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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大批量定制的主要形式与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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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现代制造工程研究所 浙江 杭州  

摘  要  阐述大批量定制的技术体系与基本思路 ∀通过分析服装大批量定制的市场需求 提出服装大批量定制的

主要形式 包括面向高端客户的个人定制 !面向集团客户的集团定制 !面向零售商订货的商场定制 !面向外贸订单

的贴牌定制以及标准成衣的合体修改定制 ∀讨论不同形式服装大批量定制的特点与若干实现方法 包括定制服装

的快速设计方法 !定制服装的生产管理方法 !客户关系管理方法 !大批量定制与批量生产的资源重用方法 ∀最后对

服装大批量定制的几个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 ∀

关键词  服装 大批量定制 分类 实现

中图分类号 ƒ1    文献标识码     

Μαιν τψπεσ ανδ ιµ πλεµεντατιον µετηοδσ οφ αππαρελ µασσ χυστοµιζατιον

≠ ±± ∏ ÷∏

Ινστιτυτε οφ Χοντεµποραρψ Μανυφαχτυρινγ Ενγινεερινγ Ζηεϕιανγ ΥνιϖερσιτψΗανγζηου Ζηεϕιανγ   Χηινα

Αβστραχτ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ƒ  ≤



Κεψ ωορδσ  ∏ ≤ 

收稿日期         修回日期     

基金项目 国家 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 杨青海 )  男 高级工程师 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大批量定制 !制造企业信息化等 ∀∞2∏∏∀

  大批量定制≤是指以大批量生产的成本和

速度 提供定制的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模式≈ ∀

大批量定制继承和发展了精益生产° !计算机集

成制造≤ !成组技术× !并行工程≤∞和业务

过程重组° 等的核心思想 以减少产品内部多

样化 增加产品外部多样化为目的 通过大批量定制

技术 在空间上对整个产品族 在时间上对产品全生

命周期进行优化 以实现低成本 !高效率地生产定制

产品 ∀

1  大批量定制的技术体系与基本思路

图 为大批量定制的技术体系与基本思路 ∀大

批量定制的技术体系包括大批量定制基本原理 面

向大批量定制的开发设计技术 !管理技术和制造技

术 大批量定制基本原理包括相似性 !重用性和全局

性原理≈ ∀

产品外部多样化是在购买和使用过程中客户体

验到的产品外观 !性能和功能等方面的多样化 产品

内部多样化是在生产过程中企业感受到的产品设

计 !制造 !销售和服务等方面的多样化 ∀

大批量定制市场需求包括客户需求和企业需

求 ∀客户要求增加产品外部多样化 企业要求减少

产品内部多样化 ∀增加产品外部多样化通常可以提

高定制价值 但会导致产品内部多样化的增加 ∀为

了降低定制成本 就要减少产品内部多样化 解决外



图   大批量定制的技术体系与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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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多样化与内部多样化之间的矛盾 ∀

