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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近年來隨著消費者生活型態（Lifestyle）的轉變，帶動機能性布料的終端運用，由

原本的運動及戶外服飾，逐漸擴展至適合於日常生活等多用途穿著的服飾，不僅 NIKE、

adidas、Under Armour、Lululemon 等國際知名運動品牌陸續推出適合多用途穿著的新

產品線，新興 Athleisure 品牌的數量也如雨後春筍般的快速成長。新興品牌現階段營業

規模或許無法媲美領導性國際運動及戶外品牌，但商品或行銷策略如能打動千禧年世代

客群的心，未來仍相當具有市場成長潛力！臺灣紡織業界若能以創新機能性產品為優勢

開發新興潛力品牌客戶，有助於分散企業過於集中部分品牌客戶的風險，且有機會掌握

新品牌客戶快速成長的商機！  

有鑒於此，本研究將品牌分析對象延伸至 LOLË、Sweaty Betty、prAna、Outdoor 

Voices、NAU、MINISTRY Apparel、RHONE 等新興機能性紡織品品牌，分析其目標市

場、產品開發方向、材質應用、主要供應商來源國等，作為臺灣機能性紡織品廠商開發

新興機能品牌客戶的參考方向。此外，亦將針對整體機能性紡織品的市場與產品發展方

向，探討臺灣機能性紡織品的技術與發展策略，以提供臺灣紡織業者在面臨各種挑戰下，

策略佈局方向的參考。 

本研究依「五力分析」架構分析臺灣機能性紡織品產業的競爭力後提出：1.廠商同

業競爭程度高，進入門檻較低的布種常有競價情況，而研發創新是避開高度價格競爭的

關鍵。2.高端利基型布種之潛在進入者威脅程度不高，因臺灣的紗廠、假撚廠、織造廠、

染色定型及整理加工廠已形成明確的專業分工，造就臺灣紡織業適合發展少量多樣化、

差異化的高端利基型產品，且是後進競爭國家所難以複製的模式。3.供應商議價能力的

高低與紗線的供需關係、差異化程度、品牌知名度、與布廠合作的深入程度等因素有關，

近年來臺灣業者已朝向深化與供應商合作關係的策略，甚至建立原料協同開發模式，以

提升布料的差異化及附加價值。4.國際品牌客戶對於市場通路、供應商實際成本及利潤

率等資訊掌握度高，且下單量大，因此客戶議價能力高。5.臺灣主要提供化纖材質機能

布種，而部分戶外品牌以天然纖維材質（如：羊毛具有異味控制、溫度調節、保暖等天

然機能）創造服飾的機能性，但天然纖維材質原料成本相對較高，因此品牌的採購比重

不高，對臺灣機能性紡織品的替代威脅程度低。 

另外，本研究依資金來源、通路型態及商品特點等三方面，歸納新興機能品牌發展

策略的共通點包括：1.新興品牌資金來源仰賴創投資金挹注、群眾募資平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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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egogo、Kickstarter 等）及大型戶外品牌集團收購成為旗下品牌等方式以維持營運。

2.新興品牌在通路策略多朝「虛實通路」並進，但仍以網路銷售為主要通路型態，實體

通路則以 B2B 形式，透過專業零售商進行商品銷售。3.新興品牌以「千禧年世代」的「普

羅大眾」為主要市場，商品與日常休閒連結，朝向具機能且適合平日穿著的服飾發展，

而行銷包裝則是新興品牌可否勝出的重要關鍵！ 

在臺灣開發新興機能性紡織品品牌客戶的策略方面，本研究建議：1.不論服務國際

品牌或新興機能品牌，持續深化研發創新能力是臺灣業者吸引各大品牌持續與臺灣紡織

供應鏈合作的關鍵。2.部分新興機能品牌營收成長爆發力雖值得期待，但相較於國際品

牌的合作風險也較高，臺灣業者需謹慎挑選合適的新興品牌客戶合作對象，才能將企業

的資源有效率的分配到有成長潛力的新客戶。3.臺灣業者可善用服務國際品牌的豐富經

驗，引導新興機能品牌提升產品創新能量。 

目前新興機能品牌產品開發方向仍追隨國際品牌，因此臺灣機能性紡織品業者無論

面對國際品牌或新興機能品牌，在技術發展策略上的方向也趨於一致，本研究建議：1.

