外市场情况

下
,

中国服装工业目标市场应该首先选择国内市场
。

服装消资与市场

当前世界进入了高科技时代
。

快节奏的生活
,

高

效率的工作
,

策重的社会负担使人们对衣
、

食
、

住
、

行产生了返朴归真的依恋
。

服装开始进入
“
时尚化气

“
艺术化

” 和
“

个性化
”
的时代

。

穿粉上的随愈性和

实惠性把人类的品质
、

创新有机地柔进舒适
、

实感的
“

良性时装
”
之中

。

因此
,

帅 年代是一个表现穿着个

性的时代
,

又是一个有利于服装业发展的时代
。

目前
,

国际服装消费居前三名的是奖国
,

西欧和

日本
。

这些地区的人 口占全世界
,

而服装消费

却达世界消费总 的肠
。 ,

且近十年来这些地区的
“

服装贸易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纺织品
” 。因此

,

服

装出 口 创汇遇上了有利时机 同时
,

国内服装清费也

进入高潮
。

到 年
,

我国人均 美元
,

结

合国 内资源可供 预计人均纺织 品消费可达 ‘

年基本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

国家统计局对城镇
、

农村服装消费调查表明
,

人们对服装的面料款式及

色彩要求越来越高
。

表 中的资料表明了消费者对

服装业的产品结构
,

品种档次需求的新趋向

服装档次高低通常用价格衡 服装交易的成

功与否取决于供销双方的接轨程度
。

由于市场是生

产者与消费者的活动空间
,

因此市场选择就成为它

们的内在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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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派 《中国纷织工业年鉴 》 ,

中国服装业要想在市场选择中取胜
,

必须发挥

自己的比较优势
,

使发展服装成为有利可图
,

逐步

提高和吸引中国服装的机会费用
,

在国内外服装市

场中形成 自己的特色 最近几年
,

我国服装出口

在增加
,

可是效益和换汇在降低或减少
。

造成市场机

会费用损失很大
,

市场份板被抢占
。

,“ 年 纺织服

装净创汇率为‘ ,
,

, 年为“
· ,

而 ,,

年下降到
。

目前不少企业满足于做出口来料

加工
,

忘记了自己的目标市场

服装市场是由人 口
、

购买力和购买欲望组成 其

中人 口 因素是前提
,

没有人 口就没有市场
。

占世界人

口 的中国多数人不可能大 使用进 口服装
,

所

以国内巨大的服装 市场为中国服装工业提供了巨

大机会
。

只有市场选择了你的产品
,

你的产品价值才

能实现
。

因此
,

国内服装市场是我国服装企业首选 目

标
。

理论依据与岌展方向

一般地
,

国民收入分配为两大类一类是作为消

费部分的资金
,

一类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
。

如果

以 △ 表示服装行业几个工业部门国民收入增长向
,

△ 表示各工业部门消费资金向量
,

△ 表示初

·



始投资向量
, ,

表示消费倾向矩阵
,

可以写成如下形

式

△
,

△

国人均购衣 , 件
,

所以在中国服装工业发展中忘

记了国内市场是不明智的
。

式清楚表明
,

如果服

装消费倾向
,

较大则
。

一 , ,

较大
, 一

在同样的

△ 情况下
,

会形成较高的国民收入增量 △
。

表

至表 表示 了发达国家的服装消费变化 边际消费

即
, ,

均不如中国变化大 国 内服装市场的巨

大潜力说明中国服装工业对经济发展仍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
。

表 法国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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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表示 阶单位矩阵
。

注意到矩阵
,

的特征根为 户
,

,
· ·

⋯ ,

且 。 ” 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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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幂级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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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 △ 可表示成

△
。 ,

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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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式我们分析如下

①服装消费水平很大程度上反映 了整体的生活

水平
。

中国服装市场最新调查表明
,

服装消费正在我

国成为仅次于存款和投资的第三位消费
。

, 年全

年年份份

资料来源 《世界经济年鉴 》 , 年

表 日本国衣若边际消费倾向

年年份份

消消费支出出 , , ,

万元

衣衣着消费费

资料来谏 日本总理府统计局 《家庭调查年报 》

②表 数据表明
,

我国城镇服装边际消费维持

在 的水平
,

高于发达国家
。

中国城镇服装市场

正出现繁荣
,

城镇消费者的着装观念逐渐走向理智
、

成熟
。

表 中国城镇家庭服装边际消费倾向

年年份份

购购买商品消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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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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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国农村家庭服装边际消费倾向

