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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1年中国境内奢侈品市场延续了2020年两位数的高增趋势，并有望在2025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
市场。

 海南免税购物、数字化发展和境外消费回流对中国境内奢侈品市场销售额的影响日趋显著。

 由于出境游受限对奢侈品需求和消费模式造成的持续影响，我们预计，中国境内奢侈品市场将在2022年
迎来温和增长。

尽管面临日益严峻的全球社会和经济挑战，2021年中国境内奢侈品市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然延续了此
前两位数的高增趋势，部分品牌增速超过70%。 

2021年，虽然全球个人奢侈品市场基本恢复至2019年水平，但由于出境游受限，大部分中国消费者依然选择
在境内购买奢侈品。继2020年取得48%的增长之后（以人民币计），预计中国境内个人奢侈品市场2021全年
将实现36%的增长，达到近4710亿元人民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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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1年，中国个人奢侈品市场规模较2019年实现翻番；2021年预计增长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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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20年一样，中国境内奢侈品市场的增长在不同品牌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增速从10%到70%以上不等。不
同品类的增速也大相径庭：皮具以约60%的销售额增速拔得头筹，时装和生活方式品类以约40%的增速位居
其后。珠宝品类的增速虽不及2020年，但仍达到约35%。高端腕表和奢侈品美妆则预计分别增长30%和20%
左右。以上预测均包含海南免税店销售额。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境内市场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比重略有增长，从2020年的约20%上升至2021年的
21%左右（图2）。我们预计，这一增长趋势还将在未来延续下去，且无论未来出境游复苏进展如何，到2025
年，中国境内市场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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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1年，中国境内市场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比重进一步走高，于2025年成为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场
的基本趋势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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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中国境内个人奢侈品市场的增长之路并非一马平川。事实上，我们通过代表性
品牌样本所收集的数据表明，各大品类2021年上半年增势迅猛，同比增速从40%到100%不等，而下半年同
比增速则预计下跌至0%到25%不等（见图3）。如此差异化的走势背后，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 2020年下半年的同期对比基数非常高 

• 自6月以来，中国许多城市出现零星的新冠肺炎疫情 

• 股市和房地产市场降温，导致人们的消费观日趋保守

• 针对关键意见领袖（KOL）和网红的新规出台，众多奢侈品品牌的营销支出因此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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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尽管2021年中国境内市场整体增势强劲，但上下半年呈现 “冰火两重天”；下半年受四大因素影响增速
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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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被奢侈品品牌提及的因素是，在2020年夏天因海外校园关闭而返回国内的中国留学生陆续重返海外
大学校园。

今年，贝恩研究总结了塑造奢侈品市场未来的三大趋势。这三大趋势大多受到2020年报告中增长引擎的加速
推进，并且可以为个人奢侈品品牌提供更深刻的启示。

趋势1：海南离岛免税购物

海南免税店是2019年一大新兴奢侈品消费圣地，2020年销售额增速突破120%。2021年，海南免税店销售额
预计增长85%左右，达到约600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境内奢侈品市场总销售额增长的5个百分点左右（图4）。
个人奢侈品约占海南免税店销售额的95%，其中超五成销售额来自奢侈品美妆。 

激进的定价策略是海南免税店成功背后的最大推手。对许多品牌而言，其价格优势远不止是单纯的免税优惠
价差而已。比如，我们在圣诞期间走访了许多美妆品牌门店。我们的研究表明，奢侈品美妆海南免税店的单
位标价（元人民币/毫升）较品牌官方标价低30%–55%（见图5）。海南免税店因此贡献了中国奢侈品美妆官
方渠道（包括线上和线下）销售总额的25%。如此巨大的价差也颠覆了奢侈品美妆市场的价格体系，助推其
他渠道缓慢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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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1年，海南免税店销售额预计增长约85%；剔除海南免税店销售额，中国境内个人奢侈品市场销售
额预计增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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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就美妆品类而言，海南免税渠道凭借远低于国内官方标价的价格优势，成为中国奢侈品美妆一大头部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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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去年报告中所预计，2021年，有四家新的免税运营商进驻海南，此前中免集团是海南唯一的免税运
营商。伴随更多运营商的进驻，我们认为海南岛的零售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消费者可选择的免税运营商
越多，价格竞争就越激烈。

对美妆市场而言，海南只是影响中国消费者购物习惯的其中一个定价颠覆因素。正如去年报告所述，在其他
旅游零售运营商的推动下，2021年代购的作用日趋凸显。

我们预计，定价体系被颠覆，会导致品类定价体系重塑的重大风险，而且品牌形象和品牌资产也会受到负面
影响，如果产品的定位已经从高奢降为轻奢，轻奢降为大众，这是否会形成与美国市场类似的格局呢？