臺灣業者常以產品導向（product-driven）的思維開發商品，容易淪為產品規格與設備的

競賽，建議產品的創新設計仍需以構想導向（concept-driven）的思維開發商品，回歸源

頭瞭解人體新陳代謝與環境間關係等原理，以及紡織品的作用機制，才能有效針對市場

缺口提出解決方案，並開發出符合穿著者需求及購買能力的商品。2.臺灣加工絲廠及整

理加工廠專業分工程度高，建議臺灣布料開發可整合加工絲廠多樣化紗線開發能力（如：

在假撚工段求取變化）及下游整理加工廠多元的技術（如：在印花、塗佈或貼合工段求

取布料外觀的變化），有助於提升產品附加價值。3.建議產學研單位培育具備紡織設備專

業及織品設計的「雙專業」人才，有利於提升跨領域創新商品開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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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臺灣紡織產業歷經 20多年來的努力，已成為全球機能性紡織品的研發與生產重鎮，

國際買主對臺灣機能性紡織品也已建立起「Think Functional Textiles, Think Taiwan」的

第一印象，國際品牌下單於臺灣的機能性紡織品比重已達 4 至 5 成，戶外用機能性紡織

品下單臺灣比重甚至高達 7 至 8 成，包括 NIKE、adidas、Under Armour、Lululemon

等運動品牌，以及 Columbia Sportswear、VF 集團（旗下包括 The North Face、Lucy

等品牌）、Amer Sports 集團（旗下包括 ARC’TERYX、SALOMON、Wilson 等品牌）

等戶外品牌皆將臺灣視為機能性布料主要採購地。探究臺灣機能性紡織品的競爭優勢主

要包括：一、臺灣在人造纖維材料的開發與整合能力強，提供少量多樣與差異化產品的

能力優於競爭國家；二、臺灣紡織業擅長少量多樣化的彈性生產；三、臺灣在細丹尼長

纖（包括聚酯及耐隆纖維）彈性布的染色整理技術具競爭優勢；四、臺灣具有生產優質

平價塗布貼合布料的競爭優勢，其在技術層次上優於韓國、中國大陸，價格上又較日本

具競爭力。 

然而，臺灣機能性紡織品廠商是國際品牌重要合作伙伴，但面對全球消費市場動能

不足、競爭國家低價搶單以及臺灣參與區域整合進度落後等因素下，仍為臺灣機能性紡

織品產業未來的發展帶來諸多挑戰。因此臺灣廠商幾乎無任何放慢腳步的空間，唯有持

續投入研發創新，並不斷找尋潛力新市場與新客戶，才是維持國際競爭力之道。 

現階段臺灣雖是國際機能性紡織品供應鏈的一環，但臺灣同業間也開始面臨產品同

質性過高以及品牌客戶重複性高的問題，此現象將不利於產業的長期發展。近年來隨著

消費者生活型態（Lifestyle）的轉變，帶動機能性布料的終端運用，由原本的運動及戶

外服飾，逐漸擴展至適合於日常生活等多用途穿著的服飾，不僅 NIKE、adidas、Under 

Armour、Lululemon 等國際知名運動品牌陸續推出適合多用途穿著的「Athleisure」新

產品線，新興 Athleisure 品牌也如雨後春筍般的快速成長。新興品牌現階段營業規模或

許無法媲美領導性國際運動及戶外品牌，但部分品牌商品切中千禧年世代的利基市場，

未來深具市場成長潛力。臺灣紡織業界若能以創新機能性產品為優勢開發新興潛力品牌

客戶，不僅有助於分散企業過於集中部分品牌客戶的風險，且有機會掌握新品牌客戶快

速成長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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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機能性紡織品市場結構與產品趨勢 

