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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商务》

内容概要

《时尚商务》内容简介：时尚产业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艺术内涵，且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正在逐步成
为一张涵盖面极广的产业网。在这张网上，各种产业元素之间相互影响、彼此作用，形成环环相扣的
纽带，只要与时尚元素结合，就能产生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时尚产业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
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产业概念，因其自身特殊的时代特征，从而成为最具发
展潜力的新兴产业。
经济的提升带动时尚发展，而时尚氛围的建设相应也会促进市场的发展，推动经济建设，这是一个循
环的过程，彼此相得益彰。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不断增加，城市里中产阶级的范围逐渐扩大，
他们的消费水平及生活品质均有了大幅提升，成长为时尚消费的主要力量。这一力量的逐渐壮大带动
着社会主流生活方式的风向，因而，经济的发展为时尚产业孕育了潜在的巨大市场，促进了时尚消费
的发展，并显示出时尚产业在中国将有令人期待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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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动态眼光观察，商品本身的主要特点之一就在于其处于不断更新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因商品
的类型不同而各有长短，但是，任何商品都避免不了最终被淘汰的结局。对于变成了商品的时间意义
明确的时尚事物来说，具有十分鲜明的短暂性特征。因此，时尚的本意在于相互追随和仿效流行事物
，是其对应的社会成员对它的崇尚与追求。一旦人们对其产生了腻烦心理，或者出现了新的时尚事物
，原来的时尚就会很快消失。比如，服装就有年年崇尚的流行色、流行款及流行面料，其受到消费者
追捧的时间往往只有一年之短。　　（三）愉悦性　　按照最一般的审美机制，只有能够引起身心愉
悦的事物，才能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因此，人们要求时尚事物能给人带来愉悦，尽管这种愉悦的内
容不一，程度不同，但必须具有优雅、前卫、宁静、震撼等不凡感受，赋予人们不同的气质和神韵，
表达出体验者不凡的生活品位，这就使得时尚具有了审美特征。人类对时尚的追求，促进了人类向往
美好生活的愿望，这一愿望是转化为追求精神或物质享受的行动的基础，它的至臻境界是从前赴后继
的时尚潮流中抽丝剥茧，萃取出它的本质和真义，提升自己的审美与品位，打造专属自己的时尚生活
样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追求时尚的真正意味不是在于被动而生硬地追随，而是在于理智且熟练地
驾驭。（四）文化性　　时尚反映了人们的文化态度。懂得时尚的内涵表明了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
它与审美活动一起，体现出人的内在的品位与修养，是一个人的文化和智慧的历炼。此时，从某种意
义上说，文化也成为时尚的一部分。比如人们对于时装的态度就能反映其对时尚的理解与感受，产品
的搭配、色彩的风格、品类的组合等都能反映出穿着者的文化品位。尤其在一些比较重要场合下，人
们的着装选择就是其文化归属上的最直接体现。无论是在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等纯艺术领域，或
是在汽车、电器、饮食等消费品领域，同样存在的时尚现象都能代表其体验者在时尚外壳下所具有的
文化灵魂。（五）规范性　　时尚具有规范性特征。正因为时尚是社会化产物，因此，它要求人们在
对待时尚事物时，遵循比较一致的规范思维和规范行为，才能使时尚的追随者融入社会。虽然时尚似
乎是体现其追随者个性的一面镜子，但是，人们对个性度的容忍是有限的，或者说是有约束的，如果
一个个体超出了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所能容忍的接受度，那么，该个体被群体淘汰出局也就为期不远了
。社会学家指出，不同经济水平、社会地位和消费观念的人群在时尚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具有不同
外表标志的时尚中心，他们对时尚的不同追求最终导致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时尚指数差异。因此，时尚
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特征，就是同化与分化社会群体的归属，常常扮演着标志社会阶层的角色，每
个阶层的人为了将自己所属群体与其他阶层区分开来，常常会创造一些时尚符号和时尚标志。而这一
功能特征需要一定的规范性才能达成。　　（六）科技性　　时尚不能离开科技的参与。时尚首先是
一种意念或创意，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利用物质化手段表现出来。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时尚的
物质化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并且，科技成果本身也需要产业化，借助时尚的外衣，将科技成果产业化
，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科技成果往往是人们最新研究所得，其前沿性具有了成为时
尚新奇性的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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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商务》

精彩短评

1、怎么说呢，和我之前在新华书店看到的，印象中的，不太一样，但有可能我看错了吧。书还是不
错的，难得看到把时尚和商务结合在一起的理论性书籍。但纸张不是很好，印刷感觉不好。挑剔纸张
的书友们会看得不舒服。我个人能接受。
2、（大二下学期）时尚商务，公关策略，一本不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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