趋势2：数字化发展更进一步

中国市场的数字化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且日益提升，加上疫情期间人们屏幕使用时间的增加，进一步加速
了数字化发展进程。因此，即使线下门店依然是品牌建设和购买转化的首要渠道，许多营销和消费者运营活
动已逐步转移至线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各大品类的线上奢侈品销售额增速均快于线下。我们预计，中国境
内个人奢侈品线上销售额的增速将达到约56%（线下销售额增速为30%）。

2021年，各大品类基本延续了2020年的增势，但不同品类间的线上销售渗透率依然存在巨大差异（图6）: 

• 2021年初至11月，奢侈品美妆品类的线上销售额增长了20%到25%，预计全年线上渗透率（不包括免税
店）将从2020年的38%左右攀升到41%左右，居各大奢侈品品类之首。

• 皮具品类的线上销售渗透率预计将从2020年的8%左右增长到12%。

• 2021年初至11月，奢侈品时装和生活方式品类的线上销售额增长了近80%，但线上渗透率仅达到10%左右。

• 珠宝品类的线上销售额增速最块，线上渗透率接近10%。

• 奢侈品腕表的线上渗透率稳定在近5%，依然较低。

中国境内个人奢侈品免税店销售额的线上渗透率达到50%左右，与2020年基本保持一致。这些销售额也代表
了大部分旅游零售商向消费者提供“送货到家”服务的商业潜力。 

总体而言，剔除海南免税店销售额，2021年中国境内奢侈品市场整体的线上渗透率达到19%左右。若算上海
南免税店的线上渗透率，中国境内奢侈品市场的整体线上渗透率将达到近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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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除奢侈品美妆品类和免税销售外，个人奢侈品的线上渗透率仍然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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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21年，中国消费者的奢侈品海外 “官方” 渠道消费较2019年减少约300亿欧元

趋势3：消费回流趋势延续

2020年，由于疫情导致出境游受阻，中国境内市场在中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中的占比达到70%至75%，
创历史新高。2021年，得益于消费回流趋势的延续，该比例进一步上升至90%以上（图7）。

尽管有利于提升中国境内个人奢侈品消费的份额，但出境游受阻使得中国消费者2021年的海外消费较2019年
减少了约300亿欧元。部分将购买个人奢侈品作为出境游主要目的消费者，包括团队游客（2020年前占中国
出境游客的约40%1），停止了此类购买。不过，这部分海外消费很有可能已被平行进口渠道（包括代购）的
购买所替代。

通过各类代购渠道购买的海外产品被计入海外销售额。比如，2019年韩国免税店外国游客人数约1500
万，2020年骤降78%，跌至约300万人，2021年进一步下降83%，跌至约50万人。然而，2021年初至10月，
韩国免税店销售额却同比增长了17%，达到760亿元人民币。这表明代购之风日渐盛行（图8）。市场上还涌
现出一批新的代购业态，如“得物”平台，也就是“毒”。该电商平台作为后起之秀，允许个人和品牌注册成为
卖家，向中国消费者销售海外奢侈品。2021年，“得物”的月活跃用户数量已经从2019年的1200万增长至
3500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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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21年，韩国免税店外国游客人数进一步下滑，而免税销售额却同比增长17%，表明平行进口日趋活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2  Quest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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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以上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对中国境内个人奢侈品市场有哪些启示？在经历了连续两年超高速增长之后，我们预
计中国境内奢侈品市场将在2022年迎来将迎来更温和的增长。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消费基本面依旧稳健，中国仍在上演世界上最好的消费故事：

• 中等收入人群逐步壮大，国家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将对这部分消费者产生积极的影响。

• 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依然高于通胀率。

• 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 政府政策倾向于将消费作为主要驱动力，拉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 只要境外游依然受限，消费回流趋势就将进一步延续（绝大多数个人奢侈品企业并不看好国际旅行在
2022年重新大规模开放）。

其次，2022年不排除零星的本土新冠疫情在各地爆发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在受到疫情波及的城市，商场的
客流量也会遭受相应的负面冲击。

其三，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与其他市场间的差异日益扩大，其中包括人口结构、数字化水平、零售环境、文
化背景和与奢侈品牌之间的关系。因此，中国的奢侈品市场未来更有可能自成一派。

2022年以后，品牌应预期到国际旅行将逐渐放开，从而推动各市场间的价格趋同。但短期而言，我们认为
2022年个人奢侈品的整体增速将保持较低的两位数增长。对比2021年的情况，预计上半年增速较缓，发力集
中在下半年。

总体而言，在消费持续回流的大背景下，加之从亚洲到全球的国际旅行逐步放开，我们认为中国消费者的个
人奢侈品消费将在2022年底到2023年上半年间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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