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徒步功能运动袜消费者需求调查研究

支欢欢,王建萍,杨 杨
(东华大学 服装·艺术设计学院,上海200051)

摘 要:以实际深入徒步活动现场的方式,对120名户外爱好者穿着徒步功能运动袜的舒适性和功能性进行调研,发

现现有徒步袜存在吸湿排汗性、透气性和耐磨性不足的问题,为企业在袜子的选材及组织结构设计方面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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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步运动是步行、攀登、重量训练和增氧健身的组

合,可以包含一天几公里、几十公里的步行或用一周的

时间穿越多山的地区或者丛林、荒漠[1]。因此,徒步功

能性袜品与普通棉袜相比,应该具备更好的吸湿透气

性、耐磨性和除臭性等。目前,很多企业生产的功能袜

舒适性和功能性不强,以致于户外爱好者难以购买到

适合徒步活动的功能袜[2]。因此,结合浙江某户外产

品生产企业的要求,对消费者的穿着偏好、对功能袜的

认知、消费行为、基本信息进行调查研究,为企业深入

了解户外运动爱好者的行为并进行徒步功能运动袜的

研发提供参考依据。

1 调研问卷设计

1.1 问卷设计

问卷分为4个部分:消费者对功能袜的认知,功能

袜消费者消费行为分析,穿着偏好,基本信息。

1.2 调研预测试

正式调研前,随机选择了30名消费者对该问卷进

行评估,检查问卷的表述是否清楚,删除了原设计中的

不合理问题,降低了由语义不明造成的误差[3],最终确

定了调研问卷的18道题目。

1.3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调研问卷地点为杭州,采取实地调研方式发放问

卷。实地选择杭州一个百公里徒步活动现场,对参加

徒步活动的人士进行问卷发放并当场回收。调研共收

回122 份 问 卷,有 效 样 本 120 份,问 卷 有 效 率 为

99.3%。采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3]对样本数据进行

分析。

2 问卷处理与分析

2.1 样本基本特征

2.1.1 年龄

图1所示被访者的年龄分布中各个年龄段均占有

一定的比例,其中20~30岁和31~40岁居多,说明参

加徒步活动的多为青年人和中年人,此类人群喜爱运

动,是潜在的消费群体。

2.1.2 性别

由图2可知,本次调研对象中多为男性,占 比

92.5%,可见,男性喜爱徒步活动,是徒步功能运动袜

的主要购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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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职业

如图3所示,由于调研分别在城市郊区和网上进

行,因此人员分布较广。其中,企业职员居多,占比

55%,其次是个体经营者和学生。可见,参加徒步活动

的多为年轻的职员,他们喜爱运动且具有一定的购买

力。

企业职员
个体经营者
事业单位、公务员
学生
自由职业者

10.0%

55.0%

12.5%

10.0%

12.5%

图3 被调研者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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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月收入分布

2.1.4 月收入情况

由图4可知,月收入占比最大的是5000~10000
元,占50.9%,其次是15.5%的被访者月收入是3000
~5000元,5.2%的月收入是1500元以下,可见,参
加徒步活动的人群多为有稳定且收入较高的人员。

2.1.5 有无汗脚

汗脚会影响消费者对袜子的选择,如图5所示,

45%的消费者有汗脚,55%的无汗脚,可见消费者中汗

脚的比例很大,功能袜企业应考虑这一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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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45.0%
55.0%

图5 有无汗脚

否
是

82.5%

17.5%

图6 购买经历

2.2 消费者对徒步功能袜的认知

2.2.1 购买经历

由图6可知,82.5%的消费者表示购买过徒步功

能袜,仅有17.5%表示没有购买过。可见,消费者已经

对户外功能袜有了一定的认知。企业应加强对徒步袜

的功能宣传,介绍其与普通袜的区别。

2.2.2 购买的徒步功能袜使用寿命

由图7可看出,消费者购买的功能袜使用寿命占

比最多的为3个月内,占32.5%,半年内的占比为

27.5%,一年内占比为25%。可见,徒步功能袜的功能

性有待加强,以提高功能袜使用寿命。

3个月内
半年内
一年内
两年内
两年以上

5.0%

32.5%
10.0%

25.0%

27.5%

图7 使用寿命

2.2.3 穿着的户外功能袜品牌

由图8可知,消费者购买最多的功能品牌为迪卡

侬,占17.1%;其次是骆驼,占13.2%。由此可见,消
费者对功能袜品牌了解的不多,功能袜品牌生产企业

应加大品牌宣传力度,提高品牌知名度。

2.3 徒步功能袜消费者消费行为分析

2.3.1 平均每年购买数量

由图9知,平均每年购买徒步功能袜在3双以下

的人数较多,为47.5%,其次是购买3~5双的,占

25%。由此可见,户外爱好者购买的袜子数量不多,但
是随着户外运动的发展,对功能袜的购买力在增加。

2.3.2 购买徒步功能袜的场所

由表1可知,运动超市和网购是人们最主要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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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户外功能袜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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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平均每年购买数量

