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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2日，罗德传播集团与精确市场研究中心联合发布《2023中国奢华品报告》，探索内

地及香港奢侈品市场的重要指标，从消费者行为与偏好中挖掘市场发展趋势。 

 

此次报告调研样本来自 2,500 名中国消费者，其中 2,000名来自内地不同城市，500名来

自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地受访者平均家庭年收入为人民币 1,402,000元，香港受访者平均

家庭年收入为 1,193,000港元。问卷调研工作在 2022 年 12月至 2023年 1月期间进行。 



 
 

2023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在历经新冠疫情冲击、经济下行压力等严峻挑战后，迎来防

疫措施优化、经济活力复苏的新局面，市场活跃度有望在年内修复。在此背景下，

《2023中国奢华品报告》揭示了当前市场环境下消费者的消费心理、理念和行为的新

趋势，期望能助力中国奢侈品行业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 

 

 

 

 

 

内地消费信心反弹 

预示 2023 年市场复苏的可能性 

 

自去年12月以来，伴随疫情防控措施的持续调整优化，中国的经济活力正在快速恢复。

与之对应，中国内地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强劲复苏，超越疫情前水平。 

2022 年 5月的调研显示，受年中新冠疫情影响，中国内地消费者的奢侈品消费信心遭

受冲击，仅 45%内地受访者表示会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奢侈品花费，并有 24%受访者

表示会减少花费，该项数据表现为十年以来最弱。而自 2022 年 12 月 7 日“新十条”

发布后，伴随疫情防控政策的持续优化，消费者信心迅速修复。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 月进行的本轮调研显示，52%内地受访者预期增加奢侈品花费，超越 2020 年疫情

前数据（44%）。预期减少奢侈品花费的受访者占比回落至 10%，与 2020年疫情前数据

持平。 

同时，香港消费者自 2022 年 1 月以来一直维持较强的消费信心。44%香港受访者表示

会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奢侈品花费，仅 10%受访者表示会减少花费。2020 年疫情前，



香港的此项数据为 32%的受访者表示会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奢侈品花费，20%的受访

者表示会减少花费。 

在计划购买的奢侈品中，内地受访者预计将在大部分品类投入更多花费，其中以服饰

(53%)、奢华旅行(52%)、高端餐饮(48%)的消费意愿增长更为显著。香港受访者中，更

多人愿意增加奢华旅行(53%)、鞋履(42%)与高端餐饮(42%)支出。 

 

 

 

 

消费者对线上购买奢侈品的 

信赖度显著提升 

 



 

伴随数字化趋势的蓬勃发展，及疫情期间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进一步渗透，中国内地消费者

已经对线上消费习以为常，甚至在选购奢侈品时也不例外。调研显示，内地受访者对线上

购买奢侈品的信赖度显著提升。在被问及令人放心购买奢侈品的渠道时，选择天猫淘宝、

京东等综合电商平台的内地受访者较 2021年，在不同品类中呈现 10% - 30%的大幅增长。

节省时间(46%)、更方便地购买产品(44%)、更便捷地浏览品牌产品(43%)是内地受访者青睐

线上渠道的主要原因。 

相对而言，香港消费者仍更信赖经线下渠道购买奢侈品，但信任线上渠道的受访者占比也

在不同品类中呈现 3%-10%的上涨。更容易比较价格是香港消费者选择线上渠道的首要原

因。 

在被问及 12个月内曾购买奢侈品的线上平台时，品牌官网(54%)、京东(56%)、天猫淘宝

(53%)仍是内地受访者选购奢侈品的主要渠道，每一项均比 2021年呈现 10%以上的增长，

显示线上奢侈品购买渠道的集中度不断增加。与此同时，调研也留意到抖音(19%)、小红书

(18%)等社交电商平台正获得更多奢侈品受访者的关注。对香港受访者而言，品牌官网

(49%)与亚马逊(48%)是其线上选购奢侈品的首要渠道。 

 

 

 



意见领袖（KOL）助推奢侈品购买 

影响力与明星名人不分伯仲 

 

明星名人与社交媒体意见领袖一直是消费者获取奢侈品资讯并考虑购买的主要信息来源之

一。近年来，随着短视频与直播平台的兴起，意见领袖的定义变得日趋多元，也为奢侈品营

销带来更多可能性。 

在对比两者对奢侈品消费的影响时，调研显示，更多两地受访者通过明星名人获取奢侈品信

息，但在考虑购买决定时，则更易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就细分品类而言，受访者主要在选

购珠宝、时装、高档化妆品、鞋履时更多地考虑明星名人与意见领袖的推荐，两者对购买决

定的影响力在大多数品类中不相上下。 

在获取明星名人与意见领袖的奢侈品信息时，两地消费者均对品牌付费赞助有较高接受度。

在获知品牌付费赞助明星名人推荐产品的情况下，仅有 2%内地受访者与 5%香港受访者表示

会降低购买意愿。在获知品牌付费赞助意见领袖推荐产品的情况下，仅有 4%内地受访者与

7%香港受访者会降低购买意愿。 

 

 

 

 



中国品牌赢得更多认可 

中国元素受到青睐 

 

