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遇冷，前三季度呈现失速下滑态势，第四季度表现
略有改善。低迷的消费者信心及中国游客外流至邻近地区和欧洲，是市场下滑
的主要原因。受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正处在一个不
确定性的时代。未来几年，出境游的持续复苏预计将对内地奢侈品市场施加进
一步压力。 

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奢侈品牌亟需在审时度势的同时，修炼内功穿越周
期，在创意、品牌价值感、定价、运营等方面制定清晰的策略和执行方案。但
贝恩认为当下的困境并不会削弱中国内地市场对于奢侈品牌的吸引力。长期来
看，中国市场庞大的奢侈品消费群体仍然是全球奢侈品消费的重要增长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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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4年，受消费者信心不足、消费外流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内地个人奢侈品市场销售额下降18%-
20%，基本跌回2020年的水平。随着出境游的重启，2024年作为拐点，标志着奢侈品“疫情红利期”
的结束。

	 各大品类销售额普遍录得双位数下跌，其中美妆个护品类表现相对较好，腕表和珠宝品类表现最差。从品
牌角度看，2024年只有极少数品牌在逆势中保持增长。

	 海南离岛免税客流和销售额双双下滑。相比之下内地消费者在海外，尤其在日本的奢侈品消费增长强劲。
此外，（服饰和皮具箱包品类的）海外代购销售额也有所增长。

 2025年，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表现预计与2024年持平。上半年仍将充满挑战，下半年随着国内经济和消
费刺激措施的落地，我们对市场表现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放眼更长远的未来，中国经济基本面依然稳固，中产阶级人群数量持续增长，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有望
实现温和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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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受消费者信心不足、消费外流加剧等因素的影响，2024年中国内地个人奢侈品市场销售额下降1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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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中国内地放宽防疫政策，推动社会消费在2023年上半年初步复苏。但受消费者信心不足等因素
的影响，复苏势头未能延续到2023年下半年，奢侈品等非必需品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同时，受出境游回暖
和汇率利好的推动，2023年和2024年内地奢侈品消费加速外流。与此同时，中国消费者对于奢侈品的理解日
趋成熟和理性。频繁的涨价以及迟缓的产品创新使得中国消费者缺乏对奢侈品过高溢价的认同，令其转向其
他体验型消费如旅游和户外。 

因此，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在2024年风口退却，预估整体销售额同比下降18%-20%（图1）。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全年持续疲软，其中第三季度的降幅最大。第四季度得益于经济刺激措施
出台，拉动了消费并带来预期升温，从而表现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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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所有奢侈品品类销售额下滑，其中珠宝和腕表降幅最大

此次寒流波及了所有奢侈品品类，但各品类遇冷程度不同。例如，美妆个护品类，尤其是香水、彩妆和超高端
护肤品，取得相对较好的表现，显示出消费者对“小额奢侈品”的热情及注重情感和感官体验的转变（图2）。

服饰品类的降幅小于皮具箱包品类，主要是因为服饰具有季节性，以及拥有比较稳固的VIC客户基础。皮具
箱包品类由于过于依赖经典款产品，创新不足，再加上单价较高，导致消费者缺乏额外购买的动力。 

随着消费者偏好转向其他保值资产和体验型产品，珠宝和腕表成为表现最差的品类。珠宝表现略好于腕表，主
要由于价位段相对较宽，既有针对超高净值人士的高级珠宝，也有吸引非头部消费者、价格相对较低的精品珠
宝。相比之下，腕表销售降幅更大，一方面由于中国消费者在腕表消费方面更趋于理性，另一方面由于二级市
场上瑞士奢侈腕表价格持续下降，导致高端腕表的保值能力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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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受客流和客单价双双下滑的影响，2024年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下降约29%

海南免税消费也同样受到影响，2024年海南免税店客流和客单价均同比下降约15%，导致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
下降约29%（图3）。由于全球旅游业复苏，其中邻近的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复苏势头尤为强劲，这些地区的旅
行时间和成本与海南相近，但在服务和体验上更胜一筹，使得消费者倾向于前往海外邻近地区旅游。同时，消
费者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疫情期间的海南购物主力——中产及以上的富裕群体，如今成为海外消费的主力。
此外，国内电商平台激烈的价格战带来了额外的竞争压力，尤其是在美妆个护领域，对于海南离岛免税市场来
说更是“雪上加霜”。

未来，海南免税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一方面，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预计2025
年底实现全岛封关；另一方面，海南依然面临着内地市内免税店扩张以及邻近市场的“抢客”压力。海南免
税店需要让消费者享受到高质量的购物体验，以应对外部竞争。

