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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透析目前中国的服装产业发展困境，对服装企业常见的开发周期长、设计缺乏个性、产品质量不稳定、
服装合体性差、库存积压等问题进行分析，结合戴尔公司的生产经营模式，提出“先卖后造”的服装单量单裁定制生

产方式，即在人体数据研究、建立服装号型数据库，以及服装各个部件模块化、标准化的基础上，让消费者按照喜好

“自主设计”，从而在现有条件下，根本性地逆转服装生产经营的传统方式，达到产业升级和企业优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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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中国服饰行业

呈现新的发展趋势，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逐

步得到广泛应用，传统的服装产业正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冲击和挑战［1］。为解决和缓和服装行业的供

求矛盾，提高服装产业的应变能力，本文在分析其他

行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服装行业的特殊性，提

出了适应于服装行业特点和要求的发展策略。

1 中国服装企业现状

1. 1 服装行业现状
中国服装业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产业，从中

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获悉，2016 年中国纺织工业保持

平稳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中国纺织业依然是

支撑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2016 年 1—12 月，我 国 纺 织 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6 643. 0 亿元，同比增长 10. 7%，纺织业主营业务收

入达到 40 869. 7 亿元，同比增长 3. 9%，行业实现利

润总额达到 2 194. 1 亿元，同比增长 3. 5%［2］。但作

为“服装大国”，不一定就是“服装强国”，中国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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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还处在品牌初级阶段，新品设计生态差，库存量

大，产品线老化［3］。中国服装行业存在中小型企业

多，对外依存度高、信息化程度低等问题，行业模式

单一且过于传统化，缺乏能够打破行业旧有限制的

大型企业和国际品牌。尤其近几年在经济形势和国

际竞争等多重压力下，2016 年 1—12 月，纺织业亏

损总额 77 亿元，2016 年 12 月，亏损企业达到 1 973
家，规模以上企业亏损比例达到 9. 77%，产成品库

存为 1 512. 6 亿元［2］，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整体情况

令人堪忧。
1. 2 服装企业面临的挑战
1. 2. 1 国际服装流行周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媒体与网络的普及，国际服

装产品的流行也呈现出反应快、周期短、更新快的变

化，为顺应这一变化，国际服装企业逐渐向“小批

量、多品种、短周期、高质量”的生产方式发展。中

国服装企业的新产品平均周期是 10 周，而工业发达

国家平均 2 周，美国最快 4 天。中国的服装企业由

于设计、技术等原因，存在产品研发周期长，品种少

等问题，难以应对国际服装流行变化速度加快带来

的挑战。
1. 2. 2 国际服装品牌入驻的冲击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国际服装品牌入驻中国市

场，并以强大的品牌效应、别致的设计、优良的做工

等给予中国服装企业极大的冲击。相对的，中国服

装企业设计力量薄弱、品牌意识差、产品质量参差不

齐等问题被凸显出来，以低价位稳固市场和消费者

并非企业发展的长久之策，也无法提高企业的市场

竞争力。
1. 2. 3 消费者需求提高凸显的设计弊端

随着人们审美情趣的提高，消费者对于服装舒

适性、合体性、功能性和个性化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现阶段中国服装企业普遍的生产模式使得设计的主

动权掌握在企业手中，消费者对于服装产品的选择

较为被动，对于服装个性化等要求难以实现。同时，

我国多 数 服 装 企 业 使 用 的 号 型 标 准 还 是 GB /T
1335. 1—1997《服装号型 男子》及 GB /T 1335. 2—
1997《服装号型 女子》，没有建立适应现阶段消费人

