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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寒冬，羽绒服成为备受关注的刚
需单品，但其越卖越贵，似乎也成为近几
年每到冬季都不会缺席的话题。日前，

“国产羽绒服卖到7000元”“波司登平均价
格已升至1600元”等有关羽绒服价格的话
题接连冲上微博热搜，引发网友热议。

羽绒服价格令人“高攀不起”背后的
原因究竟有哪些？日前，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现状
千元以上羽绒服已成普遍

近些年来，羽绒服的价格一直在上
涨。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发布的数
据显示，2014年-2020年，我国羽绒服平
均单价已由452元涨到656元；大型防寒
服的成交价突破1000元，其中2000元以
上的占比已接近70%。

这次“贵上热搜”的羽绒服是猿辅导
旗下羽绒服品牌SKYPEOPLE，在线上
购物平台，该公司羽绒服产品的主力价位
在3000-7000元左右，属于小众品牌。

随后，“波司登平均价格已升至1600
元”冲上热搜。据国金证券研报显示，
2018年，波司登主品牌提价幅度高达
30%-40%，单价1000-1800元的羽绒服
占比由47.6%提升至63.8%，1800元以上
的羽绒服由4.8%提升至24.1%。2020年，
波司登羽绒服的平均售价为1600元……

11月27日上午，记者来到成都市春
熙路波司登店内，此时店内消费者较
少。记者选中一件白色短款男式羽绒服
询问价格，该店销售人员说：“原价2000

多元，现在到手1800多元。”该销售人员
表示，现在羽绒服基本都在这个价位，

“一件羽绒服可以穿很久，所以算下来还
是比较划算。”

随后，销售人员向记者介绍了店内
一款售价3000多元的羽绒服。她表示，
这件羽绒服可实现零下30℃环境中保
暖；售价2000多元的鹅绒羽绒服则建议
穿着环境温度在零下20℃到零下5℃。

记者浏览发现，该店销售的羽绒服
价格大多在1800-3500元左右，基本没
有低于1000元的羽绒服。

线上销售的羽绒服又在什么价位？
记者查询线上购物平台发现，国产羽绒
服品牌的主流价位多集中在几百元到
2000元，市场定价千元以上已非常普遍。
多个品牌开设了高端线，有部分品牌的
羽绒服价格上探到4000-7000元不等。

将目光放到品牌羽绒服之外，千元以
下的也并非没有。记者在直播平台和部

分购物平台中看到，部分不知名品牌和部
分自称“源头厂家”的羽绒服商家零售销
售价格低至200元以下。但有不少消费
者反馈，部分产品存在质量参差不齐、成
分以次充好、款式老气过时等老问题。

涨价
多重原因导致羽绒服价格上涨

羽绒原料作为羽绒服的重要组成部
分，很大程度决定了羽绒服的成本与品
质。2022年4月1日，GB/T14272-2021
羽绒服装新标准正式实施，将羽绒服“含
绒量”的标准修改为“绒子含量”，与国际
市场接轨。

随着羽绒服新标准的实行，意味着
对羽绒服填充物的品质有了更高要求，
鹅绒、鸭绒的价格也随着水涨船高，近
半年整体呈现上涨态势。数据显示，以
保暖效果更好、含绒量更高的白鹅绒为
例，今年年初，市面上常见的90白鸭绒

（含绒量90%）价格是每吨34.8万元；产
量更少的鹅绒单价更高，90白鹅绒（含
绒量90%）的价格达到每吨67.8万元，比
两年前上涨了接近20%。截至目前，羽
绒金网数据显示，90白鹅绒已经超80万
元每吨。

资深品牌管理专家、上海良栖品牌
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程伟雄表示，成本
增加是羽绒服涨价的主要原因，包括原
材料价格上涨、加工费用上涨、推广成本
增加、物流库存成本上涨等诸多因素。

“无论是鹅绒还是鸭绒，包括面料、里衬
等，羽绒服的原材料是一直处于上涨的
趋势。”程伟雄称，此外，还要考虑到羽绒
服过季后存在大批量的库存问题，这些
成本都是包含在羽绒服的价格之中。

此外，各大国产羽绒服品牌纷纷加
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品质，也导致了成
本上涨。物流、人工等成本的增加也是
羽绒服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

除了原料成本上涨，不断堆高的营
销成本也分摊到了消费者头上。据波司
登财报显示，近五个财年，波司登包含广
告宣传费用等营销支出在内的分销开支
从24.5亿元上涨到61.7亿元，2022财年
的分销开支占总收入比重接近四成。

表面上看，原材料价格上涨是国产
羽绒服价格日渐“高贵”的原因，但深究
背后，营销费用的不断加大和品牌高端
化转型才是推动国产羽绒服价格持续走
高的直接原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宁
综合央广网