报告对奢侈品领域的中国品牌与中国元素给予持续关注。可以看到，伴随中国经济发展与

国际地位提升，消费者的民族自豪感与日俱增。在奢侈品行业，更多中国品牌应运而生、

蓬勃发展，更多国际品牌在产品中纳入中国元素，赢得消费者的广泛青睐。 

调研显示，在对比中国与西方奢侈品品牌在不同维度谁表现得更好时，中国品牌在每一项

维度的得分均比上年显著增长 5%-10%。中国品牌除在性价比方面保持优势外，在品牌历史

与品牌故事、工艺、优雅、与消费者的相关度等维度也得到普遍积极的评价，展现了消费

者对中国品牌的肯定与期望。 

就细分品类而言，18%内地受访者与 13%受访者倾向于在购买高档腕表时选择中国品牌，仅

次于瑞士品牌。其中，倾向于选择中国品牌的 Z世代受访者达到 27%。同时，79%内地受访

者与 53%香港受访者表示会在未来 12个月购买中国品牌腕表。诚然，现阶段的中国品牌腕

表还难以与瑞士制表比肩。但该组数据显示，中国品牌腕表的进步正赢得更多消费者的认

可。在被问及选择“国表”的原因时，内地受访者把独特的设计、品牌好感度、民族自豪

感列为关键因素，香港受访者则更多考虑个人情怀、性价比与独特的设计。 

由中国设计师操刀的高档时装品牌也赢得积极的反馈。54%内地受访者与 35%香港受访者表

示会在未来 12个月增加购买中国设计师品牌。其中，愿意增加购买的内地一线城市受访者

占比高达 62%。中国元素、设计师个人魅力、独特的设计与性价比是两地受访者青睐中国

设计师品牌的主要原因。吕燕的 COMME MOI在内地和香港地区的知名度排名第一，而王逢

陈、王海震和上官喆在两地也享有很高的品牌知名度。 

此外，消费者对品牌使用中国元素的喜爱度也逐年升高。78%内地受访者与 59%香港受访者

认同在奢侈品产品或服务中加入中国元素是重要的。中国内地受访者喜爱的中国元素主要

包括能够表现中国传统的元素、正面积极地传递中国审美的元素和中国设计元素。香港受

访者则更青睐使用中国传统工艺与材质的中国元素。 

与此同时，内地消费者不断上升的民族自豪感也对国际品牌提出更多要求与约束。调研显

示，“双标”(55%)、产品质量问题(53%)、违反“一个中国原则”(51%)、企业不诚信问题

(48%)均会严重削弱消费者的品牌好感度与购买意愿。 



 

 

 

 

可持续理念持续深化 

多数受访者愿意为可持续产品增加支出 

 

伴随“双碳”目标提出，政府、市场与行业先进持续推动积极转型，倡导绿色、环保、低

碳的生活方式，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调研显示，83%内地受访者和 76%

受访者认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针对奢侈品品牌而言，两地均有 80%的受访者认同其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应该扮演重要角

色。但与此同时，仅 73%内地受访者与 66%香港受访者认为目前的奢侈品是可持续的，这一



比例较上年分别下降 20%与 9%。其中，仅 52%中国内地 Z世代受访者对此表示认可。报告

认为，这一变化趋势主要反映了年轻消费者对可持续理念的了解不断深化，他们对奢侈品

品牌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切实行动也怀有更高的期待。 

此外，两地均有超九成受访者愿意多支付费用以支持奢侈品对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实

践。其中，愿意多支出 5%-10%的受访者最多，分别占内地与香港受访者的 37%与 42%。对

于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无所作为的品牌，74%内地受访者和 81%香港受访者表示将或多或少地

降低甚至停止购买该品牌的产品。 

 

 

 

 

二手奢侈品消费有所发展 

但仍未被大多数中国消费者接受 

 

近年来，“循环时尚”概念因其与“低碳”价值观契合而受到关注。作为“循环时尚”趋

势的一部分，二手奢侈品正在进入更多中国消费者的视野。调研显示，珠宝（21%）、小皮

具（18%）、服装（17%）是内地受访者购买最多的二手奢侈品。香港受访者则更多购买服

装（26%）、珠宝（23%）与鞋履（22%）。整体而言，香港消费者对二手奢侈品的接受度高



于内地。两地消费者在未来一年对二手奢侈品的购买意向与现有趋势相近。 

目前，大多数两地受访者仍未接受购买二手奢侈品，他们顾虑的主要原因包括不喜欢别人

用过的东西，有卫生方面的顾虑，以及担心买到假货。就购买过二手奢侈品的两地受访者

而言，对绝版商品或对中古风格的喜爱是他们选择购买的主要动因。 

 

 



香港仍被大多数消费者认同为 

亚洲奢侈品购物中心 

 

调研显示，尽管疫情带来的旅行限制措施使香港奢侈品行业遭受影响，但仍有 77%内地受

访者与 87%香港受访者认可香港仍是亚洲的奢侈品购物中心。对他们而言，香港的吸引力

主要在于优越的购物体验、特别版产品和独特的小众品牌。与此同时，在持反对意见的受

访者中，61%内地受访者与 59%香港受访者认为香港的奢华体验与服务已被许多亚洲其他城

市达到或超越，这将对香港作为亚洲奢侈品购物中心的角色构成挑战。 

 

 

 

 

 



 
尽管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国内奢侈品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已呈现强劲的反弹，但

境外旅行的正常化也可能给国内奢侈品消费增长带来压力。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市场有

必要进一步缩小与国外市场在价格方面的差距，并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增值服务；加快数字

化步伐，以传播和电商更整合的方式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优化与 KOL、明星名人和

媒体的合作，在消费决策的不同阶段进行因地制宜的精准传播；也可通过恰当的中国限定

版、中国元素、可持续理念的融合，为中国消费者创造更多样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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