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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设计管理体系与服装设计创新研究

唐競喆
( 绍兴文理学院 元培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 对应服装设计管理体系在服装设计创新过程中的具体管理活动，从把握创新方向、提高创新能力和培

养创新人才 3 个方面，对其所产生的作用和效果进行研究，着重对实现创新力提高的 3 个维度进行研究。通过对

意大利奢侈羊绒品牌 LOＲO PIANA 的设计创新、南宫秀品牌运用传统越剧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在现代服饰设计创新

中的融合发展要点进行分析，并对互联网思维下的个性化童装定制的角色定位与发展策略、快时尚品牌及企业和

高校 2 个层面培养设计创新人才进行探索，提出合理挖掘创新深度、分类拓宽创新广度、有节奏加快创新速度和服

装设计管理体系融入高校服装设计专业，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教学的尝试，从而明确服装设计创新活动需要服装设

计管理，推进服装设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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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responding to the specific management activities of the fashion design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fashion design innovation process，the paper studies the function and effect from three
aspects of controlling innovation direction，improving innovation and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and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abili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taly luxury cashmere brand LOＲO PIANA design innovation，NANGONG XIU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Yue opera costume culture and innovation in modern dress design，

it explores the internet thinking of personalized children' s clothing customized role 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fast fashion brands and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two levels of training creative
design talents，offers reasonable excavation of the depth of innovation，classification broaden the breadth
of innovation，and an attempt to adjust the speed of innovation and fashion design management system into
the college fashion desig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eaching． It finds the key of
promoting innovation of fashion design is fashion design innovation activities need fashion desig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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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管理广泛运用于现代工业产品设计、服 装品牌与设计创意产业实践［1］，其作用得到业界、
设计界和经济学界的研究和重视，特别是随着服

装行业进入突破创新、转型升级、深度品牌化的发

展时期，设计创新已成为服装企业建设发展的重

要核心和途径。据调查研究发现，近年来，日趋成

熟的服装设计管理挖掘“设计创造价值”的潜力，

使设计真正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2］，为服装行

业带来新的生机，能给企业带来发展的动力，使企

业的创新得以有计划、有步骤，可持续地进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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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能真正在日益剧烈的市场竞争中确立自己的

位置［3］。推进设计创新是服装企业寻求更大发展

的有效途径，但是设计创新成本的投入和创新失

败的风险也是目前服装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必不

可少的“坎”［4］，因此，系统、科学、有效的服装设计

管理的实施显得愈发重要。

1 服装设计管理的核心概念和功能

服装设计管理是品牌服装企业对设计活动进

行的管 理，它 涵 盖 了 公 司、品 牌 和 产 品 的 设 计 管

理，并决定如何在公司的人事组织结构、经济财务

结构和产品结构框架内开展设计活动［5］。因此，

应合理规范和约束设计活动的初始、过程、终结的

每个链接环节 ( 如创意方案、成本预算与控制、项

目的进度安排、人事的协调与配合、部门的交叉与

合作等) 。
随着设计管理的深入，现代品牌服装企业意识

到自身艺术性与商品性并重的行业特性，有效地融

合设计( 产品、品牌形象、产品形象、营销形象、企业

形象、终端服务、售后服务等设计) 与企业管理流

程，把消费群的认知、目标市场、生产营运等方面综

合连贯起来，对企业总体目标和规划、企业竞争策

略、目标市场及竞争品牌的跟踪等有计划地进行制

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有效管理。
当今企业应用服装设计管理，不仅对设计进行

创新，获得产品突破和提升，而且也能对技术、制度

以及管理等应用创新，起到重要的作用，能创造新业

务，提高设计创新相关活动的质量与效率，以谋求最

优化的设计效能和最大化的经济效益。

2 服装设计管理体系与服装设计创新
的关系

2. 1 服装设计管理体系的范畴界定
目前服装设计管理体系的理想模式包含当今

品牌服装设计管理的 2 大模块，构建服装设计管

理体系的模型如图 1 所示，其中: 设计任务模块是

管理实施设计相关事宜的主要模块; 设计体系模

块是管理设计相关人员和任务达成效果的主要模

块，是实施设计任务的工具与结构，也是实施设计

任务的保障。

图 1 服装设计管理体系的模型

2. 2 设计管理体系与服装设计创新的内在

联系
服装设计管理是一个指导、管理服装设计工作

的大体系，是以设计创新为目的、设计师为核心，协

调其与设计、客户、文化和市场等关系的行为系统，

也是指导服装企业实际工作的重要思想和方法，具

有综合性和交叉性的特点，所涵盖的内容和管理的

范围是品牌服装企业从战略到产品到运营的各个方

面。服装企业每一项产品创新设计都要经历市场调

研、企划决策、产品设计、样品试制、审核生产、销售、
回收等环节，在整个过程中，服装设计管理体系下的

每个管理活动都紧密联系实现产品创新，存在一定

的内在逻辑规律关系，见图 2。
图 2 服装设计管理体系内在逻辑规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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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设计管理活动是围绕设计创新展开，是将

