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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现代互联网和物流的现状,提出了亚贵宾上门试衣服务消费新模式的设想,使消费者通过在网站或

APP上预定服装便能享受在家试衣的服务。同时对存在的地域性问题及服装崭新度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方案,

并将该模式与3D虚拟试衣系统结合以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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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购物的出现不仅起到了资源优化配置的作

用,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与消费行为。互联网

成为当代潮流势不可挡。“互联网+”是马化腾于2013
年正式提出的。2015年3月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再

次强调了“互联网+”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明确

强调国家将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这意味着“互联

网+”将进入快速发展的时代[1-2]。服装销售作为电

子商务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发展尤为迅速且日渐成

熟。但是,网购服装的风险和实体店的不便给服装销

售造成了阻碍[3]。同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增

强自我竞争力,扩大竞争优势,做出自己的特色成为广

大服装销售者必须思考的问题[4]。目前,“互联网+服

装”主要用在服装定制领域[5-6],而在服装试衣领域还

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在较为成熟的服装电子商务和

较为迅捷的物流环境下,结合店面试衣和网上购衣的

消费方式,笔者提出了一种新的消费模式,使过去只提

供给贵宾消费者的上门服务范围扩大化,让普通消费

者也能享受贵宾待遇,同时弥补了网购服装无法试衣,
以及在店铺试衣无法与自己的服装进行搭配的缺点,
进一步方便消费者的服装购买,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满

意度。

1 消费新模式基本构想

让更多的消费者享受到贵宾级的上门试衣服务,
但不需要付出高昂的价格,通过网上预约试衣,使消费

者享受在家中试衣和购买服装的乐趣,这种体系被称

为亚贵宾上门试衣服务。首先,建立一个网络平台移

动客户端(APP),收集商家信息并将其店面信息和拥

有的服装款式信息录入该网站或APP;联系专业的物

流公司和保险公司与该网站或APP进行商业合作,委
托物流公司提供拍照、送货和收货服务,委托保险公司

对消费者退货进行保险;收集潜在消费者的消费水平、
消费习惯等信息。消费者通过登录网站或APP,根据

自己的喜好选择衣服,初步与客服沟通了解服装是否

合适,然后预约试衣时间,等待快递送来后,立即进行

试衣,如满意则确认付款,如不满意,在规定时间内(如

1小时内)选择退回商品,具体操作如图1所示。商家

可以委托该平台负责运送和收回服装,运输工程中尽

量保持服装的崭新。该平台可以自建或合作一个或者

多个快递团队进行送货及货品回收,由消费者或商家

负责来回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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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操作流程示意图

2 存在问题与解决方案

2.1 地域性问题与解决方案

亚贵宾上门试衣服务最大局限性表现在地域性。

为保证服装迅速流通,降低销售者库存压力,加快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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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试衣速度,使得服装的流通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根据目前的物流速度,从发货到消费者收货,快递在同

一城市内的到达时间最少1天,在相邻或相近的不同

城市的到达时间最少2天,而距离较远的2个城市(除
西藏、新疆、海南等地区)的货物到达时间最少三四天。
然而,服装的出售具有季节性和时效性,为满足同一时

间段不同地区消费者的预约需求,服装必须在小范围

内快速流通。
目前物流速度最快的是外卖行业,如美团网、淘点

点、饿了么等网站提供的外卖服务。一般情况下运送

时间为1小时内,为保证食物的热度和新鲜度,范围一

般控制在5km以内,对送达时间没有太高要求的外卖

范围可以扩大到几十千米。另一种今日购今日达的销

售模式以天猫超市和京东为代表,以公司所在地为基

点,通过在华东、华北、华南、华中、西南、东北等地区建

立大型仓库,自建或外包物流链,缩短运输距离,以达

到令消费者满意的速度。以此为基础,可通过2种方

式解决地域性问题:第一,对店铺占有率大的大型连锁

服装品牌店,以店铺所在地为基点辐射周边地区,并委

托信任的快递团队送货和收货,能在较大范围内实现

上门试衣服务;第二,对个体服装店,则该店信息会出

现在送货地址的可辐射区域内,在服装店的有效范围

内实现上门试衣服务。方案示意图如图2、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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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大型连锁店实施方案

2.2 服装流通次数与崭新程度的矛盾与解决方案

2.2.1 提高成交率

单件服装的流通次数与服装的崭新程度成反比,
服装流通次数越多,服装越旧。若折旧度达到了某一

程度,则消费者不愿意付出同等价格购买服装。因此,
如何提高成交率,减少单件服装的流通次数,也成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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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个体店铺实施方案

