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中国鞋业运行报告 

中国皮革协会鞋业专委会/鞋材专委会 

 

行业概况 

2018 年全国鞋业产量约为 135 亿双，出口 95.3 亿双（金额 444.6 亿美

元），进口约 1.7 亿双（41.4 亿美元），内销市场消费量约 41 亿双（消费总

额约 4700 亿元）。鞋靴零件及类似品出口 309,926 吨，24.5 亿美元。 

2018 年，鞋业规上群体企业数量首次出现下降，对应销售收入首次出

现两位数下降，利润率与上年持平。年度出口小幅下降，回顾近几年鞋业

出口，2014 年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拐点意义的年份，出口金额自 2014 年达到

峰值以来，呈现明显的较大幅度的逐渐回落趋势，2014-2018 年年均下降速

度达到 4.7%。可以预见，未来鞋的年度出口下降可能成为常态，个别年份

可能出现微升或持平，但再次出现大幅回弹性增长的空间极为有限。鞋业

进口依然逆势高速增长，众多国外品牌中国市场成为增长最快的区域，国

内传统供给与新增的消费升级的需求不匹配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同时进口

在整体消费中所占比重连续多年持续快速增长（金融危机以后 2009-2018

年均增速 23.2%，即便在 2014-2018 年出口转折下行期间年均增速仍达

19.3%），这对今后中国鞋业借助内销市场新增量提升鞋业竞争力造成极大

的负面影响。消费整体仍保持一定增长，但不同细分品类分化严重，运动

休闲技术供给非连续性跳跃式升级，众多体育运动头部品牌跃上新的连续

性台阶，进入新的发展周期并成为鞋业零售增长主力；纺织面料销售收入

增速持续领先其他所有品类，占比不断增大，对传统材质鞋继续造成极大

冲击；老人鞋、合成材料鞋仍然保持一定增长，但市场快速洗牌；皮鞋、

户外鞋、硫化鞋等细分群体增长乏力；“国潮”时代国货潮牌为部分品牌的

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整体看，鞋业发展已经进入明显的新周期。在出口处在持续下行新周



期的背景下，产量依然基本平稳，这得益于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的支撑。

但从国内市场来源组成结构动态变化看，进口增速连续多年持续大幅高于

消费整体增速，进口在内销市场中的占比快速提升，内销市场对于国内鞋

业业绩增长的拉动作用将逐渐弱化。按此趋势，在未来较短时间内，内销

大市场中本国供给的新增量将可能逐渐趋于停滞，届时内销市场仍将保持

持续较快增长，但驱动力将主要来自于进口产品。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鞋类消费市场，内销市场为全世界所关注，随着中国经济的升级发展，内

销市场的新增量有望成为拉动全球鞋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如果在此进程中，

中国鞋业因为新的有效供给能力不足，而被排挤出参与新竞争的过程，中

国鞋业的国际竞争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 

在新发展周期中，行业竞争者不断迭代，不断适应并发掘和满足市场

需求，不同帮面材质，不同产品品类，不同细分品类的的竞争者都不乏表

现亮眼的代表。自动化制造是当前鞋业全流程提升的主攻方向，设计研发、

生产制造、仓储物流、终端零售等环节的自动化提升开始从离散型向系统

集成转变；以数据流为载体，全业务流程的数字化和透明化成为企业的升

级方向。随着新消费者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消费趋势的演进，市场进一步

分级，消费渠道进一步转移，线下渠道中购物中心占比快速提升，线上增

速仍然高于整体增长，同时线上线下一体化成为企业努力打通的方向；数

字化新媒体全平台营销不断引入，内容成为激烈的竞争战场，长文、短文、

图片、短视频、长视频、直播等内容传播形成的矩阵，不断占据屏幕生活

时代消费者的时间；社交成为移动互联网的中心，社交裂变式增长为企业

带来了比资本更难得的流量，基于 AISAS 的社交营销不断被实践，以消费

者为中心，以科技赋能为手段，以数据为驱动，以场景和体验为外延，以

社交裂变为流量入口的新零售范式备受行业关注；此外，消费互联网如火

如荼，产业互联网开始孕育；拼团预售、延时发货等模式得到一定发展。 

 