第一節 機能性紡織品之定義 

一、何謂機能性紡織品 

早期日本廠商將「機能」一詞用於強調其纖維素材與傳統素材之差異，尤其在發展

「新合纖」時，行銷訴求「感性」而大受消費者喜愛與接受；1993 年日本纖維大廠 Toray

將機能性紡織品定義為，舉凡紡織品具有新的、非傳統的特性，不論是在高分子原料、

抽絲或後加工階段所賦予者，均稱之為機能性紡織品。 

在英文用字中，機能性紡織品有 Functional Fibers 及 Performance Fibers 二字，

但現已混用，但似乎仍以Functional Fibers代表機能性紡織品較為常見，而Performance 

Fibers 則用以表示產業用紡織品，或產業用紡織品及機能性紡織品的合稱。 

依臺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出版之「最新機能性高科技人造纖維」（2011）

中，將纖維歸類於機能性纖維（Functional Fiber）項下有：吸濕排汗纖維（Water Transport 

Fiber）、抗菌防臭纖維（Anti-Bacterial Fiber）、抗紫外線纖維（UV-cut Fiber）、防透視

纖維（Anti-seethrough Fiber）、難燃聚酯纖維（Flame Retardant Polyester Fiber）、難

燃聚丙烯腈棉（Flame Retardant Acrylic Staple Fiber）、難燃聚醯胺 6 纖維（Flame 

Retardant Nylon 6 Fiber）、難燃嫘縈纖維（Flame Retardant Rayon Staple Fiber）、中

空纖維（Hollow Fiber）、聚酯中空微多孔纖維（Microporous Hollow Polyester Fiber）、

抗靜電纖維（Anti-Static Fiber）、抗靜電母粒及纖維技術（Technology of Anti-static 

Master-Batches and Fibers）、蓄光母粒及纖維技術（Technology of Photo-luminescent 

Master-Batches and Fibers）、遠紅外線纖維（Far-infrared Fiber）、鈦鍺纖維（Tie / Ge 

Alloy Fiber）、奈米竹炭新纖維（The New Nano Bamboo Charcoal Fiber）、多功能健康

性纖維（Multi-Functional Health Care Fibers）等。複合機能性纖維亦包括在機能性纖

維中，如吸濕排汗加上抗起毛球、遠紅外線、抗紫外線、抗菌防臭、雙色調、竹炭、中

空、細丹尼等複合機能。 

二、何謂機能性時尚紡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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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興機能性紡織品品牌發展策略分析 

近年來隨著消費者生活型態（Lifestyle）的轉變，帶動機能性布料的終端運用，由

原本的運動及戶外服飾，逐漸擴展至適合於日常生活等多用途穿著的服飾，不僅 NIKE、

adidas、Under Armour、Lululemon 等國際知名運動品牌陸續推出適合多用途穿著的

「Athleisure」新產品線，新興機能性紡織品品牌也如雨後春筍般的快速成長。本章將新

興機能性紡織品品牌的研究範圍設定於：（1）品牌成立時間在 30 年內；（2）品牌近三

年營收年平均成長 10%以上或產品具創新能量等二項條件，並從中挑選較具特色與發

展潛力的新興機能性紡織品品牌為分析案例，介紹其發展動態及策略方向： 

第一節 Athleisure 品牌個案分析 

Athleisure 品牌個案一：LOLË 

 

近年來在 Athleisure 趨勢下，帶動以加拿大為首的北美地區瑜珈品牌蓬勃發展，其

中 LOLË 品牌不論在商品走向、價格定位、行銷活動、零售專賣店的設點位置，均與瑜

珈品牌 Lululemon 相似，且 LOLË 近五年（2009~2014 年）營收大幅成長 170%，其未

來是否迎頭趕上 Lululemon，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以下針對 LOLË 品牌的市場發展現

況及產品開發方向進行分析： 

一、LOLË品牌介紹 

與 Lululemon 同樣來自加拿大的瑜珈品牌 LOLË 成立於 2002 年，隸屬加拿大

Coalision 集團（旗下包括瑜珈品牌 LOLË 及戶外品牌 Paradox），總部位於加拿大蒙特

婁（Montreal），目前 CEO 為 Bernard Mariette（2009 年上任）2，員工人數約 190 人。 

LOLË 品牌口號為「Live Out Loud Everyday!」，該品牌所強調的健康（wellbeing）

                                            

2 LOLË CEO Bernard Mariette 曾經帶領 Timberland、L’Oréal 及 Quiksilver 等品牌，與 Lululemon

品牌創辦人 Dennis Wilson 也是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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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興機能品牌產品開發方向仍追隨國際品牌，因此臺灣機能性紡織品業者無論

