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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首飾銷售量佔整體銷售超過六成，佔主導地位，其次為鑽石。 

 

 

消費者購買金飾主要以表現自我，突顯個性為主，潮流趨勢也是他們所關注的，他們亦希望透

過珠寶彰顯社會地位。 

 



 

 

 

綜觀國內女性在珠寶首飾的花費，在國內一線城市，鉑金和鑽石首飾與黃金飾品已可爭一日之

長短，但受到不同文化的影響，尤其是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均以鑽石消費為主導，國內消費

者已逐漸對多元化的產品有一定的需求，而對年輕消費群而言，設計獨特與高科技產品亦對傳

統金飾帶來一定的衝擊，在婚慶市場這趨勢亦較明顯。 

 

 



 

 

對男性消費者而言，玉石首飾是云云高檔珠寶中他們最偏好的禮物，預計翡翠玉石市場銷量有

望回升。 

 

隨著消費者對珠寶的設計與個性化的需求提升，色彩更豐富、設計更多樣化的鑲嵌珠寶與彩寶，

甚或智能珠寶的市場佔有率日益擴大。加上 2016年 8月，國家發布紅藍寶分級標準，並於 2017

年 3月正式實施，為彩寶市場發展提供了更有利的條件。而零售商的發展方案也傾向配合上述

趨勢，以珠寶行業龍頭為例，鑲嵌首飾所佔的業務比重在過去三年的呈現升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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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歐洲政治經濟的不確定性增強，中東、北韓的局勢緊張，全球恐襲陰霾密佈，特朗普政策

未明及美國經濟復甦未達預期，黃金作為避險投資，不可或缺，為黃金需求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世界黃金協會《黃金需求趨勢報告》顯示，2016年全球黃金需求增長 2%達到 4309公噸，是

2013年以來的最高需求；上市交易黃金 ETF淨流入 532公噸，年增持量創歷史第二高位。 

 

 
 



 

 
 

借鑒美國的消費模式，美國珠寶消費支出在人均 GDP達到 5000美元之後快速增長，年增速基

本為同期 GDP增速的兩倍；隨後，美國人均 GDP突破 2萬美元，人均珠寶消費支出增速回落，

基本維持在 5%左右。國內人均 GDP於 2011年突破 5000美元，這意味著消費者底層基本需求

得以滿足之後將進入可選消費支出的快速增長期。 

 

 
 

從消費動機上來看，消費者購買黃金珠寶首飾主要出於婚慶、送禮、紀念日等原因，婚慶對珠

寶首飾的需求就高達 7-8成，即使國家統計局和民政部的資料顯示未來結婚人數穩中有降，但

紀念日、禮物、配等消費動機有望促進國內珠寶業的個性化與多元化發展。 

 



 

 
 

56%的年輕女性月收入在 3000-10000元。2015年一項針對 22-45歲的女性的調查《中國女性

理財白皮書》顯示，國內新生代女性年平均收入約為 7.85萬元，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消費群體。 

 

 
 

三四綫城市佔中國城鎮消費總額近6成，且消費增長高於一二綫城市，國內知名品牌如周大福、

老鳯祥等已開始計劃三四綫城市的發展部署。銷售策略方面，珠寶品牌主要透過專門店和大型

商場進行銷售，電商銷售額僅佔 5%左右。多數國際著名珠寶品牌的電商布局較為滯後，給國

內品牌圖以電商突圍不少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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