国产羽绒服价格普涨的背后：

原料价格与营销费用持续走高

成都某羽绒服销售门店。

坚守初心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

立足区域实践开新局
践行“三个1/3”信贷投放策略

四川作为西部经济大省，GDP排名
全国第6位，民营经济活跃，居民消费实
力强劲，资源禀赋鲜明。交通银行四川省
分行严格对照执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
出的服务实体、防范风险要求，结合四川
省情，差异化提出信贷投放“三个1/3”（服
务实体、普惠小微和乡村振兴、零售信
贷），适配地方经济特色，更好融入四川区
域发展战略，助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
台阶。

该行立足金融工作政治性，聚焦服
务实体工作要求，把信贷资源用足用够，
进一步提高贷款投放的精准性，加大对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能源化
工、先进材料、医药健康这六大产业的精
准支持。截至三季度末，全行人民币各
项贷款规模达1880.49亿元，较年初新增

158.43亿元。制造业贷款、民营企业贷
款居系统第1位，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
居系统第4位。

围绕“建圈强链”，服务产业链下的
小微企业；加大乡村振兴龙头企业的支
持力度，加大对食品轻纺、能源化工等的
对接辐射力度。截至三季度末，普惠两
增贷款增幅38.93%，居系统第2位，提前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着力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
向往，抓住大消费，为川内企业主、高管
层、技术人才、新市民、城乡居民提供消
费金融服务。截至三季度末，零售贷款
增量居系统第1位。

在经营管理取得突破的同时，交通
银行四川省分行改革发展的路径日益清
晰、氛围日益浓厚。对外通过“三个接地
气”（接地方党政、客户、员工的地气），深
入基层调研，推动整改落实，理顺机制流
程，助力发展突破。

“引子入川”“助川出海”
做强投行、国际业务两大品牌

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大背景下，传统
表内资产业务价格逐步下行已成为大
势，唯有依托产业投行、离岸牌照等优
势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突
围。今年以来，交行四川省分行该行持
续深耕“引子入川”“助川出海”两大战
略。

在引子入川方面，交银投资、交银金
租、交银国信、交银理财、交银人寿、交银
施罗德资管、交银国际等纷纷赴川给予业
务支持。该行聚焦“产业投行”转型方向，
加快推进股权投资和融资租赁服务支撑

“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优化投
贷联动机制及“股贷债租托”综合金融服
务能力，提升股权投资和融资租赁拳头产
品业务。加强与总行投行部、交银国际等
的密切联动，在标的撮合、项目推荐等“融
智”端，持续发挥综合化、专业化优势。今
年以来，该行落地了系统内首单资产配置
型组合投资信托、全国首单AAA民企绿
色科创票据，债券主承销规模创历史新
高，截至三季度末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
具承销规模146.72亿元，居四川地区第2
位，稳居五大行之首。

助川出海方面，该行与其他海外行
一对一联动交流，实现21家海外行全覆
盖，掌握海外行业务特点，密切合作。举
办各类客户活动搭建批量营销平台，厚
植“助川出海”根基。

融入区域发展
加快辖行入局当地经济格局

中国西部地区地域广阔，关乎国家
总体发展。在西部，一项项重大能源工
程相继竣工、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一个更加美丽、更加开放、更具活力
的中国西部，正在新起点上乘势开创高
质量发展新格局、书写区域协调发展新
篇章。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在成都平原
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攀
西经济区等区域都有布局。

该行一直紧跟四川区域经济步伐，
交行绵阳和宜宾分行表现出较为强劲的
发展态势。绵阳分行加大对接数字化转
型，成为绵阳市落地“信用就医”的首家
银行，已上线10家医院，带动7家医院（5
家三甲、两家二甲）结算账户开立。宜宾
分行聚焦宜宾产业发展，抢抓晶硅光伏、
动力电池两大集群赛道，在服务实体和
孵化独角兽初创型企业方面取得破局。
接下来，分行将继续指导推动两家辖行
扎根当地、建强特色，共建区域经济产
业，共享当地迅速发展的红利，成为省辖
分行发展的旗帜和标杆。

为支持省辖行发展，一行一策实现
特色发展，该行将深入推进第一批与第
二批主题教育整改整治的衔接联动，助
力省辖行找准路径、加速发展。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交通银行四川分
行理当奋勇争先。接下来，该行将不断建
强“四大金融特色”、绿色金融底色，提升
五大能力，一心一意与地方共谋发展、与
企业共享机遇、与民生共创美好。（李园）

2023年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

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

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

高质量服务体现在哪里？如何提供高质量服务？一直以来，交通银

行四川省分行不断强化职能定位，结合国家对四川提出的“四个发力”的

总体要求以及四川关于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的意见，该行进

一步融入成渝经济区建设规划和四川发展脉络，以发展的眼光聚焦金融

服务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