设计创新贯穿于服装设计管理体系中的每一个具体

设计管理活动，既是设计管理的原动力，也是设计管

理的最终目标［5］。融合文化、设计、市场、客户，形

成循环发展，促进服装设计师进行服装设计创新。
服装设计创新的成败是检验服装设计管理的效度，

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形成统一的内在逻辑

规律关系，促进设计思维的主动性、功能性和创造性

的发挥，设计工作效率的提高，最大效益设计成果的

产生。

3 服装设计管理体系在服装设计创新
中的运作

3. 1 把控创新方向
由于服装设计创新不仅包括面料、结构、款式、

色彩、图案等外观设计的变化创新，同时还包括生活

方式、流行趋势、艺术、文化、科学技术、人际关系等

的设计创新。设计创新目标包括技术目标、艺术目

标、功能目标、经济目标和市场目标［4］，这是服装企

业对设计创新方向把控的重点，它直接影响设计创

新实际达成的有效性，也是避免设计创新的经济价

值和设计价值遭受损失的基本要素。
设计流程管理的基础是调研市场和研究市场，

分析目标市场、研究市场需求。设计资源管理是结

合企业自身的基本业务特点、市场占有率、核心竞争

力及企业发展目标，在市场需求和企业商业目标之

间找到平衡点，从而对设计目标做出正确定位，服装

设计创新目标定位模型见图 3。

图 3 服装设计创新目标定位模型

其次，服装设计管理是一个集聚多样化资源的

管理体系，它的集成性和整合性融合了服装设计创

新所包含的人性与技术、艺术与工艺、客户与商业的

要求［6］，因而能够对多向度、多维目标的创新过程

中进行设计目标整合管理，从而能形成一个符合总

体设计目标意图的创新方向。对设计目标进行管

理、规划，使其具有可操作性、时效性、相关性，以此

使设计管理者在设计创新过程中，形成对创新成果

评估的指导框架。

3. 2 提高创新力
创新力是企业发展、拥有竞争力的核心代表。服

装设计的创新力是融合创新深度、创新广度和创新速

度 3 个维度的综合平衡创新能力［7］。通过设计管理

实现创新的深度、广度、维度，并且平衡好这 3 个维度

的关系，创新力的提高才能有效得以实现。
3. 2. 1 合理挖掘创新深度

3. 2. 1. 1 实务层面

实务层面的创新深度对应设计流程管理的纵向

过程的长度( 设计流程管理的长度最长始于基础性

研究阶段而终于设计流程评价阶段) ［7］。设计流程

管理的长度与设计创新的挖掘深度互为决定因素，

挖掘创新深度越深，碰到的问题就会多而复杂，设计

流程管理长度就越长，因此对设计流程长度的合理

控制管理，是有效实现创新深度的基础。不同服装

类型的产品，设计创新深度不同，与之对应的设计流

程管 理 的 长 度 就 要 进 行 不 同 的 配 套，如 意 大 利

LOＲO PIANA 品牌公司不仅是一家拥有羊毛厂，经

营羊毛、精细纺织品、奢华纺织品的公司，而且还是

提供羊绒针织品、定制服装、外套和休闲装的公司，

是一家从事纤维研发、纺纱、织造、印染，到形成面

料，再到应用面料设计制作生产的公司，设计流程管

理的长度涉及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贯穿整个产业

链。1994 年，该公司推出 Storm System 处理技术，从

而创造出一种特别柔软和舒展的防水防风面料，该

处理技术包含一个需要贴在天然面料背面的亲水渗

透膜，该膜含有 50%可再生植物资源和蓖麻油制成

的特殊聚氨酯; 2016 年该公司推出 Ｒain System 处

理技术，在具有防水防风功能面料的基础上又增加

防灰尘、污垢及液体污渍的功能，该技术可以使纤维

周围形成一个不可见的屏障，使用的成分里可再生

能源资源占了 60%，提升了 Storm System 的防水效

力。经 Ｒain System 处理过的面料如图 4 所示。

图 4 经 Ｒain System 处理过的面料

2017 年 7 月，该公司推出了 Green Storm System
处理 技 术，该 技 术 包 扩 了 Storm System 和 Ｒain
System 2 项基础技术，提升了原有 Storm System 处理

技术的环保功能［8］。由此可见意大利 LOＲO PIANA
品牌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生态环保面料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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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创新升级，挖掘面料的功能性以及环保性能的