在相似性 !重用性和全局性等基本原理的指导

下 采用面向大批量定制的开发设计技术 !管理技术

和制造技术 提高定制价值 为客户快速提供满意的

定制产品和服务 ∀同时降低定制成本 实现批量生

产效益 使企业从中获益 ∀

针对服装大批量定制中的三维人体测量 !虚拟

模型以及自动化样板设计技术 国内外学者已经进

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服装大批量

定制的实现也需要解决定制形式选择 !实现方法合

理化等管理问题 ∀

2  服装大批量定制的主要形式

通过进一步市场细分 可以将服装大批量定制

分为个人定制 !集团定制 !商场定制 !贴牌定制和合

体修改定制几种形式 ∀

211  个人定制

个人定制是服装制造企业面向高端个人客户的

服装定制 ∀随着经济的发展 国内已经形成了规模

较大的追求时尚 !突出个性的高端消费群体 ∀针对

这些市场需求 有的服装制造企业开展了单量单制

的服装定制生产 即个人定制 ∀个人定制无论从管

理和技术上都具有一定难度 对企业的设计 !生产以

及管理的信息化水平要求较高 需要企业拥有完善

的销售网络 因此 目前这种定制方式主要适合于制

造技术先进 信息化相对成熟 销售网络比较健全的

服装制造企业 ∀

另外 一些现代裁缝店也开始注重打造自己的

服装品牌 在生产中采用现代化的生产设备 配有专

门的生产车间 ∀有的还专门聘请了打板师 由专业

设计师为客户量身设计 这种定制也属于个人定制 ∀

212  集团定制

面向集团客户的服装定制称为集团定制 ∀与个

人定制不同 集团定制的体型测量是针对团体客户

的 一般是由测量人员到现场进行 ∀另外 定制的服

装主要是系列产品 技术与管理上都相对容易 ∀

集团定制的市场范围较广 有校服 !队服 !工作

服等 ∀由于定制的批量大 总体利润较高 因此得到

了越来越多服装制造企业的青睐 甚至成为某些服

装制造企业主要的生产业务和企业效益的重要

来源 ∀

213  商场定制

商场定制是服装制造企业面向商场订单的定

制 ∀在当今动态多变的市场上 服装制造企业不仅

要对服装的畅销款式以及每种款式的需求数量进行

预测 还要对不同销售地点和不同季节的款式与数

量需求进行预测 ∀这些使得市场预测变得越来越复

杂 涉及的因素也越来越多 ∀预测不准确会带来盲

目生产 库存积压和供应链管理混乱等诸多问题 直

接影响到企业的效益 ∀

商场和专卖店等销售终端具有接近市场的特

点 能够及时把握市场上的变化 因此 预测的任务

逐渐由制造企业向销售终端转移 ∀商场和专卖店等

可以进行比较准确的需求预测 根据预测结果向制

造企业发出购货订单 制造企业根据订单汇总结果

来安排生产和供货 ∀这种商场定制生产方式已经被

一些服装制造企业所采用 它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

是服装批量生产向大批量定制转变的一个具体

表现 ∀

214  贴牌定制

贴牌定制是服装制造企业利用剩余制造能力 

为其他品牌服装企业进行的服装定制 ∀贴牌定制主

要表现为来料加工 !来样加工和贴牌生产等面向外

贸订单的服装定制 ∀

在提倡自主品牌 !创新设计以及注重营销环节

的同时 也应该看到 中国是一个服装制造大国 许

多服装制造企业具有过剩的制造能力 特别是一些

中小企业 目前还没有一个国际知名品牌 也没有较

强的研发和营销能力 要加入全球服装制造网络 其

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低成本的制造能力 这个现状不

可能在短期内改变 因此 目前这些企业在国际服装

市场上主要扮演制造者的角色 贴牌定制成为其业

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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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合体修改定制
除了以上由制造企业进行定制的几种形式外 

服装大批量定制的另一种形式是合体修改定制 即

商场根据客户的体型尺寸 对标准成衣进行修改 从

而为客户提供合体的定制服装 ∀尽管商场中有许多

型号的服装可供选择 但是这些服装与客户体型之

间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 ∀由于客户对名牌服

装的合身期待很高 为了使服装更为合身 可以采取

合体修改定制≈ ∀

3  服装大批量定制的实现方法

不同的服装大批量定制形式具有各自的特点 

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 需要采取不尽相同的实现方

法 ∀针对客户需求 !定制选择 !定制价格 !交货期等

关键要素≈
实现服装大批量定制的主要方法有快

速设计方法 !生产管理方法 !客户关系管理方法以及

资源重用方法等 通过这些方法的合理运用来减少

产品内部多样化 降低定制产品的成本 缩短定制产

品的交货期 ∀

311  快速设计方法
对于贴牌定制 通常不需要服装制造企业进行

产品开发 ∀合体修改定制是采取批量生产的方式 

与一般批量生产不同的是 需要针对后续的修改对

产品进行适当调整 ∀对于个人定制 !集团定制和商

场定制 要实现服装大批量定制 满足客户对面料 !

款式 !尺寸等的定制需求≈
首先就要开发出具有定

制市场潜力的服装款式 ∀

开发设计技术是服装大批量定制的关键技术之

一≈ ∀服装大批量定制的开发设计过程可以重组为

服装产品族的开发过程与定制服装的快速设计过

程 ∀通过服装产品族的开发 采用 ≤⁄系统建立款

式模型 !样板模型和工艺模型 作为定制服装快速设

计的基础≈ ∀

图 描述了基于产品模型的定制服装快速设计

过程 ∀在款式模型 !样板模型和工艺模型的基础上 

快速进行款式设计 !样板设计 !排料设计和工艺设

计 产生定制服装生产所需要的款式图 !样板图 !排

料图和工艺单等各种文档 从而进行定制服装的裁

剪 !缝制 !熨烫等 生产出个性化的定制服装 ∀定制

服装的快速设计以及相关的开发和裁剪等是在集成

的 ≤ Π≤⁄Π≤Π°⁄ 系统支持下完成的 ∀

312  生产管理方法
对于合体修改定制 服装制造企业采取的是标

图   基于产品模型的定制服装快速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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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准化产品的批量生产 定制主要发生在后续的销售