服务的重中之重。影响消费者购买决定的因素是多方

面的,包括消费观念与方式、消费水平、款式设计、版型

设计、面料和尺码等。从消费观念与方式分析,网上订

购的主体人群是青年人和中年人,大部分儿童、青少

年、老年人虽然没有网购能力,仍然会成为网购的消费

者,因此网购服装可面对不同的年龄层。而做购买决

定的是青年人和中年人,服装产品的选择上要符合这

部分人群的需求。从消费水平分析,上门试衣服务所

产生的运送费用最终由消费者承担,增加了服装成交

价格,因此,服装产品面对的是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消

费者,能够承担多次试衣产生的运费。保险公司针对

淘宝的退货频率推出运费险,能有效减少消费者的退

货损失,上门试衣服务也可以引进运费险,这对该服务

的推广具有重大作用。但是,从店面某件服装的试穿

次数和购买件数比例分析,退回产品的频度会高于淘

宝退货频度,因此运费险可能会更高。从款式设计、版
型设计和面料分析,消费者对款式和版型的认识具有

主观性,商家对款式和版型的选择也具有主观性,上门

试衣服务平台在这方面应遵循市场规律。从尺码分

析,消费者能否正确选择合适的尺码直接影响了退货

次数和购买频率,所以商家必须保证客服的专业水平,
客服对人体体型和服装尺寸的关系要有清楚的认识,
才能为顾客提供准确的信息,提高成交率。

2.2.2 适当扣款,相互监督

消费者素质对服装的流通次数和崭新程度也有重

大影响。消费者有权利享受上门试衣服务,也有义务

爱惜服装,不阻碍商家的二次销售。但消费者在家中

试衣存在不稳定因素,商家无法控制消费者的试衣行

为,为保障商家权益,上门试衣服务平台可以先预收服

装产品的全额保证金,商家根据消费者对服装的损坏

程度选择扣款。同时,为防止商家胡乱扣取消费者的

保证金,商家与消费者应达成协议后才能扣款。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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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无法达成时,该平台作为第三方介入,帮助双方协调

扣除比例。该平台为保证双方证据的真实性,可以委

托快递员在商家和消费者的见证下在4个步骤进行拍

照取证:从商家取产品时、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时、消
费者退回产品时和商家收到产品时。这一过程能使商

家、快递员、消费者互相进行监督,消费者和商家的权

益都能够得到保障。

3 与3D虚拟试衣系统结合

  3D虚拟试衣系统是现代服装的流行趋势。人体

进行虚拟试衣分为3个过程:首先被测试者被光源照

亮并由白光或激光扫描;然后CCD相机探测到被测试

者反射光,通过反射光的表现形式计算与CCD相机的

距离;最后使用软件将距离转换为3D表现形式[7-8]。
这不仅能带给消费者新奇的体验,便利消费者选择服

装,也为生产者提供了准确的数据,生产出更适合个体

消费者的产品。目前市场上对虚拟试衣系统的应用主

要还是2D图像,如将服装照片与人的照片重叠合成,
或采用模特的身材试衣而头像换成消费者的头像,前
者太虚假僵硬,不能显示服装穿在人身上的状态,后者

只考虑了消费者的头像,没有考虑身材,都只能在一定

程度上表现服装穿着的真实性。3D虚拟试衣系统弥

补了这一缺点,更接近真实情况,但这一系统开发的难

点在于如何显示服装面料和人体支点的不同造成人体

穿着服装时悬垂状态的不同,随着力学、物理学、计算

机技术的发展,这一问题将逐渐得到解决。
亚贵宾上门试衣服务与3D虚拟试衣系统的结合,

先在线上试衣,如初步满意试衣结果,则再通过预约进

行线下试衣。线上试衣能显示人体穿着服装的状态,
线下试衣能进一步体会服装穿着的舒适性,将两种试

衣方式结合,能有效提高产品成交率,达到刺激消费的

目的。

4 结语

亚贵宾上门试衣服务旨在探索互联网经济下服装

发展的新模式,为商家提供多渠道销售方法,提高竞争

力,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服务,进一步刺激消费。人体

的差异性是试衣服务产生的动力,互联网的盛行和便

利是其根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其有利条件。亚贵宾

上门试应服务既解决了实体店试衣的不便,也规避了

网购服装风险,使服装市场更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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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forNewConsumption
ModelofSub-VIPDoorFittingService

ZHULi-fen,ZHONGAn-hua
(WuhanTextileUniversity,Wuhan430073,China)

  Abstract:Basedonthepresentsituationofinternetandlogistics,anewconsumptionmodelofsub-VIPdoorfittingservicewas

proposedtoenjoyfittingserviceathomethroughpredeterminedclothinginawebsiteorAPP.Theregionalproblemsandthebrand
newdegreeofclothingwereanalyzedandthesolutionswereputforward.Thecombinationofthisnewmodelwith3Dvirtualfitting
systemcouldeffectivelystimulate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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