1.鞋业生产 

（1）销售收入增速持续回落 

2018 年规上制鞋企业 4389 家，累计完成销售收入 6709 亿元，与上年

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6.6%、15.3%。在近年来鞋业发展进程中，规上企业数

量和对应的销售收入出现首次同时出现下滑（2017 年首次出现规上企业销

售收入下降，幅度为 1.2%，但数量增长 3.2%）。 

  

其中，规上皮鞋企业 2392 家，累计完成销售收入 3890.5 亿元；利润

295.7 亿元，利润率为 7.23%；对应产量 36.33 亿双。布鞋企业 596 家，主

营业务收入 856.3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51.26 亿元，利润率为 5.99%。橡胶

鞋制造行业企业数 515 家，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612.9 亿元；利润总额 22.8

亿元，利润率为 3.72%。塑料鞋企业 573 家，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749.44 亿

元；利润总额 17.8 亿元，利润率为 3.71%。其它鞋企业 31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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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销售利润率微降 

2018 年，全国制鞋业利润总额 417.28 亿元，销售利润率为 6.22%。 

（3）东南三省占比回升 

以皮鞋产量为例，东南三省占全国总产量的 80%，占比比上年提升 4.5

个百分点。东南三省占比近年来呈现 V 型趋势，在 2013-2015 年占比较低，

2016-2018 持续回升。由于整体鞋业分地区产量数据缺失，可能其占比趋势

有所差异。 

 

2018年全国规上皮鞋产量地区占比情况 

 

 

2018年 1-12月全国规上皮鞋产量地区同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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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鞋业出口 

（1）鞋业出口下降 

鞋出口在新的周期中持续下行。2018年全年各类鞋出口95.3亿双，444.6

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 1.0%和 2.5%。 

 

（2）细分品类出口中纺织面料鞋一枝独秀 

过去 10 多年间，世界皮鞋产量相对稳定，但由于其它各类鞋产量不断

攀升，导致皮鞋在鞋类中的占比不断下降，从十多年前高峰的 30%以上降

为 15%左右，对应金额从 60%以上下降到 40%左右，数量及金额占比均达

到历史最低。皮鞋占比下降的同时，橡塑鞋、纺织面料鞋占比快速上升，

尤其是纺织面料鞋数量占比接近翻番，达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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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皮鞋出口量值分别为 6.8 亿双左右和 93.1 亿美元，与上年基本

持平。皮鞋、橡塑鞋出口与鞋业整体呈现基本相同的趋势，即 2014 年达到

顶峰，随后开始逐年下降，皮鞋出口数量已经回落到上世纪末的水平，橡

塑鞋出口数量也基本回落到 10 年前的水平。 

从产品品类组成结构角度看，纺织面料鞋逆势上扬，在过去数十年出

口记录中，纺织面料鞋出口数量持续上扬，尤其是 2010 年以来，在整体鞋

类出口数量年均增速为-0.5%的背景下，纺织面料鞋出口数量增速达到 6.4%，

成为在此时间段内细分品类中唯一增长的产品。 

目前，我国鞋类出口以橡塑鞋为主，占到总出口量的 55%左右。 

（3）传统出口市场比重回升 

欧（欧盟）美日是中国鞋业出口的主要目标市场，近年来鞋出口的市

场结构呈现优化趋势。2018 年，三者比重有一定回升，整体量值延续了 2014、

2015 年以来的回升趋势。美国占中国鞋出口量值的 20%、27%，占比与整

体趋势类似。 

 

2018 年对东盟出口量值占比分别为 8.4%、7.4%，前者下降，后者增加。

量值占比分别在 2013、2015 年达到近年来峰值，此后基本平稳。 



 