面對國際品牌或新興機能品牌，其在技術發展策略上的方向也趨於一致。本章將先提出

臺灣開發新興機能性紡織品品牌客戶的策略思維，並依全球機能性紡織品發展趨勢，提

出臺灣機能性紡織品的技術發展策略方向。 

第一節 臺灣開發新興機能性紡織品品牌客戶的策略思維 

策略思維一、新興機能品牌產品開發方向追隨國際品牌，持續深化研發創新

能力是臺灣業者吸引各大品牌持續與臺灣紡織供應鏈合作的關鍵 

綜觀各新興機能品牌的市場發展、行銷策略及產品開發方向可發現，新興機能品牌

在商品素材的選用上，與國際品牌相較並無獨特之處，而帶動新興機能品牌營收大幅度

成長的關鍵主要來自新興機能品牌的「行銷包裝」能力，例如：MINISTRY Apparel 呈

現出「科技」服飾的形象、Outdoor Voices 自稱是「千禧年世代專屬」的運動品牌、

RHONE 將各種激勵人心的「精神標語」印於每件商品上來獲取消費者共鳴等。由於新

興品牌在機能性紡織品素材的選用上仍以追隨國際品牌為主，且品牌的行銷策略也並非

臺灣供應商所能著力之處，故建議臺灣業者無論是服務國際品牌或新興機能品牌，仍須

把主要資源投入於研發及創新，才是吸引各大品牌持續與臺灣紡織供應鏈合作的關鍵。 

策略思維二、慎選新興機能品牌客戶合作對象 

臺灣機能性紡織品供應商主力客戶多集中於 NIKE、adidas、Under Armour、The 

North Face、Columbia Sportswar 等國際大型運動或戶外品牌，與大型國際品牌合作的

優點在於品牌下單量相對較大、財務狀況穩定，且在生產開發、品質管理與產品檢測等

各方面制度較為明確，能降低臺灣業者在時程規劃及雙方溝通上的成本。然而，品牌客

戶下單量大相對也容易降低臺灣供應商對品牌客戶的議價空間，並影響設備投資及生產

佈局規劃的自主性，且容易導致工廠產能分配過度集中於少數品牌客戶，而提高國際品

牌臨時抽單所造成的工廠營運風險。 

反觀新興機能品牌現階段營業規模或許無法媲美國際大型運動及戶外品牌，但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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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機能性紡織品市場結構 

（一）機能性運動服飾在 Athleisure 趨勢下，未來成長率最高 

2015 年全球運動服飾市場規模達 1,649 億美元，其中機能性運動服飾、戶外服飾、

Lifestyle 休閒服飾市場分別佔整體運動服飾的 44.8%、16.9%及 38.3%。Euromonitor

（2016/05）預估，未來五年機能性運動服飾（大量採用機能性材料）、戶外服飾（大量

採用機能性材料）、Lifestyle 休閒服飾（幾乎未採機能性材料）市場成長率分別為 37.6%、

34.9%、35.8%，其中，機能性運動服飾在 Athleisure 趨勢下，朝向結合「機能」與「美

觀」，不僅適合於運動場合穿著，也可以在工作與日常休閒等場合中穿著，未來市場成長

潛力最高。 

（二）2015年NIKE及 adidas兩大運動品牌市佔率合計超過 25%，Under Armour

躍升第四大運動品牌 

2015 年全球前五大運動服飾及鞋類品牌依序為 NIKE（15.9%）、adidas（9.3%）、

Puma（1.7%）、Under Armour（1.6%）、Skechers（1.6%），而單就 NIKE 及 adidas 兩

大品牌市佔率即高達 25.2%左右。另外，Under Armour 已由 2014 年居全球第六大品牌

躍升為 2015 年的全球第四大運動品牌。 

二、機能性紡織品素材發展趨勢 

本研究參考 2016 年夏季 Outdoor Retailer 展，將機能性紡織品素材發展趨勢歸納

為無氟撥水、超細纖維/紗線、Chemical-free 濕度管理、輕量防風撥水、Body Mapping、

防曬/抗紫外線、防蚊蟲服飾、天然纖維混紡等趨勢，其代表性商品及特點說明如下： 

1. 無氟撥水外套：Columbia OutDry Extreme Eco Jacket 透濕撥水薄膜不含任何的

PFCs，而內層布料具吸濕排汗機能，確保穿著時布料與皮膚接觸面能保持舒適性；

NAU PFC-free Quintessentshell Jacket 採有機棉/回收聚酯混紡布料結合 PFC-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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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興機能性紡織品國際品牌崛起， 
探討臺灣紡織品之技術與發展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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