技术创新深度成为该品牌提升的重要因子。相应设

计流程管理的长度在基础性研究阶段的前端，从构

成面料的纤维开始，设计流程管理就已经开始。这

样的设计流程长度不仅能保障产品创新深度的挖

掘，而且有利于产生高创新的产品，提高了品牌公司

的整体创新水平。
3. 2. 1. 2 战略层面

战略层面的创新深度对应传统文化挖掘的合

理融合程度。在我国，传统文化一直是服装设计

创新的重要元素，对于传统文化的挖掘已经成为

越来越多的服装企业在设计创新过程的设计创新

战略。挖掘传统文化元素合理融入服装设计创新

过程是服装设计管理对设计创新融合度的有效管

理的体 现。组 织 设 计 师 深 入 汲 取 传 统 文 化 的 内

涵，进行艺术上的发展和创新，从形式上进行突破

和发展，如杭州南宫秀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南宫

图 6 南宫秀传统戏服元素与现代服装设计款式

秀品牌服装，从传统戏服中提取精美图案元素、结

合传统戏服的精湛手工刺绣工艺，用于现代改良

的旗袍、婚服、礼服等，特别是对传统越剧中的书

生形象所穿服饰中包含的花、鸟、鱼、虫等图案元

素提取到现代男装设计中。南宫秀品牌服装款式

如图 5 所示。图 5 ( b) 赋予了现代男装一定的文化

底蕴，延伸了现代男装设计创新的思路，形成新颖

的、具有新价值的设计［9］。

图 5 南宫秀品牌服装款式

在现代服饰设计创新中，传承和发展传统越剧

服饰文化的设计思维，是南宫秀服装品牌在管理设

计过程中的重要设计策略，也是设计管理实践的重

要内容，借助文化创意设计思维创造创新深度的价

值。关注越剧之乡江浙绍兴地区传统越剧的发展，

整合当地越剧服饰文化资源，梳理可应用、能发展的

文化元素，进行分解、重构。一方面是把有形的传统

越剧服饰文化，如材质轻盈的面料、柔和的色彩、丰
富的色阶、和谐的色调、淡雅简洁的装饰图案、紧身

束腰的造型等，合理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达到创

新的目的［10］，另一方面是把无形的文化如传统越剧

服饰的轻柔美特性融合到服装设计中，提高创新的

高度。南宫秀传统戏服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

用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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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a) 为有形的凤刺绣图案结合轻、柔、美特

性的改良旗袍式礼服，图 6( b) 为对柔美霞帔造型的

应用，图 6( c) 为精美刺绣工艺的龙凤图案的二次设

计再现，体现了现代服装设计创新对越剧服饰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完美诠释服装计管理在挖掘传统文

