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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新品按需量產平賣
SHEIN打造「快時尚2.0」

中國跨境電商赴美上市 市佔率拋離ZARA H&M等競爭者

4)&*/�����8��
3�����9
��
		�����	��
����	�  �����	� 

4)&*/

*OEJUFY%;"3"���%

)�.

1SJNBSL

"404

#PPIPP

'PSFWFS���

2R��!���1
3���R$PSFTJHIU�3FTFBSDI�45%

�� �� ��� ��� ���

「快時尚」是在短時間內平價推出新潮服飾
的商業模式。購買「快時尚」服飾簡單便

捷、款式多樣且順應潮流，頗受消費者歡迎。瑞士信貸前
市場分析師歐文表示，包括ZARA和H&M等傳統「快時
尚」企業遵循慣常商業模式，預測時裝界的潮流趨勢預訂
產品，在合適時機銷售，「通常而言，它們會提前3個月至
12個月向服裝製造商落單，並訂購大量產品。」

供應鏈靈活 新品數量超H&M 65倍
SHEIN的關鍵策略則顛覆傳統商業模式。美國波士頓諮
詢公司指出，SHEIN會推出數以千計的新品，為每個供應
商分配僅有數百件的小額初始訂單，其後依照市場需求，
大幅增產受歡迎款式。分析強調，SHEIN靈活的供應鏈幫
助企業快速適應市場變化，維持薄利多銷的策略，吸引更
多顧客。靈活供應鏈讓SHEIN源源不斷推出新品服飾。路
透社引述統計顯示，從去年11月以來，Zara在美國市場推
出約 4 萬款新品，H&M約為 2.3 萬款。在同一時期，
SHEIN推出足足150萬款新品，相當於ZARA的約37倍，
H&M的65倍。

ZARA母公司維持品牌交貨速度優勢
與SHEIN的競爭加速，讓老牌「快時尚」企業加緊發揮

自身優勢。金融投資公司Bestinver證券分析師希弗恩特斯
向路透社表示，ZARA母公司Inditex希望維持品牌的交貨
速度優勢，「顧客愈快收到商品、退貨的幾率會愈低，In-
ditex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向消費者送貨，如果消費者不喜歡
也能盡早退貨，企業可以盡量提升新品銷售額。」
路透社也指出，Inditex和H&M正在擴大供應鏈涵蓋範

圍，例如Inditex截至去年，已在包括總部西班牙在內的12
個國家建立供應鏈，涵蓋葡萄牙、摩洛哥和土耳其等。
H&M也在孟加拉建廠，希望在當地打造該公司的主要服飾
生產基地。
特拉華大學研究服飾時尚的專家盧勝（譯音）稱，面對

擁有眾多實體店的競爭對手。SHEIN選擇跳過實體零售商
直面消費者，減少庫存相關成本。時事通訊網站「Tech
Buzz China」分析師馬瑞（譯音）表示，SHEIN的生產速
度也是其主要競爭力，「SHEIN承認他們並不知道你想穿
什麼，但他們對自己快速提升產能很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 全球近年持續發展的「快時

尚」（Fast Fashion）市場中，來自中國的跨境

電商SHEIN異軍突起，即將赴美上市，引來外

界關注。路透社周三（12月13日）報道，

SHEIN現時佔據約五分之一的全球快時尚

市場，逐步拋離 ZARA 和 H&M 等競爭

者。分析指出SHEIN憑藉創新的按需生產模

式及穩定的供應鏈，不斷順應市場變化平

衡供需，再利用實惠的價格吸引消費者，

成為「快時尚2.0」的先鋒。

香港文匯報訊 SHEIN在短短幾年內，
便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快時尚品牌之一。
《華爾街日報》引述專家分析，除了創新
的「按需生產」模式外，SHEIN獨特的無
實體店業務模式，以及主攻新興社媒的營
銷手段，都為品牌吸引了大量年輕客戶、
搶佔市場先機。
美國紐約時裝技術學院時裝商業管理副

教授卡特稱，SHEIN不設實體店，顧客在
網站和應用程式上購物，這種「數碼為
先」模式可以節省營運實體店的成本，也
有助公司直接分析特定產品的受歡迎程
度，更好配合按需生產，「在傳統零售模式
中，公司需要將店舖用產品填滿，希望服
飾能賣得出去，這需要做很多猜測用戶喜
好的工作，但SHEIN的方式與此不同。」

掃貨標籤瀏覽量達百億次
卡特還解釋，SHEIN的網紅營銷策略受

到年輕人歡迎，公司經常與TikTok、Insta-
gram等社媒的年輕網紅合作，鼓勵他們發
布在SHEIN的掃貨（Haul）影片。截至今
年12月初，TikTok上SHEIN的標籤瀏覽量
高達801億次，SHEIN掃貨（Sheinhaul）
的標籤瀏覽量也有139億次。卡特總結稱，
SHEIN非常願意在網紅營銷上投入資金，
這種方法較傳統廣告成本更低也更有效。
許多海外買家非常喜歡SHEIN的平價服
飾，卡特認為，在經濟下行背景下，民眾
更傾向購買廉價商品，「人們即使有可自
由支配的收入，也不會花在較昂貴的商品
上，這正是SHEIN可以填補的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快時尚」品牌
營業額屢創新高，卻也因耗費更多
資源，與「環境、社會和管治」
（ESG）理念背道而馳，備受批
評。身為「快時尚」發源地的歐洲
更着手立法管制「快時尚」品牌，促
使這些品牌加速轉型應對，令講求
永續概念的「綠時尚」應運而生。
歐洲環境署指出，在環境及氣候