择购买场所,分别占比35.6%和30.5%,其次是专卖

店,占比22%。可见,徒步功能袜应选在大型的运动超

市(如迪卡侬、三夫等)进行销售,并且可以达到推广品

牌的目的。
表1 购买场所

响 应

N 百分比/%
个 案

百分比/%

placea 专卖店 39 22.0 32.5
运动超市 63 35.6 52.5
百货商店 21 11.9 17.5
网  购 54 30.5 45.0

总 计 177 100.0 147.5
 a值为1时制表的二分组。

2.3.3 价格区间

问卷是结合企业要求进行的调研,公司定位为中

高端户外袜,因此,价格以50元为一档进行设置,分别

为低端、中低端、中端、中高端和高端。由图10可知,
有42.5%的消费者选择购买50元以下的功能袜,这与

人们对袜子的传统观念意识有关,对徒步功能袜的品

质了解不够,因此,企业应加强宣传户外功能袜的品

质,强调产品的吸湿透气、耐磨和、保护脚部的功能特

性,提高户外爱好者对徒步袜品质的追求,以达到企业

打造中高端徒步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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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价格区间

2.3.4 购买功能袜的运动环境

由图11可知,消费者购买功能袜通常用于徒步活

动中,占比为36.2%,有强度的体育锻炼占20.3%,高
海拔登山占18.5%。可见,消费者愿意购买徒步活动

下的功能袜,以保护脚部不受伤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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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购买功能袜的环境

2.3.5 挑选徒步功能袜时考虑因素

就挑选徒步功能袜时考虑因素的重要性问题,根
据各因素在各排位上的频数及各排位的权重,根据平

均秩大小排定重要性位置[6],计算如公式(1)所示,秩
越小越重要。

平均秩=
∑频数×权重
被调研人数

(1)

图12显示了在消费者挑选徒步功能袜时的重要

性排序和平均秩的大小,舒适性是消费者考虑的最重

要因素,其次是功能防护性,然后是价格和品牌,最后

是美观性。可见,舒适性和功能防护性是影响消费者

购买徒步功能袜的主要原因。

2.3.6 看重功能袜的性能排序

如图13所示,利用公式(1),得出消费者注重功能

袜的功能性顺序为防止脚部水泡产生、透气、吸湿排

汗、减震防护、抗菌除臭、保暖和防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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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选择徒步功能袜时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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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看重功能袜的性能

2.3.7 徒步功能运动袜性能不足问题

由表2可知,消费者穿着功能袜遇到最大的问题

是吸湿排汗性不好,其次是防治水泡效果不好及耐磨

性不好,说明舒适性和耐磨性是现存的功能袜最大的

问题。
表2 常见功能性不足问题

响 应

N 百分比/%
个 案

百分比/%
不足a 减震效果不好 24 11.1 20.0

吸湿排汗性不好 60 27.8 50.0
防治水泡效果不好 54 25.0 45.0
透气性不好 30 13.9 25.0
耐磨性不好 45 20.8 37.5
其 他 3 1.4 2.5
总 计 216 100.0 180.0

 a值为1时制表的二分组。

2.4 消费者对徒步功能袜的喜好

2.4.1 材质偏好

良好的材质生产的袜子性能与品质都较好,由图

14可知,各个年龄段的消费者都偏爱全棉材质的功能

袜,其次是普通功能性面料。可以看出,消费者对功能

性的运动面料了解得很少,大都只认准全棉材质,因此

有必要对一些功能性材质(如CoolMax运动面料)进
行宣传推广。

普通功能
性面料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20~30岁
31~40岁
41~50岁
50岁以上

其他

银离子

羊毛

coolmax

全棉

百分比/%

图14 材质偏好

2.4.2 袜子厚度偏好

由图15可知,20~30岁人偏爱厚和适中厚度的袜

子,其余年龄段偏爱适中厚度的袜子,因此生产企业应

注重袜子的厚度,选择适中的厚度最好。

50岁以上 厚
适中
薄

41~50岁

6 6

6 21

3 39

21 15 3

31~40岁

20~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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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图15 袜子厚度偏好