群的身材和审美的独立号型体系。该系列号型体系

于 1998 年 6 月 1 日开始实施，其制定过程收集和反

映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国民的体型特点，该系

列号型体系已不能反映现今国民的实际体型。而

2008 年颁布的 GB /T 1335. 1—2008《服装号型 男

子》及 GB /T 1335. 2—2008《服装号型 女子》相较于

1997 年颁布的 2 个服装号型标准除在身高一项中

增加了男子 190 cm 一档、女子 180 cm 一档外，并无

其他更新。
1. 2. 4 传统经营模式导致的恶性循环

现阶段中国大多数的服装企业仍采取的是“设

计—制造—销售”的单线模式，市场反馈信息接收

不良，使得许多企业盲目跟风设计和大批量生产。
而由于中国服装企业众多，市场上服装产品繁多，消

费者选择余地大，单个企业大批量的产品中有很多

难以及时达成销售，造成企业库存压力增大导致的

恶性循环［1］。与此同时，服装产品生产过程中，上

游企业如面料商和辅料商与企业、加工工厂衔接不

紧密，因此批量问题、设计研发周期过长、服装原料

和服装产品物流等问题也容易导致企业库存加大，

造成金 钱、资 源、场 地、时 间、工 人 工 时 等 的 大 量

浪费。
中国服装企业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①设计研发

周期长、服装产品生产周期长、批量大、品种少;②设

计力量薄弱、品牌意识差、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③市

场信息反馈途径不畅，服装产品难以满足消费者审

美等需求，缺乏个性化设计，产品功能性不完善; ④
服装生产中尺寸号型标准老化、单一，产品尺码选择

余地小，难以满足消费者对于服装合体性和舒适性

的要求;⑤服装产品生产过程中各环节衔接不紧密，

易造成资金和资源的浪费等。综上所述，现今中国

服装企业的生产模式和经营理念都难以实现“小批

量、多品种、短周期、高质量”的国际现代服装企业

生产要求，也难以满足消费者“合体性、舒适性、个

性化”的实际需求，更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库存问

题［4］。服装企业要想达到长期、稳定的发展目标，

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消费者认可度等，必须

借鉴其他企业、行业的成功经验，从根本上转变经营

理念。

2 戴尔模式及其经营理念

2. 1 戴尔模式概念
戴尔( DELL) 公司由 Macheal Dell 于 1984 年创

立，当时主营业务是替客户组装电脑。短短 20 年

内，戴尔由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发展成为国际

计算机市场的霸主，依靠的就是其先进的生产经营

理念———戴尔模式。
戴尔模式即“先卖后造”的销售和生产模式。

依托互联网，将自己现有的各种配件、铺料及其价

格、性能等陈列给消费者，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进

行自由组合，将订单和定金交给公司，公司收到订单

和定金后，在几天之内将产品组装好，并送到消费者

手中。这种经营和生产的模式改变了“先造后卖”
模式的被动局面，从而实现了消灭库存和消灭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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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戴尔公司通过这种模式，将设计和组合产品的

权利让渡给了消费者的同时，也将节省的库存和商

品流通费用让渡给消费者，从而使产品价格更具市

场竞争力［5］。
2. 2 戴尔模式的特点

戴尔模式的主要特点为: ①生产: 按单生产。
通过网站和电话，消费者可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产

品配置，公司则根据订单制作配件，省去库存。②服

务: 通过直销与顾客建立直接联系。不仅节省了销

售所浪费的时间和成本，还能更直接、更好地了解顾

客的需求，并以良好的服务培养了稳定的顾客群体。
③成本: 高效流程降低成本。戴尔建立了超高效的

供应链和生产、销售流程管理体系，产销流程整体管

理精确、流程，效率高。④产品: 产品技术标准化。
标准化的成熟产品和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使消费

者得以分享到最新、质量稳定的成果。⑤供应: 充足

的、标准化的配件供应。电脑产品市场日趋成熟、完
善的行业标准和标准化的配件供应使得产品价格更

加亲民。
戴尔模式 的 产 销 流 程 为: 顾 客 订 单—配 件 确

认—产品组装—物流发货的即时生产与销售、“先

卖后造”的过程［6］。该流程运行的前提和保证是:

网络通信技术、流畅的标准化配件供应、柔性的制造

技术和通畅快捷的物流。通过该模式，有效地降低

了成本，迎合了消费者对于个性化的追求。
2. 3 戴尔模式与服装企业

服装产业有其生产和销售的特殊性，消费者对

于服装的个性化和合体性等有着一定的要求。为解

决这些问题，服装领域中存在着特有的定制生产方

式。但由于单件服装定制的成本高昂、产品设计制

作周期长、质量不稳定，不能大范围推广。与之相对

应的，服装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能够解决产品成本

和推广等问题，却又存在着诸如面辅料占用、供应链

管理、产品质量、款式设计、计划交期、生产管理、成
本核算、售后服务等一系列实际问题。

为实现企业的优化与发展，有效地解决上述矛

盾，服装产业亟需一种新型的、能够有效结合单件定

制与批量生产各自优势的、避免大规模生产中诸多

问题的生产方式，使服装企业得以更加合理地利用

资源降低成本、加快流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

将戴尔模式实用性地借鉴到服装领域中。

3 MTM 单量单裁定制生产

3. 1 MTM 生产简介
戴尔模式是一种以大规模生产的成本和速度，

为单个客户或特殊需求的市场定制生产任意数量产

品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形式区别于传统工业化生

产的主要特征，是以个性化的单个客户为中心、以模

块化设计和零部件标准化为基础进行快速反应生

产，其生产形式的核心思想是: 通过产品结构和制造

过程的重组，运用产品的系列化、模块化、标准化、阶
段化等方法，结合现代信息技术、柔性制造技术等手

段，把定制生产问题转化为批量生产问题，以大批量

生产的成本和速度，为单个客户或小批量多品种市

场定制任意数量的产品。在产品开发的过程中，考

虑设计、生产、检验、销售、使用等整个生命周期的各

个环节，使消费者的需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而企

业生产成本达到最低［7］。
由于服装产业设计生产的特殊性，必须测量并

依据消费者的身体尺寸，根据适配的号型尺寸标准，

在标准化的零部件库中寻找对应的裁片进行组合缝

制，由此便产生了服装产业特有的工业化大批量定

制生 产 形 式———单 量 单 裁 定 制 生 产 ( Made to
Measure，简称 MTM) ［8］。

MTM 是一种以单个顾客为核心，高度自动化的

工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是目前国际服装工业

生产的一种新形式，是服装企业在现有工业化生产

条件下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对于服装个性化需求的

生产方式。MTM 单量单裁定制模式的生产与营销

流程见图 1。这种生产形式结合了完全定制和大批

量生产 2 种方式的优势，既能够满足消费者的个性

化需求，又能够使企业保持较低的生产成本和较短

的交货期，使服装企业得以通过高效生产、营销和服

务的方式降低生产成本，同时能够以足够丰富的设

计变化和定制化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最终使

得企业快速、柔性地提高竞争力［4］。
3. 2 MTM 生产要点

借鉴戴尔模式“先卖后造”的方式，在服装的款

式开发上，服装企业可以设计并建立一个与消费者

进行有效互动的平台。通过网络虚拟或实体试穿的

互动平台，消费者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品位，对服装

的各个“零部件”及面料、图案、印花等进行自由组

合和搭配。这种生产模式既可以给顾客一种近乎无

限选择自主“设计”的乐趣，提高了消费者“自主设

计”积极性的同时［9］，又使得原本复杂的服装设计、
制造程序能够以服装各个“零部件”标准化、模块化

地投入生产。
在服装的生产过程中，基于人体与服装在尺寸

数据上的特殊要求，服装企业必须在大量收集个性

化人体尺寸并将之细分归档到服装企业的号型规格

系列的基础上才能够得以实现。在服装的实际生产

过程中，企业可针对这些个性化的号型规格，利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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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MTM 单量单裁定制模式的生产与营销流程

业化生产技术进行批量生产。与此同时，企业需要

将服装的各个部位以“零部件”的形式拆分开并模

块化，形成同一部位不同设计或不同形状的“库”
( 例如: 为西服的领部建立包括平驳头、鱼嘴驳头、
青果领等不同设计以及圆领角等不同形状的领形

库) ，并根据人体数据收集及分析归档得到的各部

位尺寸，将这些“零部件”标准化形成不同的裁片样

本［10］。在这个完整的“零部件库”的基础上，服装

的制作就可以根据不同的“零部件”组合搭配方案

和订单，直接从“库”中调出与之相适应的标准裁

片，再选取面料，通过服装缝制技术、印花或绣花等

技术，实现快速、高质量的服装生产，从而在提高生

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满足消费

者对于个性化服装的合体性要求［11］。

4 结束语

基于服装行业的发展现状，借鉴戴尔公司的经

营策略，MTM 服装生产模式既能有效地满足消费者

对于服装个性化设计和合体性的需要，又能在刺激

消费者“自主设计”积极性的同时，使服装企业有效

地利用资源，达到服装工艺智能化、信息化与顾客个

性化需求完美结合，有效地解决了服装开发周期长，

大批量生产下出现的库存、物流、产品积压等实际问

题，合理地实现了企业成本控制、质量控制和中间环

节控制。这种服装生产模式，有利于服装企业向

“多品种、小批量、短周期、高质量”的方向发展，是

当今服 装 服 装 企 业 生 产 管 理 及 生 产 方 式 的 发 展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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