的影響因素排行榜上，衣物高踞第
4，排在食物、建築及運輸之後，每
名歐洲民眾一生消費的衣物，會消
耗391公斤原材料，並製造出270公
斤的碳足跡。在英國，不少人要求
政府修改法例，以規範服裝生產
商，主要要求減少浪費原材料。
SHEIN在急速發展下，也被外界
詬病為「浪費資源」。面對各界批
評，SHEIN的 ESG負責人溫斯頓

表示，品牌將投入 5,000 萬美元
（約3.9億港元）解決紡織廢棄物
問題，並研究如何將二手服飾轉化
為新產品，替時尚廢棄物找到新出
路，希望降低大眾對品牌的疑慮。
ZARA則宣布在2025年前，所有
服裝將100%使用棉布、亞麻等永
續材質，去年更與新創科技公司
Lanza Tech合作，將環保聚酯纖維
應用於禮服設計中，取代尼龍、人
造纖維等不環保的材料。此外，實
體門市、辦公室使用的電力會有八
成來自可再生能源，並計劃逐步減
少實體門市，全力轉攻網上市場。
H&M則把重心放在資源再利用，
積極推出再生材料服飾，包括以釀
酒過程中廢棄的葡萄皮、樹莖與種
子取代皮革，製作人造皮褸，並以
海漂塑膠瓶製成再生纖維外套等。

香港文匯報訊 「快時尚」品牌SHEIN據報正尋求在美
國上市，估計市值達660億美元（約5,157億港元），遠超
競爭對手H&M的 270億美元（約 2,110億港元）。不過
《華爾街日報》分析指出，SHEIN薄利多銷的模式令其利
潤率相對偏低，公司還需向投資者證明公司迅速擴展的業
務，能轉化為更大的利潤。

去年淨利潤率僅3.5%
報道提到，SHEIN去年累計營收達230億美元（約1,797
億港元），超過H&M，逼近「快時尚」領域巨擘ZARA。
按照約660億美元的估值計算，SHEIN的估值是公司去年
營收約2.9倍，與ZARA母公司Inditex的3.5倍相近。不過
若計算利潤率，SHEIN去年的淨利潤率僅3.5%，與Inditex
的13%仍有差距。
分析認為，「快時尚」品牌的股份今年較受市場追捧，
對於SHEIN而言，現時是在美上市的好時機，不過公司維
持薄利多銷的營銷模式，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利潤率，加上
與其他類似模式的電商品牌競爭，都可能影響公司營銷前
景。
SHEIN正嘗試進軍服飾以外領域，面向第三方賣家開放

日用品市場平台，《華爾街日報》提醒，該平台利潤率雖
然較高，但會讓公司面臨與亞馬遜在內的老牌電商巨擘競
爭，「如果SHEIN能提升利潤率並保持業務增速，公司會
頗受投資市場歡迎，不過現時它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向投資
者證明。」

薄利多銷利潤率偏低
需向投資者證明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 不少「快時尚」
巨擘被指大量上架新品、較少處理
舊衣，有違環保理念，因此在多地
開設舊衣回收和捐贈服務，還推出
二手服飾交易平台。ZARA早前便
在 法 國 推 出 類 似 平 台 ZARA
Pre-Owned，SHEIN也計劃將目前
僅在美國開放的二手交易服務
SHEIN Exchange 擴展至歐洲，涵
蓋法國、德國和西班牙等國家。分
析相信二手服飾交易的興起，是
「快時尚」品牌適應歐洲消費潮
流，品牌之間的競爭還會升溫。
不同「快時尚」品牌的二手交易平

台功能不一，例如ZARA Pre-Owned

除交易二手服飾外，也允許顧客付
費修補或主動捐贈二手服飾。
SHEIN Exchange 的 功能僅限轉
售，不過消費者可以將交易紀錄直
接從SHEIN官方網站轉移至平台，
為二手服飾和鞋履添加商品描述即
可轉售。
分析指出，歐洲民眾對二手商品
接受度較高，市場空間較大。歐洲
也有不少成熟的綜合二手交易平
台，例如在12個歐洲國家和北美營
運的交易網站 Vinted，已吸引約
4,500萬名用戶。歐洲的顧客消費
習慣和現有市場，都為「快時尚」
品牌推出二手交易平台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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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衫交易興起 品牌競爭續升溫

耗費資源惹批評
「綠時尚」應運而生

◆SHEIN 的網紅營
銷策略受到年輕人歡
迎。 網上圖片

◆◆SHEINSHEIN推出數以千計推出數以千計
的新品的新品，，其後依照市場其後依照市場
需求需求，，大幅增產受歡迎大幅增產受歡迎
款式款式。。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