（4）鞋类出口国际竞争持续加剧 

越南、印尼是世界鞋类前四大生产国，其鞋类出口仅次于中国，分别

位列世界第二和第三，跟中国鞋类出口存在正面竞争。2008 年以前，中国

鞋业出口年均增速高于上述两国；但金融危机后，中国年均增速低于越南

和印尼。 

出口金额增速 中国 越南 印尼 

2017 年增速/% -2.5 10.6 4.1 

2001-2008 年均增速/% 16.4 17.0 3.3 

2009-2018 年均增速/% 5.9 / 12.8 

从耐克、阿迪达斯、彪马、克拉克、布朗鞋业等国际品牌采购来源国

及裕元等知名代工企业在大陆产能布局看，2010 年前后，中国逐渐失去全

球最大采购来源国的位臵，一个不可逆的时代就此开启。除劳动力成本外，

近年来 TPP、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东南亚国家相对中国更为宽松的鞋类

国际贸易关税等因素，影响力国际品牌的全球采购规划，加剧了国际品牌

将更多订单布局在东南亚地区。2015 年中国在阿迪达斯全球采购来源国中

排名首次低于印尼，位列第三，同年，中国在布朗鞋业采购来源中的占比

首次回落到上世纪 90 年代水平。2017 年，在阿迪达斯全球采购体系中，中

国占比本世纪以来首次低于 20%，而越南占比上升到 44%；2018 年中国占

比继续下降，达到 18%。 

 



（5）鞋靴零件及类似品出口 

中国是世界鞋材出口大国，2017 年，中国鞋靴零件及类似品出口重量

为 309,926 吨，24.5 亿美元。 

 

   

 

 

3.鞋业进口 

（1）进口仍快速增长 

2017 年鞋类进口 1.7 亿双，41.4 亿美元，量值增速分别为 23%、30%，

进口单价增速为-0.4%。 



 

进口消费整体依然需求旺盛。根据商务部 2017 年对消费者调查，随着

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进口优质商品消费意愿不断增强，51%的消费者

关注服装鞋帽，认为国内市场上不能满足需求比例较高的是运动鞋、休闲

服和皮鞋/靴，比例分别为 41.6%、36.9%和 34.3%。购买服装鞋帽类商品时，

消费者最关注款式、价格和舒适方面，比例分别为 68.3%、68.3%和 57.4%。

消费者购买进口服装鞋帽的占比不低，41.5%的消费者购买进口商品比重超

过 10%，15.3%的消费者购买比重超过 30%。未来半年，消费者购买进口服

装鞋帽的意愿较高，54.6%的消费者以持平为主，26.3%的消费者增加购买，

19.1%的消费者减少购买。 

根据商务部对流通企业调查，服装鞋帽类供给中，81.1%的企业销售商

品国产占比超过 50%，超过 45%的企业销售商品均为国产。分品类看，户

外服装、运动服装和运动鞋进口商品占比略高于其他品类。品牌、设计和

价格是企业进口服装鞋帽类的三大主因，关注比例分别为 42.6%、21.8%和

13.4%。分品类看，除上述原因外，丝绸制品、西服套装和衬衫对原料的关

注度略高于其他品类。服装鞋帽类计划增加进口意愿略强。未来一年内，

89.4%的企业计划对服装鞋帽类进口维持现状，6.1%的企业增加进口，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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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减少进口。分品类看，运动鞋、运动服装、户外服装、休闲服和皮

鞋（靴）增加进口意愿较强，增加进口比例高于减少比例 2 个百分点以上。 

（2）进口纺织面料鞋靴增长 

纺织面料鞋靴经过几年的连续增长，在进口中占比与皮鞋相当。以金

额计，各类鞋占比如下。 

 

（3）进口来源国高度集中 

近年来中国从越南、意大利三国进口的鞋类数量、金额占比持续攀升，

印尼略有下降，2018 年三者占比均接近 80%。 

 