总而言之，中国内地个人奢侈品市场的寒流波及大多数品牌。由于信心不足，消费者选择谨慎消费，是导致
下滑的主要原因。即使是韧性更强的VIC客户在奢侈品消费方面也较以往更为保守，在经济下行的时代“分
散风险”，将支出转而投资在更多种类的保值型资产上。然而在奢侈品行业寒意渐浓的同时，依然有少数品
牌成绩傲人，保持了逆势而上的增长势头。这些品牌中不乏大品牌和小众品牌，说明规模并非成功的决定因
素。真正的制胜秘诀来自于强大且独特的品牌吸引力，与消费者紧密的关系，而这离不开多年的品牌投资和
产品差异化的价值主张打造。	

放眼未来，奢侈品牌必须意识到，内地市场正在从高速增长时代过渡到常态稳定时代。品牌应当摒弃通过扩
张在增量市场上跑马圈地的发展思路，转而思考如何在存量市场上抢占份额。提高品牌价值感、推动产品创
新、优化定价策略、提升客户体验，将成为品牌在新时代的制胜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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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奢侈品消费和代购市场在2024年继续对内地奢侈品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日本等地区的奢侈品消费
显著回升。

随着出境游的复苏，奢侈品消费外流加剧，2024年约60%的奢侈品消费发生在中国内地，约40%的消费则发
生在境外，尤其是亚太地区和欧洲。其中，中国消费者在欧洲市场的奢侈品消费额已经恢复到约2019年水平
的50%，而亚太地区则达到了约2019年水平的120%。

日元持续走低带来的汇率优势，进一步增长了中国消费者赴日购买奢侈品的热情。尽管如此，境外消费的增
长仍然无法抵消内地消费的下降，此消彼长之下，2024年中国消费者奢侈品消费额下降约7%（图4）。

展望未来，出境游回暖和消费外流的趋势预计延续，与此同时，中国游客的消费习惯也正在发生变化，从过
去主要以购物为目的，转为体验型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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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消费者在境外的奢侈品消费增长不足以抵消内地消费的下降，导致2024年奢侈品销售额下降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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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内地和日本/欧洲市场之间的价差是2024年内地奢侈品消费外流加剧的主要原因

价差是驱动中国内地奢侈品消费者青睐海外（尤其是日本）购物的主要原因。贝恩对中国内地、法国和日本市
场各大奢侈品品牌的热门产品抽样研究显示，各大品类均有较为明显的价差。浮动的汇率因素更是在2024年
加大了价差。在2024年全年日元对人民币最低汇率下，日本和中国内地的价差最高可达30%（图5）。这一差
异对消费者，尤其是价格敏感型消费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然而，这影响了奢侈品牌在中国内地市场业绩和
品牌拉新。

以往为应对这一趋势，一些品牌采取全球定价策略，以尽可能抵消汇率波动产生的影响。2024年，更多品牌
通过店内限购、全球统一调价（第四季度）等措施来平衡价差。在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的背景下，迅速
响应并采取行动以调控全球价格，应当成为奢侈品领导团队的首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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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韩国免税店外国游客数量增多，但是因为政府和奢侈品牌打击代购，销售额不升反降 

相比于日本市场，韩国市场则要黯淡许多。2024年韩国免税店外国游客数量增长了60%，但客单价下降了约
40%，导致销售额相比2023年下滑3%，达到600亿元人民币左右（图6）。韩国免税店遇冷主要归结于韩国
政府和奢侈品牌持续打击代购，以及日元贬值导致大批游客分流到日本。总体而言，韩国免税市场的表现距
离2019年存在着较大差距，无论是外国游客数量还是销售额，都仅达到2019年水平的约50%。

此外，韩元也在贬值，同时免税零售商面对库存压力可能会在2025年加大促销和折扣力度，这将会吸引中国
游客，进一步加剧中国消费者境外奢侈品消费的长期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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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在服饰和皮具箱包领域，品牌在代购平台上的销售额占其中国内地官方渠道的营收比例有所提高

代购活动带来的收入在中国内地奢侈品消费中占据重要地位。根据Re-Hub对品牌的追踪数据，2024年中国内
地奢侈品代购的销售额整体增长约5%。然而，从各地区的价格指数来看，日本和法国等市场不太可能成为代
购的主要货源地。2024年，尽管汇率优惠、折扣及促销机制等因素拉动了小规模或个人代购，但是大规模或
专业代购平台能够通过批发渠道获得较大的进货价格优势，因此批发渠道更有可能成为代购的主要货源。

