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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工程在时装设计中的应用

李惠杰
中原工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摘  要  并行工程是对产品及其相关过程进行并行 !一体化设计的一种系统化方法 ∀根据服装行业的发展趋势和

特点 认为在时装设计中引入并行工程的思想和方法 构筑适合并行工程工作模式的组织结构平台 实现并行工程

与服装 ≤⁄Π≤ 技术的集成 营造团队协作的文化氛围 可以极大地提高服装企业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和综

合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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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加入 • ×以后 具有较好基础和较强比较

优势的服装行业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发展机遇 但服

装行业整体上有品种变化多 !资源流动速度快 !竞争

性强的行业特点 使服装业在面临巨大发展机遇的

同时 也面临更加全球化 !快速化 !高技术化的挑战 ∀

并行工程≤∏∞即 ≤∞是对产品及

其相关过程包括设计过程 !制造过程和支持过程

进行并行 !一体化设计的一种系统化方法≈ ∀它是

基于信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全新组织管理模式 

适应竞争激烈 !动态多变的现代市场环境 ∀在时装

设计中引入并行工程的管理思想和方法 可以缩短

时装的设计开发周期 提高服装企业时装设计开发

的一次成功率和资源整合效率 增强服装企业快速

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 ∀所以 在时装设计中引入并

行工程应是我国服装企业的努力方向 ∀

1  时装设计与并行工程工作模式

目前服装行业的产品生产方式已经由大规模 !

大批量的生产模式向单件 !小批量 !个性化定制生产

模式方向转化 ∀从事时装的设计与生产利润率高 

但时装的寿命周期短 交货期严 存货的清库成本

高 !风险大 对企业的整体素质要求高 市场变化速

度快等特点 ∀所以 我国一些服装企业在国内外的

服装市场中 由于缺乏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 只能

从事利润率较低的成衣生产 ∀具有较高利润率的时

装市场高端的时装市场目前被国外的知名服装企

业和国内的一些小型/作坊式0的企业中 !低档的时

装市场所占领 ∀服装企业如果不从事高端时装的

设计 !开发 !生产与销售 就很难树立品牌形象 只能

赚取低廉的加工利润 ∀服装企业引入并行工程工作

模式 从事时装的设计 !开发 !生产与销售 一方面可

以缩短时装的设计 !开发周期 提高服装企业时装设

计 !开发的一次成功率和资源整合效率 增强服装企

业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 赚取超额利润 另一方

面也可以全面改善企业的产品结构 塑造高端时装

品牌形象 提升服装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

111  并行工程的组织结构模式

并行工程的组织结构模式一般采用跨职能部

门 !跨企业的多种人员组成项目组的方式进行组合 

如图 所示 ∀项目组包括了市场设计 !工艺 !生产技



图 1  并行工程工作模式的组织结构平台

术准备 !制造 !采购 !销售 !维修服务等各部门人员 ,

有时甚至还包括用户 !供应商或协作厂的代表 ∀总

之 ,只要是与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有关的 ,而且对该

产品的本次设计有影响的人员都要参加 并任命小

组领导一名 负责整个时装产品的开发工作 ∀项目

组也可以采用虚拟组织的模式来开展设计工作 ∀成

员可以通过网络相互沟通 甚至在计算机屏幕上开

会等等 ∀这种方式完全可以打破地域上的限制 不

仅同一公司中不同部门的人员可以组成这样的小

组 而且分布在不同公司 !城市 !国家的成员也可以

通过这个网络系统聚集 ∀

在图 中 上半部分为标准的矩阵制组织结构 

该结构形式是在直线职能制组织结构的基础上 增

设了横向指挥链系统 加强了横向联系 克服了职能

部门间相互脱节 !各自为政的现象 各专业人员为完

成同一项任务而在一起工作 有利于各种思想的相

互激发 易于取得创新性成果≈ ∀矩阵制的组织结

构机动灵活 应变能力强 任务具体明确 并行工程

工作模式与该组织结构的结合能够极大地提高项目

组的运行效率 ∀图 的下半部分为并行工程项目组

吸收企业外部如原辅料的供应商 !服装经销商 !服

装各专业公司等人员参加的情况 ∀组织结构中 纵

向为原组织结构的直线职能关系 并行工程项目组

内部为横向职能关系 ∀这种模式的组织结构平台 

较好地贯彻了并行工程的基本思想 能够消除设计 !