4.鞋类零售与消费 

（1）鞋类零售增速回升乏力 

2017 年鞋类零售增速扭转了自 2011 年以来逐年趋势性回落的态势，



2018 年得以维持，鞋业市场增长远没有达到相对停滞状态，未来很长一段

时间仍将保持增长。2018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服装鞋帽针纺织品零

售增速为 8%，服装鞋帽等穿着类产品的线上销售增速为 22%左右。 

 

（2）体育用品行业及运动休闲整体继续快速增长 

体育用品行业整体发展周期性调整规律明显，国内体育用品行业从

2011 年开始进入下行周期，经历了数年的深度调整，领先品牌开始率先复

苏，2014 年开始 V 型反转，2018 年领先品牌收入增速达到 20%以上。其中

安踏收入首次超过 200 亿元，对应增速 44%，其港股市值在 2018 年初首次

超过 1000 亿港元，旗下 FILA 品牌在12 月中上旬首次突破 100 亿元销售额，

集团开始的国际并购引起资本市场及行业广泛关注。此外，特步、动向增

速超过 20%；李宁收入首次超过百亿，对应增速 18.5%；斯凯奇中国市场

零售总额达 14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6%。随着 2022 奥运周期的到来，

预计未来几年国内体育用品及运动休闲市场整体将保持较快增长，但品牌

之间分化进一步加剧，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3）老年鞋市场成为新的风口 

一老一小是中国最大的民生。近年来老年鞋成为新的竞争蓝海，但同

时快速成为竞争红海。其中足力健成为头部企业，2018 年实现销售收入近

40 亿元，同比翻番。 

由于进入门槛相对较低，众多企业跟风涌入这一细分市场，但整体在

产品外观款式、主打款式数量及定价、功能诉求、代言模式、宣传渠道、

分销模式等方面高度趋同，电视广告包括央视广告如出一辙，甚至连品牌

名称和 logo 模仿度也极高；众多备受中老年喜爱的影视明星涌入老年鞋代

言队伍，造就鞋业新一波明星代言热；各企业处在品牌打造的初期，消费

者品牌忠诚度尚未建立且远未固化；企业盲目跟风进入该市场，自身经营

定位不清，缺乏发展战略规划，企业经营者经营素质亟需提升，企业抗风

险能力极差，几乎没有核心竞争力。一定程度上，市场整体处在饱和前的

快速成长期，竞争优势在于需求端尚未充分饱和，但随着时间推移，该细

分市场即将成为竞争红海，在未来较短时间内市场将出现大量竞争者市场

出清，产业风险已经开始暴露。 

（4）皮鞋品牌企业整体下行调整 

国内整体消费持续低迷，但综合成本继续刚性上涨，零售渠道客流不

断变化，线上渠道、购物中心等分流传统百货和街边店人流；新生代主力



消费者消费趋势发生极大变化，消费能力逐渐提升，购物方式向移动端转

移，受网红、KOL 等社群渠道影响大，对产品品质化、个性化、品牌化、

购物场景及体验等方面要求越来越高；同时，运动休闲在全球内成为新的

流行时尚，飞织等新材料产品快速占领市场，对传统皮鞋品牌市场份额形

成有效挤占。在此背景下，众多原有品牌积极跟随消费趋势变化进行相应

调整，但往往调整需要过程，过程伴随着不同程度的业绩下滑。有数据显

示，从 2013 年至 2016 年，运动鞋前十大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从 9.8%提升至

16.7%，而时尚女鞋前十大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从 26.7%下降至 24.9%。 

皮鞋品牌整体业绩自 2013 年开始增速大幅放缓，2017 年这一趋势初步

开始逆转，但品牌之间分化严重。如 ECCO 通过 Prime 概念店和 Studio 概

念店升级等系列动作，在大中华区（含港澳台）销售增长 11%，线上增长

44%，店面数量也同时继续增长。 

（5）户外品牌业绩微增 

受大环境影响，同时由于原有基数不断增大，户外用品行业发展增速

回落，年度增速连续三年低于 10%。2018 年户外用品零售总额 250 亿元，

同比增长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