3 结论

对杭州地区120位徒步功能袜消费者调研发现:
(1)82.5%的消费者表示购买过徒步功能袜,可

见,消费者已经对户外功能袜有了一定的认知。且参

加徒步的多为20~30岁和31~40岁两个年龄段的人

群,他们是徒步功能袜的主要购买群体。
(2)消费者偏爱全棉材质袜子,这是由于对一些具

有吸湿排汗、抗菌除臭性能的运动面料(如Coolmax面

料)了解得较少,但是也有部分年轻的消费者对功能性

运动面料具有一定的认知。
(3)影响消费者购买徒步功能袜的首要因素是舒

适性、其 次 是 功 能 防 护 性、价 格、品 牌 和 美 观 性。

27.8%的消费者反映徒步功能袜吸湿排汗性不好,

25%的认为防止脚部水泡效果不好。因此,企业在生

产功能袜品时,首先要考虑袜子材料的舒适度,其次要

考虑材料的功能防护性,以便织造出满足消费者需求

的产品,从而提升产品竞争力,树立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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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ontheConsumerDemandsforHikingFunctionalSocks
ZHIHuan-huan,WANGJian-ping,YANGYang

(DonghuaUniversity,Shanghai200051,China)

  Abstract:120outdoorenthusiastswereinvestigatedthroughgaininganeffectiveunderstandingwiththeirhikingfunctionalsocks
intermsofcomfortandfunctionality.Theresultsindicatedthattherewereseveraldrawbacksincludingmoistureabsorption&perspi-
ration,permeabilityandwearresistance.Itprovidedenterprisewithpracticalreferencesinsocksdesignfortheorganizationalstruc-
tureofdifferentpartsand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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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国纺织产业转移工作会在成都召开

  1月8日,2015年全国纺织产业转移工作会暨绿
色互联纺织发展论坛在成都召开。中国纺织工业联合
会副会长夏令敏、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中国
纺织工业企业管理协会执行副会长杨峻、中国工程院
院士姚穆、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会长朱北娜、中国纺织
工业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王进军、中国纺织工业联合
会传媒中心主任魏林、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
巡视员李萍、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尹析明、
校长夏平等领导出席会议。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夏令敏在会上介绍了
新常态下纺织行业的转型升级及十二五发展特点和十
三五发展方向。他表示,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纺织呈现
了规模效益增长稳中趋缓、综合实力稳步提升,但是纺
织行业仍存在诸多问题,他特别提到在产业布局调整
中,纺织产业由沿海向内陆地区转移进度低于预期,同
时跨国布局仍需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夏令敏对目前产
业转移提出几点建议,一是转移过程中产业升级要避
免同质化和重复建设,要注重市场开发;二是注重园区
化建设,集群化发展;最后他表示协会也将加大市场研
究分析判断,为产业的海内外转移提供服务指导。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中国纺织工业企
业管理协会执行副会长杨峻在会上做2015全国纺织
产业转移发展报告。报告中透露了纺织产业转移的大
布局与大战略。
2015年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

新丝绸之路建设有了新的进展,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
背景下TPP等区域经济组织政策导向凸显,我国纺织
企业境外转移的步伐明显加快;2015年新疆发展纺织
产业政策力度加大,使新疆承接国内纺织转移趋势迅

猛;相比之下,受国家经济总体影响,中西部纺织产业
转移速度进一步趋缓,部分园区建设和招商缓慢,个别
产业链雷同及市场目标不确定的园区处于运行停止状
态。新常态下,纺织产业转移继续呈多元发展态势,纺
织行业结构调整及产业转移正处挑战和机遇并存的阶
段。“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给纺织发展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机遇。在全球经济低位徘徊和纺织艰难转型
升级背景下,纺织产业“走出去”和新疆纺织发展成为

2015年产业转移的亮点。我国纺织结构调整和产业
转移正处在非常关键时期,“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和
产业供给侧改革也会为纺织产业转移提供新的发展动
力。纺织“东部-中西部-海外”三极互动的产业转移
格局,从短期看,受TPP等国际变化影响有加速海外
转移的趋势,加工从向东南亚、南亚延伸扩展到西亚、
非洲等地,国内跨国集团及品牌企业会进一步通过投
资、收购、兼并进入海外设计、研发、品牌及市场终端领
域;国内东部纺织企业会加速技术进步,特别是在印
染、产业用的关键领域的提升,同时延伸产业链布局中
西部;我国中西部纺织产业转移将会在政策和市场导
向下稳定持续发展,特别是中小企业将逐步通过集聚
式发展,在转移中升级。最终纺织产业转移三极互动
将回归国内市场达到国际国内平衡发展。
2015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产业转移工作

办公室在国家工信部的指导下,经过组织评审,四川彭
州工业开发区等六个地区产业园被评为全国纺织产业
转移示范园区。它们代表了“十二五”期间纺织产业转
移发展的方向。同时会议还表彰了2015中国纺织行
业产业转移先进。

(来源:中国纺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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