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服饰卖场设计与行销艺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服饰卖场设计与行销艺术>>

13位ISBN编号：9787122026309

10位ISBN编号：7122026302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者：张巧玲，任雪玲　主编

页数：20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服饰卖场设计与行销艺术>>

内容概要

服饰卖场陈列设计与行销艺术是成功完成终端销售环节并实现服装品牌的产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本书内容包括服饰卖场的综述、服饰卖场空间设计、服饰卖场色彩设计、
服饰卖场商品陈列与展示设计、服饰卖场照明系统设计、服饰卖场外部环境设计、服饰卖场广告设计
及服饰卖场设计与管理。
    本书专门针对服饰卖场与行销进行设计，不但可作为高职高专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营销与管理专
业的教材，也可作为服装企业、零售企业等从业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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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服饰专卖综述　　第一节　服饰卖场的概述　　一、服饰卖场的定义　　服饰卖场通常指将
服装商品陈列、展示并完成销售的场所。
“卖场”也称“店铺”、“铺”“或”“铺位”，与英语“Store”、“Outlet”、“Shop”相对译。
作为流行术语，卖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服装品牌营销的产物，其深层含义是在一块特定的销售
物理场所内，不同品牌经营者为之投入精力和财力，其经营以消费定位明确、品牌风格独特、销售促
进灵活和营销管理合理为内容。
　　二、服饰卖场的由来　　商铺，由“市”演变而来，《说文》将“市”解释为“集中交易之场所
”，也就是今日之商铺。
即商铺是经营者为顾客提供商品交易、服务及感受体验的场所。
和过去商铺的定义相比有相同的地方，即商铺首先是商品交易的场所。
区别之处是现代商铺的概念不仅包含了交易功能，而且包含了服务功能和感受体验的功能。
最早开设店铺的是手工工匠，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换规模的日益扩大，出现了专门从事店铺经
营而不从事商品生产的商人，随之便产生了独立化的专业商店。
　　专业商店独立化是“行商”发展为“坐商”的结果。
最初的西欧商人，大多以长途贩运为主，统称为行商。
随着城市的兴起，一些行商开始定居于城市并加入城市行会。
早在路易十三时代，就有一些行商告别浪迹生涯，在城市中开小店铺，与工匠为邻。
除了一些杂货店外，还出现了一些专门形式的商店，诸如按斤两售货的食品店；按尺寸售货的绸布店
；按件数售货的五金店等。
到17世纪，零售业迅速发展，但由于当时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商店不可能开成样样齐全的像现在那
样的店铺，受商店自身规模、店主经营能力及当时商品丰富程度的限制，一般商店都以主要经营一类
商品为主，所以当时的专卖店是店主自发地专卖经营，而非有意识地进行市场细分、有意识地去满足
特定消费的需要。
　　18世纪，西方零售业的主要形式是杂货商店，常采取物物交换和赊销的形式，提供日常所需用的
物品。
19世纪初，是西方专卖店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但大多以小店铺为主。
城市的发展，使城市居民产生了对特定产品的选择性需求，各类专业化销售应运而生。
　　工业浪潮的兴起，大大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休闲阶层产生，漂亮的女士们掀起了一股消
费潮流，这股潮流使店铺发生了分化。
一部分成为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专业店铺，例如，肉店、面包店、鞋店、帽店和食品杂货店；另
一部分成为满足人们新消费的精品店，例如，时装店、珠宝店、首饰店、香水店、化妆品店等。
这种专业商店常常汇集着各种名牌产品，质量优良，价格也较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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