环节中 ∀对于个人定制 !集团定制 !商场定制和贴牌

定制 需要根据定制生产的特点采取合理的生产管

理方法 ∀生产管理主要包括排料管理 !裁剪管理与

缝制管理 ∀

服装大批量定制中 客户订单各不相同 因此 

在服装样板的基础上 需要制订合理的裁剪搭配方

案 以达到降低面料损耗率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双重

目的 ∀当有严格色差要求时 同一件服装的衣片必

须裁剪于同一块面料 有时要求相邻衣片对格对条 

此时也要对下料方案进行调整 ∀采用电脑排料系

统 能够自动进行裁剪工艺计算 计算面料的利用率

和各种衣片的数量 自动产生优化排料图 可以根据

客户订单以及生产中的需求 方便快捷地复制或重

排 有效地支持了服装大批量定制≈ ∀

通过裁剪基本上确定了定制服装的款式和规

格 也直接影响着各后续工序的加工 对于确保产品

质量和满足客户需求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电脑裁剪

机采用服装 ≤⁄Π≤ 一体化系统 按照 ≤⁄的输

出结果进行裁剪 具有较高的裁剪精度和效率 能够

适应多规格 !短交货期 !高质量的订单要求 特别适

合于定制服装的生产制造 ∀由于定制服装及其部件

的个性化 对裁片必须合理编号 以保证各衣片的缝

纫组合准确 ∀由于订单的多样化 通常采取按件捆

扎的方法 以确保每件定制服装的正确生产 ∀

缝制是整个服装加工中比较复杂的环节 对于

定制服装的质量和交货期有着显著的影响 ∀随着科

技的进步 缝制设备从机械化向自动化 !信息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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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吊挂传输生产系统 ∀系统

全部由计算机控制 能够适应不同品种和批量的服

装加工 ∀由若干台缝纫设备 !熨烫设备等组成的模

块式缝制加工系统 可以方便地按生产需求重新构

造 快速响应订单的变化 ∀服装缝制中采取分工序

流水作业的方法 实现工序的模块化和专业化 以便

通过工序模块的重新设计组合 迅速进行定制服装

的生产 ∀

313  客户关系管理方法
大批量定制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

心 客户关系管理是服装大批量定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 ∀不论哪一种定制形式 都需要有效的客户关系

管理方法来支持 ∀客户关系管理的关键就是建立服

装制造企业与客户之间相互学习的关系 提高客户

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其中个人定制是单量单制 客

户订单各不相同 客户地点高度分散 对客户关系管

理提出更高要求 ∀

对于个人定制 服装制造企业可以充分利用销

售终端来建立和改进客户关系 ∀客户可以通过销售

终端对企业及其产品和服务等有更多的了解 以便

做出正确的定制选择 ∀企业可以通过销售终端与客

户交流 了解不同客户对服装面料 !定制服装款式 !

