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键定制化解库存焦虑

在纺织服装这个行业里，“零库
存”是众多企业心心念念，却又难以企
及的存在。许多纺织服装从业者深受
库存积压之苦，几乎个顶个患有“库存
焦虑症”，每天都在发愁如何清理库
存，把积压的货品变现。

1995年，企业家张代理在青岛创
立了“红领”品牌，从事服装成衣生产
与销售。此后的十余年间，中国服装行
业发展迅猛，张代理的企业顺势脱颖
而出，发展达到了高峰。后来随着消费
结构的突变，服装行业整体下滑，企业
也遭受到了冲击。2003年，红领集团
开始研究互联网+模式，并向定制化方
向转型。经过多年的摸索、研发，2017
年，成功转型的红领集团更名酷特智
能，实现了服装生产的智能改造。
在酷特智能的服装生产车间中，

每一条生产流水线的每一个工位上，
都有一块小型数据终端显示屏，上面
详细记录着每一个个性化订单的顾客
数据信息，工人们根据信息的指引，完
成自己流水线上的生产操作。这种模
式彻底改变了生产成品服饰需要分码
的传统操作，酷特智能生产的衣服不
再有175、180这样的标准尺寸，而是
根据每一位客户的需求，量体裁衣。因
此，即便C端客户的订单只有1件，也
可以在智能工厂中进行定制。
“在进入生产环节之前，我们就已
经把每一件服装都卖出去了！”酷特智
能总裁张蕴蓝说，“传统成衣制造业普
遍存在的货品库存积压问题在这里不
复存在，真正实现了零库存。”
这种转型并不是用全自动化机器

取代人，而是靠服装定制的一整套逻
辑和算法，从生产执行到质保体系，从
物流配送到客户服务，所有的生产销
售流程都由数据驱动。为此，酷特智能
建立了版型、款式、面料、BOM四大数
据库，可以满足人体个性化定制需求。
成功转型后的酷特智能，不仅成为了
工业互联网平台型企业，而且也成为
了个性化定制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对接卡奥斯应对资金压力

库存问题并非传统的纺织服装企
业面临的唯一痛点，恒尼智造总经理
吴佳坦言，资金周转问题也同样制约
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这个问题在某
种程度上来说也来源于库存积压。
“要知道，传统的代理商销售渠道
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占用企业资金
比较多，资金周转慢。比如说，开完新
一季订货会以后，我们要开始备原材
料，但实际上此时客户下单只付了
30%左右的预付款，剩余的70%则需
要企业自己垫付。”吴佳说，厂家只能
依靠企业自有资金和一部分银行融资
进行垫付。
正是由于传统生产销售模式带来

的巨大生存考验，让恒尼智造感觉到，
固守老路必然要被淘汰，必须率先迈
出改变的步伐。2015年，恒尼智造开
始探索C2M模式，开发了手机移动端
的APP，去掉销售的中间环节，让利消
费者；2017年，恒尼智造投资了1500
多万元，开始对生产工厂进行智能化
改造，并成为了当年即墨区第一批被
纳入工业互联网改造的5家企业之一，
获得了361 .61万元的政府补贴；2020
年4月，恒尼智造正式加入了海尔卡奥
斯工业互联网平台，成为了卡奥斯工
业互联网平台的生态合作伙伴。
触网入云后的恒尼智造，实现了

生产效率的飞跃。接入卡奥斯平台之
后，恒尼智造很快便与海尔卡奥斯合
作，着手打造一个“透明工厂”项目，也
就是将工厂生产线上的情况像物流信
息流转一样实施查询，实时反馈给消
费者，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移动端，实
时看到自己定制商品的生产进度。

“轻骑兵”主打“小快灵”

近年来，随着电商的发展与消费
的升级，纺织服装行业的市场也愈加
瞬息万变，潮流风尚变化加快，人们对
服装的需求也越来越个性化、多元化。
这都给传统的服装企业提出了新的难
题。严峻的形势面前，青岛一家纺织服
装企业LERUNE联润翔集团却杀出
重围，实现了销售额逆势增长20%的
成绩，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LERUNE集团子公司盛雅祺总经
理姜露说，自2003年母公司联润翔成
立，到2016年子公司盛雅祺成立，他
们一直都在走一条不寻常的道路。与
其他的纺织企业不同，联润翔并不满
足于做纯棉、涤纶等普通纺织品，而
是一直在功能性纺织品的研发方面
下功夫。2016年，一位客户向联润翔
提出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合作请求，他
们希望能“滚动下单”，也就是先下一
个小批量的订单，来快速测试市场的
反应，市场反响好再追加订单。随后，
越来越多的客户倾向于选择这样的方
式来下单。
联润翔敏锐地意识到，属于大订