化深度的融合程度。
关注用户体验、进行用户研究、让用户参与设计

过程。如南宫秀服装品牌在美国西雅图商业区域开

设高级定制店，运用设计管理活动来达到传统文化

教育与现代消费需求融合的目的，从而形成新的价

值链管理; 使传统文化价值在现代设计创新中的实

现，促进了传统越剧服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推动了

现代服装设计创新。服装产品设计创新深度是通过

有效的服装设计管理来实现的。合理挖掘产品创新

的深度是服装设计管理的有效性表现。深度的挖掘

不仅仅是针对某个或某类服装产品的高度创新，而

且还能提高服装企业整体创新水平的高度创新。
3. 2. 2 分类拓宽创新广度

创新的广度是对应设计流程管理的纵向过程的

幅度，创新广度将加大设计流程管理的幅度和管理

难度，设计流程管理中幅度和难度的加大，反过来会

拓展创新的广度。因此服装产品广度的创新，基于

设计流程管理自身具备的柔性、灵活性和协调统筹

的能力，进行整个设计、生产和应用的交叉融合、协
同创新［11］，来设计开发多种服装产品。不同服装产

品设计创新实现，所侧重的设计流程阶段都有所不

同，而对设计流程的管理就是对这些不同阶段的创

新过程深入了解、区别对待，结合现代技术在不同阶

段针对不同产品的特点，可以拓宽产品创新广度。
设计过程管理包括: ①设计战略管理层面: 产品定

位、品牌定位，应用多品牌战略增加产品线、增加品

种、品类，满 足 多 种 消 费 需 求，有 效 提 升 其 创 新

力［7］。②设计资源管理层面: 结合企业内部和外界

的资源进行设计拓展创新广度的路径，采用买手制

补充原有的企业内部的产品创新模式、代理其他品

牌的产品补充原来的产品线、结盟竞争者形成战略

联盟共同开发产品、建设产学研合作研究创新技术、
联盟合作伙伴形成产业链开发应用力度和延伸创新

理念、跨界不同行业领域拓宽产品创新范围等。
运用互联网思维下的个性化童装定制，是拓展

产品创新广度的一种模式。它的角色定位与发展研

究的核心，在于服装设计的创新广度，创新角色定位

理念，结合互联网思维重新审视个性化童装定制。
以互联网 + 大数据、云计算背景下的个性化童装定

制在设计流程管理过程中涉及消费者的数据统计，

包括消费者的尺码、喜好; 设计定制任务的分配对接

等。因此定制过程是“服务 + 产品”的营销过程，要

提供的是个性化的售前、售中和售后的服务。为个

性化童装定制的角色从制作者延伸为服务者，提供

服务平台。另一方面拓展设计师角色，加强消费者

的设计应用力度，凸出消费者的创意艺术、个性差

别、功能需求，让消费者成为设计师，孩子、父母或其

他人员参与到设计中，把他们的设计意图转化为服

装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整体产品的多样性

和个体产品的个性。另外，个性化童装定制产品的

广度创新还应关注营销理念的创新，对产品的设计

生命周期进行拓宽。个性化童装定制的局限性在于

订单下达到成品送达消费者的过程，成长发育期的

儿童的身高、三围随时都在变化，针对这个特殊性根

据所需尺码改制一件。结合设计管理优化创新方

案，从而实现个性童装定制的创新。
3. 2. 3 加快创新速度

随着个性化消费时代的到来，多样性和不确定

性的消费特点越来越突显，服装产品生命周期越趋

向短暂，市场越复杂多变、难以预测，企业对信息流

动的即时把握并快速反应市场变化的设计创新力显

得尤其重要［12］，例如 Zara、H＆M 等以速度制胜的快

时尚品牌风靡世界，服装设计创新的速度成为衡量

产品创新力能否有效实现的重要维度，也是企业获

得竞争优势的关键［7］。
MILLSON 等［13］对决定创新速度的 3 个方面因

素的界定是: 一是新产品从研发到推向市场的间隔

时间，二是新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表现，三是不同潜

在顾客与研发团队的沟通互动程度。首先加深有效

沟通互动的程度，精准把握市场，提高设计创新工作

的紧密度，缩短把握市场变化的时间。其次在设计

质量管理下，组织对新产品的市场检验与学习，准确

把握服装产品的效用感知，迅速改进设计，提高创新

速度，缩短下一次新产品投放市场的时间，形成竞争

优势。
3. 3 培养创新人才
3. 3. 1 企业层面

对服装企业而言，有效的服装设计管理体系本

身是一个良好的设计沟通系统，在新产品的开发过

程中协调沟通设计、工程、技术、生产、销售等众多部

门对新产品的不同期望和思维形式形成一个最终的

完整的设计方案，使设计师的创造力得到了最大的

发挥; 沟通协调采用什么样的差异化设计手段、成本

和产品售价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通过设计管理下

的研发创新过程，使设计师获得吸收、整合、综合利

用多学科知识的学习吸收能力，并转化为提高设计

师自身的设计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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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2 教育教学层面

将服装设计管理体系导入服装设计专业教学能

促进服装设计专业教学模式与教学观念上保持与行

业发展同步乃至超前，加强快速反应服装产业发展

对服装设计创新人才的需求，进行有效培养。
①促进创新创业教育和应用型培养有机融合到

服装设计教育课程体系中。将设计管理作为服装企

业管理模式的思维方法，运用柔性管理程序，可以根

据专业课程的实际需求，适度灵活地调整课程内容，

创新课程内容。如把“服装材料学”课程调整为“服

装材料与采购”课程，重点使学生掌握全面运用设

计手段协同成本预算发挥最大的设计创新，同时能

掌握面辅料的性能、特征、质量，及面辅料的采购管

控、信息管理、研发方向等，从而提高设计创新创业

的实践能力。
②促进服装设计专业教学能更好地与服装产业

结合，通过服装设计管理体系的管理活动，体验动态

多维情境下的多维设计创新，激发创新创业思维，丰

富教育经验、创新教育方法，改变旧的教学模式与教

学观念，真正提升服饰设计教学中的发展空间，提高

针对服装设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教学能力。
③促进服装设计专业学生能有效学习、凝练素

养提升学生设计创新力、创业的能力。基于服装设

计管理体系下的教育、教学，是综合现代科学技术与

设计管理思维方法下的教育教学。将大学生素质教

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在沟通交流的合作能力、创意思

维力、观察力、丰富想象力，独立性与创新性等方面

具体化，尤其是对职业道德素养和事业责任感等的

培养上，凸显服装设计管理系统在现代服装设计教

学中的多方位培养的价值性、重要性和时效性。

4 结束语

服装设计管理体系是服装设计创新最终实现的

载体，产品创新实现的从无到有都属于服装设计管

理的范畴，服装设计管理是动态发展的管理体系，随

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具有改变人的观念、思维方式

和行为模式的潜力，孕育着巨大的创新与突破的能

量。作为当代的服装设计创新人才，具备服装设计

管理能力是有效实现设计创新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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