生产制造中可能出现的缺陷 把经销商和终端用户

的不满意问题落实到前期的产品开发过程中 使开

发出的产品达到速度快 !成本低 !质量高 !用户满意

的目的 ∀

112  并行设计的流程模式

时装设计师的工作是十分繁杂的 ∀从大的方面

来说 设计师需要对时装构成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

的把握 策划时装设计方案 ∀从具体的方面讲 设计

师所从事的是时装信息的收集分析 !主题的设定 !设

计的提出 !面辅料选择 !板型及样衣的确认等工

作≈ ∀当然 在繁杂的设计工作中 产品的开发和设

计仍然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 ∀时装设计工作流程如

图 所示 ∀在时装设计过程中 要充分发挥知识库

的作用 把已有的设计知识 !相关领域的背景知识和

设计经验 及时提炼 !组织 !管理 充实到知识库中 

一方面使设计过程中形成的大量设计意图和设计过

程信息得以正确继承 促进时装设计知识的更新与

进化 克服在知识经济环境下企业对知识拥有者个

体的依赖 实现设计知识资源企业化 保证企业知识

资源的完整性 ∀另一方面时装设计师也可以通过访

问知识库 促进设计知识的共享与进化 避免低效率

重复劳动 提高设计工作效率 ∀

图 2  时装并行设计的流程图

在进行并行设计的过程中 项目组内充分的信

息交流与共享 对于及时发现问题 !修正错误和偏

差 缩短时装设计周期 提高时装开发的一次成功率

是非常重要的 ∀服装行业本身就是对信息极其敏感

的产业 市场信息量大 信息变化速度快 时装的流

行趋势和市场动向 对于时装设计和生产都是至关

重要的信息≈ ∀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信息的

及时获取 !传送和对信息做出快速的反应 是企业生

存和发展的基础 ∀为了充分利用信息时效 必须提

高信息交流的速度和效率 进行充分的信息共享 ∀

因此 项目组必须建立服装信息共享数据库 通过信

息交换和共享 项目组成员就可以清楚地把握各种

时装市场信息以及项目组内的/动向0 使个人/ 行

动0与项目组/行动0合拍 实现时装开发整体上的步

调一致 ∀充分的信息共享也使得生产部门和经销商

间的联系简易许多 有利于逐步建立时装设计 !生产

制造 !市场销售各个环节的快速反应机制 有效地降

低交易成本 实现供应商 !生产商 !经销商之间的良

性互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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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并行工程与服装 ΧΑ∆ΠΧΑΜ技术的集成

  在许多工业发达的欧美国家 服装 ≤⁄Π≤

系统在服装企业中拥有率高达  以上 在我国台

湾服装 ≤⁄Π≤ 技术拥有率也达到   而我国

 多家服装企业服装 ≤⁄Π≤ 普及率才刚刚

突破  的大关≈ ∀应用信息技术 实现并行工程

与服装 ≤⁄Π≤ 技术的集成 充分发挥服装 ≤⁄Π

≤ 的作用 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对于多品

种 !小批量的时装生产 利用服装 ≤⁄系统中的制

版 !放码 !排料等功能 放码排料原来需要几小时的

工作 现在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完成 而且准确无

误 ∀时装设计人员可以利用服装 ≤⁄系统中的服

装款式设计 !图案配色功能进行款式设计 也可以调

出原有的资料进行修改 服装款式 !色彩 !图案 !面料

可以随意搭配 快捷方便 这样设计师可从繁重的绘

画中解放出来 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提高了设计

质量和设计速度 ∀所以 利用服装 ≤⁄进行时装设

计 设计周期可以缩短十几倍到几十倍 而产品生产

周期可以缩短   ∗   ∀这样一来 劳动生产率

得到大幅度提高 企业时装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更

能适应快速多变的市场 从而可以提高企业的自身

活力和竞争能力 同时也满足了现代时装流行快 !周

期短的消费特点≈ ∀

3  营造团队协作的文化氛围

并行工程项目组中集中了各方面的人才 !信息 !

资金等资源 仅仅依靠/生硬0的制度安排不能完全

解决并行工程的工作效率问题 ∀所以 并行工程的

核心就是强调并行性和集成性 团队精神是并行工

程思想的灵魂 ∀并行工程项目中的成员不仅要清楚

团队目标 而且也要清楚自己与其他成员的相互依

赖关系 树立高度的责任感 团队成员之间要相互信

任和有能够良好合作的个性品质 将自己同团队的

荣辱 !使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充分发挥自己的才

干 同时依赖团队其他成员开发出高质量的时装产

品 完成团队任务 实现团队目标 ∀

4  结  语

并行工程是适应现代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动态

多变的特点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管理思想和模式 ∀它

在时装设计中的应用可以使得时装的设计结果能及

时地消除设计 !生产制造中可能出现的缺陷 把经销

商和终端用户的不满意问题落实到前期的产品开发

过程中 使开发出的产品达到速度快 !成本低 !质量

高 !用户满意的目的 ∀跨部门的时装设计项目组工

作模式 较好地贯彻了并行工程的基本思想 克服了

职能部门间相互脱节 各自为政的现象 通过应用信

息技术 实现并行工程与服装 ≤⁄Π≤ 技术的集

成 营造团队协作 !信息共享的文化氛围 可以极大

地提高时装设计项目组的工作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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