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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產業的長期成長動能分析（上） 

 

前言 

本文深入探討了奢侈品產業的特性與現況，聚焦於個人奢侈品市場，包括名牌服裝、手錶、珠寶

等。從 20 世紀初歐洲的小型匠人品牌到現今由幾大集團如 LVMH 、開雲集團（Kering）和愛馬

仕等主導的市場格局，奢侈品產業經歷了顯著的演變。市場消費結構顯示，少數富裕人群對市場

貢獻巨大，而偶爾消費的大眾則貢獻較少，反映出奢侈品市場的不均等性和對富裕消費者的依賴。

此外，奢侈品消費的增長並非僅由絕對的財富量推動，而是財富增速的預期扮演了關鍵角色。從

歷史發展來看，美國、日本和中國在不同時期促進了奢侈品市場的擴張，再次由歷史發展的角度

凸顯財富增速對於奢侈品消費的重要影響。 

 

奢侈品產業特性與現況 

廣義的奢侈品產業包羅萬象，豪車、藝術品、乃至於遊艇都可以說是奢侈品產業的一員，唯本篇

文章所分析之奢侈品為狹義之個人奢侈品，如名牌服裝、手錶、珠寶等， 2023 年約有 $3900 億

美元（3650 億歐元）的市場大小。 

 
                (圖一)全球奢侈品規模已從 2019 年的 2600 億歐元成長至 3650 億歐元 

 

奢侈品的興起始於 20 世紀初的歐洲，當時產業仍由小型的匠人品牌服務貴族，經過百年的發展

後，現今這一產業的競爭格局呈現出集團化的特點，幾大奢侈品集團如  LVMH、開雲集團

（Kering）和愛馬仕等，控制著大部分市場份額。值得注意的是，當以年消費金額區分奢侈品市

場上消費客群，會發現人數和其所貢獻的市場規模極度不均等。Bain&Company 一份在 2013 年

的研究就指出，全球約有不到 2% 的超高消費族群貢獻了約 35% 的市場份額，而偶爾才會去消費

的族群佔有總數的 55% ，卻僅僅貢獻了 12.5% 的市場份額，這樣的消費結構也給予了這個市場

一個「因富人消費而抗通膨」但同時擁有消費週期性的產業特徵。 



 

 

(圖二) Bain&Comp 2013 的統計顯示不同消費族群與其貢獻的市場規模極度不均 

 

回顧過去百年，奢侈品產業的發展可見於不同時期經濟體的快速成長。二戰後至70年代，美國經

濟的蓬勃發展帶動了奢侈品消費的首次大幅增長。隨後，80至90年代，日本的經濟奇蹟進一步

推動了奢侈品市場的擴張。進入21世紀，中國快速崛起成為奢侈品消費的新引擎，凸顯出財富增

速對奢侈品消費的重要推動作用。而下圖則是透過凸顯中日兩國的奢侈品消費規模成長率和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成長率的走勢，印證在奢侈品市場中，絕對的財富量並不是推動市場成長的主因，

而是預期的財富增速才會使奢侈品的消費成長。 

 
(三)中日兩國的奢侈品消費規模成長與可支配收入的成長走勢極度相關 

 

結語 

本文簡介了奢侈品產業的現況與特性，從 20 世紀初的歐洲小型匠人品牌到當前由幾大奢侈品集

團主導的市場格局，以及奢侈品消費的不均等性和對富裕消費者的依賴。透過對過去百年經濟體

快速成長與奢侈品市場擴張的歷史回顧，凸顯出財富增速對奢侈品消費的關鍵影響。續文將會深

入分析市場的可服務客群擴張、消費年齡層的變化、二手平台的興起，以及奢侈品牌年度穩定提

價對每人消費金額的貢獻，從而全面探究未來奢侈品產業的成長潛力。透過對這些關鍵因素的深

入分析，我們將能更好地預測奢侈品市場的未來趨勢，並理解推動這一行業長期成長動能的核心

驅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