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小批量快
反才是发展的趋势。既然传统工厂合作
不尽如人意，索性就自己建工厂！2017
年，子公司盛雅祺开始打造自己的智能
制造研发中心，依托于大数据驱动进行
智能化数字生产制造，打造“小批量快
反”的柔性供应链。与酷特智能和恒尼智
造的大规模私人定制不同，盛雅祺的智
能工厂体量较小，只有3条生产线，而
且他们的工厂并没有选址在城市外围
的郊区地带，而是布局在市北区纺织
谷，更加靠近市中心。
在智能改造之前，一个订单从下单

到交付至少要3个月的时间，而且中间
无法插单，而改造之后，这个过程缩短成
了1个月甚至更短，有些小批量订单甚
至15天就可以完成。快速的生产过程让

小批量快反订单变成了一支支机动灵
活的“轻骑兵”，能够轻松实现快马探市
场，并根据市场反响快速调整生产。

以自有品牌冲击价值链高端

青岛环球服装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于1954年，公司走上以外贸加工为主
的发展之路，2006年营业收入就已经
破亿元大关。近几年来，由于国内原材
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
量大的订单都去了东南亚。
订单转移几乎困扰着所有的外贸

服装企业。环球不想坐以待毙，总经理
吴筱杰和同伴们洞察市场，敏锐地发
现虽然量大的订单被东南亚抢走，但
是国外客户还有多品种、小批量的需
求，国内客户对个性化定制的需求也
在升温。要进军这些潜在的市场，以
原有的生产线是无法满足生产的需
求，于是，他们下定决心通过改造车间
来搏一把。
从南到北，他们多方考察，最后敲

定了由海尔卡奥斯进行工业互联网智
能车间改造，“我们觉得卡奥斯平台可
以打通从消费到生产乃至仓储等整个
环节，并且有懂服装行业的人才，这是我
们很看重的。”吴筱杰说，2018年与海尔
数字科技正式签约，成为海尔卡奥斯工
业互联网平台服装行业示范基地。
在数字化生产车间内，自动裁剪

完成的面料和内衬即被夹在车间上方
的吊挂上，附客户信息和电子标签挂
在一起，开始在200道大小不同的工
序间自动流转。传统的人工剪裁完全
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全自动化机
器，电脑、投影、机械精妙配合，仅需2
分40秒，一件定制的西服就被剪裁成
型。不仅每件产品可以高质完成，每天的
生产效率能提高25%到30%，以前定制
一件大衣需要一个月，现在只需要7天
就可以搞定。
欧洲乃至全球久负盛名服装行业

销售商H&M、OTTO、Redcats，都是
环球的主要客户，每年从胶州采购各
类服装上百万件。这足以说明环球的
产品质量过硬，但也难掩环球的尴
尬——— 没有自己叫得响的品牌。
做自主品牌，需要摸清楚消费者

的画像，准确抓住消费者的个性化需
求。为此，环球与卡奥斯合作打造了个
性化定制服务平台，在这里顾客既是
设计师，又是消费者，个性化定制体
验设备可快速生成产品定制方案完
成下单，将数据传输至车间进行制
作、成衣。
以前从量体到制版需要大约一天

的时间，现在插上工业互联网的翅
膀，几秒就可搞定，吴筱杰从事了 39
年的服装行业，没想到会发生如此巨
大的变化。

2019年环球实现了2 . 2亿元的产
值，创造了470个就业岗位。吴筱杰尝
到了工业互联网带来的甜头，她期待
着工业互联网二期的改造……

□半岛记者 娄花 刘丹阳

对于纺织服装行业来说，2019
年显得有些艰辛：多家知名品牌闭
店、倒闭，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 1～ 12月，服装行业规模以上企
业利润总额872 . 83亿元，同比下降
9 .75%；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
情更是让外贸出口按下了暂停键，让
不少主打中低端产品加工生产的中
小企业难以为继。
随着全球纺织产业格局的进一

步调整，以及近年来国内人工成本和
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纺织服装产业
的传统优势不再，转而要直面订单减
少、产能过剩、库存压力大、生产附加
值低等诸多问题。危机当前，唯有奋
起。众多青岛纺织服装企业并未坐等
奇迹发生，早在多年前便开始探索一
条新生之路。如今，乘着工业互联网
飞速发展的浪潮，青岛纺织服装企业
也迎来了新的机遇。

工业互联网下的纺织服装行业如何应对生存危机？

衣企突围的“青岛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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