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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汉服，全称是&ldquo;汉民族传统服饰&rdquo;，又称汉衣冠、汉装、华服。历史上，汉服在

黄帝即位到公元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这段时期繁荣发展，而在清朝被统治者所禁止。近

年来，传统文化复兴，喜欢汉服的人越来越多，汉服文化逐步走向流行。汉服有着深远的文

化底蕴，随着国民传统文化自信的复苏和政府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推动，汉服热潮不断

升温，产业潜力不容小觑。

2021年新汉服行业市场规模为101亿元，同比增长6.4%，增长速度相对过去五年放缓。这一方

面是受到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和意愿都出现了下滑；另一方面新汉服的设

计需要进一步拓宽边界，以适应消费者的使用需求。2021年，中国新汉服行业消费者规

模1021万人，同比增长14.4%。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汉服相关线下节礼活动、旅游出行等受到

很大限制；而且近年来消费者娱乐需求也更多转向线上，两相叠加导致近几年的消费者规模

增速不及过往。  

团体标准层面，2020年10月31日，在&ldquo;第八届中国西塘汉服文化周&rdquo;开幕式上

，T/CTES 1021-2019《汉服分类》与T/CNTAC 58-2020《汉服》两大团体标准在会上发布。地

方政策层面，2021年3月16日，修武县人民政府发布&ldquo;修政〔2021〕1号&rdquo;通知，向

各乡（镇）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印发《修武县促进汉服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试行）》的通知，明确鼓励汉服企业开展工作的相关政策，这是当代已知的首个以&ldquo;汉

服产业&rdquo;为标题的政府文件。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快速上升，具有华夏民族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mdash;&mdash;汉服被历

史性地推到了时尚潮流的风口，成为新一轮经济热点。上海汉服版权中心发布的《中国汉服

产业发展报告（2022版）》显示，汉服产业链蓬勃发展，相关企业超过3000家，涌现出诸多

品牌，已形成产业集聚区。未来，汉服一定会在国际化的中国服装语言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汉服品牌一定是一面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大旗。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汉服行业发展趋势与市场全景评估报告》共十一章。报

告首先介绍了汉服行业的相关概念。接着分析了三坑行业的总体发展及汉服行业的发展环境

，然后对我国汉服行业发展现状及汉服传播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对剧场角色体验下&ldquo;汉

服&rdquo;形象塑造与应用做了详实的解析，最后对其典型品牌和发展前景做了科学的分析和

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工信部、发改委、IDC、中企顾问网、中

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

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汉服行业有个系



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汉服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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