年年份份

生生活品消费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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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中 国统计年鉴 》 年 下转第 , 页



改用物质资料这样的词
,

其实两种用法没有

区别
。

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一卷第一章开宗

明义就说
,

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表现为一个
“

惊 人的
、

庞大的商品堆积 ” ,

商品表现为这个

社会财富的
“
元素形式

” 。

马克思和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对财富理论的不 同之处仅在于
,

他

认为 人们所要研究的财富究竟是在何种生产

方式下的财富
,

不能 只研究财富一般
,

更重要

的是要研究财富特殊
。

但同时马克思也认为
,

财富一般也是我们应当研究的
。

因为象商品
、

货币
、

利息等范畴好几个社会所共有的
。

《要略 》用了三章的篇幅来介评商品价值

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
,

看来是在重述众所周

知的东西
。

作者意识到
,

即使是重述一般的基

本道理也很有必要 为了使学生能加深对《资

本论 》的学 习
,

加深学生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

说和剩余价值学说的领会
,

它并不是多余的
。

在写作方法上
,

作者把历史背景
、

人物经

历和学术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介评
,

可以说是

本书的一大特色
。

尽管已有的学说史著作大

都也涉及 了这 几个方面
,

但不如这本书把三

者有机地联合得这么紧密 交待背景是为了

阐明在何种历史条件下会产生某种经济思

想
,

而这种思想或学说又如何反作用于社会

经济的或迟或速的进程
。

《要略 》作者用了较

多的笔墨来描述经济学家的个 人经历
。

在作

者看来
,

如同历史 七出现的政治家
、

军事家
、

哲学家 一样
,

经济学家也是一定历史环境的

产物
,

并且反过来推动或延缓社会的发展
,

但

一个经济学家个 人成就的大小又和他们本人

的个 人品质
、

家庭和社会环境以及他们勤奋

的程度有颇大的关系
。

较多地在经济学家的

个 人经 历上多下点笔墨
,

是为 了让后来的人

从他们身上吸取 一种激励的力量
,

或从他们

身土的弱点中
一

寻找到某种引以为戒的东西
。

总之
,

我们认为
,

这是 一本给经济学说史

带来新气息的一本好书
,

值得认真一读
。

这本书也有 一些不足 首先
,

全书框架的

设 计是否完全合理而科学
,

还有值得斟酌之

处
,

例如
,

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经

济思想没有安排进去
,

也带来一些缺陷
,

似乎

象所有制这样的问题
,

在学说史上人 们没有

进行过热烈的争辩和探索
。

其次
,

对有的学派

例如对数理学派以及凯恩斯的理论
,

在介评

的把握上还欠深透
。

这些缺点和不足之处
,

我

们相信在此书再版时
,

一定能够得到改进和

克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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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页 但是
,

服装是一项系统工程的终

端产品 其整体水平的提高
,

还有赖于相关产业的发

展
,

归根结底是高新技术的渗透程度和市场的占有

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产品积压与城镇服装消费
产生断层

,

面对较高的
,

而大量丢失机会费用
,

市

场份额让外资产品抢占
。

自己却只能做初级产品来

创汇
,

成为外商的初级加工厂
。

亚洲
“ 四小龙

”

的经济

发展的经历证明 一个行业要参加国际间经济循环
,

参与竞争应经过下面 三个阶段 初级产品出 口 战略

进 口 替代战略 出口 导向战略 目前
,

中国的服装尚

处于第一阶段
,

在服装设计和面 辅 料上均 不占优

势
。

所以应采取为 国 内服装市场服务
,

优化设计力

量
,

辅 以进 口 面料的方针
,

占领国 内市场
,

逐步减少

单纯来料加工
。

努力建立 自己的服装文化
。

③在中国农村
, ,

呈下降趋势
。

说明农村服装市

场尚处于引导消费的初级阶段
。

但是
,

随着农民生活

的迅速提高
,

新一轮农村服装消费高潮必将来到 这

是服装企业要密切关心的目标市场
。

我国近 洲的

人 口 在农村
,

而服装产量剔除城市服装占有和 出 口

因素外
,

适合农村消费的服装就很少了
。

综上所述
,

要使中国服装工业成为世界竞争强

手
,

首先应该优先发展国内所祷的服装产品
,

不断积

累经验
,

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

注释
① 。 。

, ‘

②〔美 〕贝拉
·

巴 拉 萨 《被 揭示 出的 比 较 优 势

》一, ‘ 年 月

③〔美 〕劳埃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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