价格 !交货期以及服务等的个性化需求 以便改进定

制服装的开发设计 !生产管理以及客户服务等 ∀

客户可以在销售终端进行体型测量 ∀人体测量

技术主要有传统测量 !量体夹具测量和非接触式三

维人体测量 ∀传统测量采用软尺 这种方法简单方

便 !随机性较大 量体夹具测量采用量体夹具来量取

体型数据 避免了人为因素导致的偏差 由于需要配

备量体夹具 而且测量人员也需要一定的培训 因此

主要用于专卖店中 非接触式三维人体测量采用计

算机辅助人体测量技术 在人体扫描技术的支持下

产生三维人体虚拟模型 用来进行定制服装的试穿

仿真模拟≈
甚至可以直接生成服装样板≈

目前

其设备成本较高 ∀

314  资源重用方法
服装大批量定制与批量生产之间虽然客观上存

在着需求拉动和企业推动的本质区别 但二者之间

也存在着很多相似性和重用性 包括市场资源 !开发

资源 !设计资源 !制造资源 !物流资源等的相似性和

重用性 如图 所示 ∀由于服装制造企业在长期的

批量生产中 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资源体系 在服

装大批量定制中充分重用这些资源 可以最大限度

地降低成本与风险 ∀

图   服装大批量定制与批量生产的资源重用

ƒ  ∏  ≤

∏

批量生产与大批量定制分别面向标准化市场和

个性化市场 同一客户对标准化产品和定制产品的

需求往往同时存在 因此 批量生产的市场信息在某

种程度上也能够反映出客户潜在的定制需求 ∀同

样 客户的定制需求信息也能够为批量生产的市场

预测提供参考 ∀另外 种服装生产模式也可以共

用信息的获取渠道 ∀

批量生产与大批量定制在开发设计上可以采用

统一的样板设计系统和排料系统 共用开发设计资

源库 ∀在批量生产中开发的不同规格的系列样板可

以作为定制服装的基型库 ∀定制服装的样板是根据

客户的量体数据 在基型库中基型样板的基础上进

行推档得到的 ∀

批量生产与大批量定制生产同类服装产品时 

由于其产品结构的相似性 因而具有相似的制造过

程 可以采用统一的缝制生产线 ∀

大批量定制的服装也必须通过供应链才能到达

客户手中 共用服装批量生产中比较成熟的供应链

系统 可以部分解决定制服装的配送问题 ∀

4  典型案例

下面以国内某服装制造企业的大批量定制 !美

国服装店的合体修改定制为案例 对其相应的定制

形式及其主要实现方法分别进行阐述和分析 ∀

411  某服装制造企业的大批量定制
国内某服装制造企业在批量生产标准化产品的

同时 开展了西装的个人定制 !集团定制 !商场定制

和贴牌定制等服装大批量定制业务 ∀在服装大批量

定制的实践中 采取快速设计 订单归并生产 利用

销售终端建立客户关系以及充分利用批量生产资源

等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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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缩短定制服装的交货期 在不同的定制形

式中都采取了快速设计方法 ∀企业采用关系型服装

≤⁄系统建立样板模型 在此基础上 针对不同款

式建立样板库 ∀采用对应法与基型法的组合方法进

行定制服装的快速设计 即首先根据客户量体数据

在样板库中找到对应的参考样板 然后以参考样板

为基型进行变型设计 得到定制服装的样板和工艺

文档 ∀在样板设计的基础上 采用电脑排料系统 快

速制订优化裁剪方案 ∀

在集团定制中 为了降低定制成本 采取了订单

归并生产的方法 将同一款式 !不同号型的订单进行

归并 按照各订单产品的号型进行排列 制订合理的

裁剪搭配方案 采用统一的生产流水线进行定制西

装的缝制 ∀对于一些客户的特殊需求 如绣字和增

加一个衣兜等 在工艺单上特殊标注 裁剪 !缝制时

再单独处理 ∀

在个人定制中 企业利用销售终端建立客户关

系 ∀客户在销售终端通过亲身体验来选择款式 !面

料 ∀销售人员采用量体夹具为客户进行体型测量 

并将测量结果填入订单 订单中还包括款式 !面料 !

价格 !订货日期 !试样日期 !交货日期以及特殊要求

等信息 确认的订单发给制造企业总部进行设计和

生产 ∀企业还通过销售终端为客户提供试穿 !配送

等定制服务 ∀

为了降低成本和风险 不同的定制形式都采取

了资源重用方法 ∀在定制服装的开发设计中 重用

企业的设计知识库和设计系统 在生产中 重用标准

化生产中的裁剪 !缝制 !熨烫等生产设备 ∀在个人定

制中 重用制造企业总部与销售终端之间的已有物

流系统 以实现定制服装的试穿和配送 ∀

412  美国服装店的合体修改定制
美国一些中高档服装店开设有专门的服装合体

修改部 除了提供裤长等比较简单的修改服务外 有

的还聘请高水平的服装修改师 在保持原有品牌效

果的前提下 利用必要的改衣设备 根据客户的量体

尺寸 进行成衣的合体修改定制≈ ∀

为了进行成衣的合体修改定制 在服装出厂的

同时 随产品附书面修改说明 ∀在设计中预先考虑

合体修改要素 主要包括 预留修改长度 成衣服

装的袖长 !裤长 !裙长等都长于一般尺寸 预留收

放余量 成衣服装留出宽松的缝头和足够的折边 便

于放松和加长 考虑改衣工艺 成衣底边采用便于

拆开的机缝工艺 考虑图案造型 对服装图案进行

合理设计 使修改后仍能保持良好效果≈ ∀

5  结  论

服装大批量定制根据客户订单进行生产 属

于需求拉动的生产模式 具有特定的市场空间 不仅

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也逐步成为现实的生产方式之

一 ∀服装大批量定制具有多种不同的形式 主要包

括个人定制 !集团定制 !商场定制 !贴牌定制以及合

体修改定制等 ∀

服装制造企业可以采取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大

批量定制 包括基于产品模型的定制服装快速设计

方法 !裁剪与缝制生产中的有效管理方法 !相互学习

的客户关系管理方法 !批量生产资源的重用方法 ∀

实现合体修改定制需要服装制造企业进行合理的服

装设计并配备相应的人力和设备资源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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