以服饰和皮具箱包为例，对于批发渠道规模有限或严格管控批发渠道的品牌，其代购平台上的销售额相当于
中国内地官方渠道销售额的15%-25%。相比之下，对于拥有一定规模的批发渠道且管控较弱的品牌，这一比
例可以达到60%-70%甚至更多（图7）。此外，根据Re-Hub的数据，2024年代购平台上畅销产品的价格与
去年相比下降了8个百分点，让人不禁担忧代购会进一步损害奢侈品牌在中国内地市场的营收潜力和品牌价值。

为了应对这一趋势，奢侈品牌必须在战略层面上重视代购带来的问题。中国市场不应当“孤军奋战”，而应
与总部及全球各地区紧密合作，共同管控全球批发业务，减少价差，以此控制代购对内地市场销售带来的风
险。此外，品牌应继续着力提升在中国内地市场上的客户关系管理、售后服务和整体客户体验，	促使消费者
通过官方渠道进行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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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2024年，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受到多重问题困扰：不确定的经济环境和资产价格下降等原因导致消费者信心
不足，出境游回暖加剧消费外流，再加上品牌频繁涨价却缺乏与之匹配的价值感。种种因素导致市场未能延
续之前的增长势头，而是陷入加速下滑的局面。

2025年市场前景如何？从国内角度看，政府出台更有力的经济和消费刺激措施，有望推动奢侈品消费；从国
际角度看，1月美国新总统正式就职，其政策可能影响中国经济和出口。此外，内地奢侈品消费外流预计在
2025年将进一步加剧。综合多重因素，我们认为2025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将延续颓势，但对下半年
的市场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预计2025全年表现将与2024年持平。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正处于一个充满不确
定的时代，也是品牌生存求变的关键节点。很多品牌或将陷入持续低迷，而部分品牌仍然能够保持增长。对
于大多数品牌来说，未来的重点将从扩张和涨价，转为销售网络整合和绩效提升。

在这样的环境下，奢侈品牌需要着力提升品牌吸引力，通过举办品牌活动、加强创意创新、优化客户体验等
举措，让消费者真正感受到奢侈品的价值感。

在未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和人口结构性变化为品牌在华运营带来了挑战。首先，失业率提高，消费能力下
降，导致未来奢侈品消费人群规模，尤其是Z世代及更年轻的消费人群无法延续过去几年的增长速度。其
次，即使是在有购买力的年轻消费者中，品牌偏好也逐步多样化，对单一品牌的忠诚度减弱。再次，担任奢
侈品消费主力军的VIC客户虽然具备较强的消费韧性，但是受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他们开始偏爱更低调
的产品，同时也将部分资金投入到子女教育或者旅游等体验型消费领域。最后，房产等资产的贬值导致中产
阶级人群财富缩水，从而使奢侈品消费变得更为谨慎。与此同时，变化中也蕴藏着机遇，人口迁徙提高了二
三线城市的消费力，销量和平均售价实现双增长，可能成为奢侈品牌未来争夺的新战场。

长期来看，中国依然拥有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潜在消费群体。近期出台的经济和消费刺激政策传递出强烈的信
号，表明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依然充满希望。奢侈品牌亟需在这一阶段审时度势、修炼内功穿越周期、重回
增长轨道。



Bold ideas. Bold teams. Extraordinary results.

贝恩公司是一家全球性咨询公司，致力于帮助世界各地有雄心、以变革为导向的商业
领袖共同定义未来 

目前，贝恩公司在全球40个国家设有65个分公司，我们与客户并肩工作，拥有共同的目标：取得超越对手
的非凡业绩，重新定义客户所在的行业。凭借度身订制的整合性专业能力，配以精心打造的数字创新生态系
统，我们为客户提供更好、更快和更持久的业绩结果。自1973年成立以来，我们根据客户的业绩来衡量自己
的成功。我们在业内享有良好的客户拥护度。

是什么使我们在竞争激烈的咨询行业中脱颖而出

贝恩公司坚信管理咨询公司发挥的作用不应局限于提供建议方案的范畴。我们置身客户立场思考问题，专注
于建议方案的落地。我们基于执行效果的收费模式有助于确保客户与贝恩的利益捆绑，通过与客户通力合
作，以发掘客户的最大潜力。我们的战略落地/变革管理®（Results Delivery®）流程协助客户发展自身的
能力，而我们的“真北”（True North）价值观指导我们始终致力于为我们的客户、员工和社会实现目标。

贝恩公司大中华区

20世纪90年代初，贝恩公司进入中国，是较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全球咨询公司之一。目前在北京、上海和
香港设有三个分公司，大中华区员工人数近400人。多年来，凭借对中国本地市场的了解和在全球其他地
区积累的丰富经验，我们持续为不同行业的跨国公司和中国本土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度身订制企业策略和
解决方案。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bain.cn 或关注微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