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服装行业智能制造迎接“工业4.0”时代的研究

陈明伊

(广东科技学院,广东 东莞523083)

摘 要: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中国制造2025》,加快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东莞作为世界工厂也

是服装制造生产基地,理应加快高科技信息技术与服装行业的结合,推动企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方向发展,建设智

能车间,培养高级技术人才,依靠智能制造,大力迈进“工业4.0”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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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德国发起“工业4.0”后,中国也全面推进

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中国制造2025》,以智能制造为主

导,促进制造产业向智能化转型升级,实现我国由制造

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的历史跨越[1]。我国是纺织

服装大国,服装行业作为我国传统支柱和重要民生产

业,正积极向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方向发展。作为

世界工厂的东莞,在面对国内劳动成本持续上涨、用工

荒、原材料价格高、利润率低等多重困境下,智能制造

成为转型升级的新驱动力,是东莞服装行业迈向“工业

4.0”时代的基础。

1 服装行业的“智能制造”

起初德国提出的“工业4.0”更多的是指汽车、机
械、电子等生产,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落地实施,《纺
织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发布,我国纺织服装行业要

改变传统技术,向智能制造转型。何为服装行业的“智
能制造”呢?

服装智能制造是依托现代新信息通信技术的新生

产模式,利用自动化生产设备、智能化生产与智能柔性

生产管理系统,实现以小组为单位的智能化生产管理。
通过智能技术消除人为因素的不确定性,实现供应链

一体化的智能管理和各环节无缝衔接,实时、准确地掌

握生产信息与数据。可以看出,依靠智能创新能够大

大缩短产品研发周期,提高生产效率和品质,降低人力

成本与资源的消耗,提高利润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

力[2]。

2 中国服装行业面临的新变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

高,新兴中产阶层的增长逐渐驱动着消费升级,个性

化、时尚化、快速化、小批量、多品种、短交期已成为服

装市场的主流。在经济环境、消费改变、成本等多重因

素变化下,服装行业在悄然发生着新变化,可归纳为创

新发展、消费升级、智能设备引进与开发。

2.1 创新发展

产品创新、营销创新是服装行业的新变化。服装

研发周期与时尚周期在缩短,产品更新速度加快,时尚

潮流被关注,形成了新的消费形式,要求产品研发与产

业链前端的供应商更加快速和敏捷,实现产品创新。
国内传统服装企业需要6到7个月时间完成设计、采
购、生产、零售,而Zara、H&M、ASOS等凭借着快速

的市场反应,生产周期缩短到5周,产品多品种、小批

量、时尚潮流,实现了近几年销售额的持续增长。为了

吸引消费购买,营销模式也在创新,国际奢侈品牌Di-
or、Moschino等用虚拟现实技术播放时装秀,摩登大

道利用VR、AR智能眼镜使得消费更娱乐化,Burber-
ry尝试即秀即卖的新模式。

2.2 消费升级

新兴中产阶层的增长改变了服装消费的需求,追
求个性化时尚、高品质已经成为现阶段消费者的首要

考虑因素。以往消费者购买服装时首要考虑价格,希
望购买物美价廉的服装,但随着国内收入水平的增长,
中产阶层人群的增多,对产品更加挑剔,中国新一代消

费者更注重产品的质量、设计、舒适。

2.3 智能设备引入与开发

在劳动成本不断上涨的背景下,提升服装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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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水平已经成为服装行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

品质的重要手段。多家服装企业通过引进智能设备,
改变了传统生产模式[3]。报喜鸟引进智能吊挂系统,
将服装零部件裁片挂到智能机器上,不同工艺的零部

件,经过智能识别,送到相应的工位上完成,之后统一

进入筛选区,智能吊挂系统对零部件进行自动匹配,效
率大大提升。红领的智能系统更是改变了制造业的传

统思路,公司为智能系统进行数据建模后,平均一分钟

就能完成定制服装几十单,实现了男士西装定制领域

的个性定制与规模化生产[4]。

3 东莞服装行业智能制造化转型的建议

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在近几年屡屡传出“老
板跑路”和小企业倒闭的消息,原因是中国制造业成本

的上涨,东莞一些服装、鞋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于长

期的战略发展考虑,纷纷迁移至劳动成本更低、劳动者

更充裕的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导致小企业订单减少,
慢慢走向倒闭。但是,一些大型公司正以《中国制造

2025》为发展目标,在转型中积极探索“智能转化、智能

升级、机制创新”,依靠科技创新,向智能制造的方向不

断迈进“工业4.0”时代。根据东莞服装行业转型特点,
提出以下几个建议。

3.1 引进或自主开发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服装设

备

东莞以中小企业的服装公司居多,尤其是代工企

业。代工企业要向“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方向转

变,才能保持好的发展势头,这要求企业控制成本,提
高效率,减少每个环节的资源消耗与人员浪费,而传统

服装产业的生产模式很难达到。
企业可从引进或开发智能化设备入手,研发在高

科技信息下的数字化与智能化高端服装设备技术平

台,实现各工序服装生产设备的数字化智能控制,从量

体、纸样排料、布料剪裁、整合版型等过程都能自动操

作,提高效率与产量,节约人力成本。

3.2 推进智能车间建设

智能设备引进后,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生产模式

特点,建设智能车间,设计智能生产线,根据不同订单

的生产流程,设计工序,合理利用智能设备。东莞服装

企业的传统车间一般储存间乱,堆放的布料和辅料比

较多,在建设智能车间时,可以采用智能吊挂的形式摆

放布料和辅料,节省工人选料和搬送布料的时间,同时

可以根据订单需要调出所需辅料。在智能生产线上,
智能吊挂系统可以把服装的各个裁片如衣身、袖子、领
子等挂起来传递,把相同工序的裁片,传输到同一个工

位上完成,之后统一进去候选区,进行服装部件的自动

匹配。

3.3 发展高品质服装企业

服装产品的高品质除了原材料外,还要求规格尺

寸的精准性和工艺的精湛。东莞服装企业可以建设人

体数据库,制定服装号型标准,提高三维人体测量、服
装3D可视化及模拟技术的精准性和实用化。同时,使
用智能设备,还可以减少人为因素的不确定性和技术

差异,实现产品的高工艺水平。

3.4 培养相应的高级技术人才

转型中除了要求对企业机械生产设备不断智能化

升级外,对操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智

能制造的机械设备一般为全自动或半自动操作,其网

络化、数字化、模块化技术难度高,企业在升级设备的

同时,也要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实现人与机器自动化的

有效配合,才能发挥智能化设备的最大效能。

4 结语

东莞服装行业一边是倒闭潮,一边是转型潮,两者

并存,这是行业升级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东莞应充分

发挥自身产业优势,加快服装产业智能化改造升级,依
靠科技创新,以智能制造为重点,引入和开发数字化、
自动化、智能化服装设备,建设智能化车间,培养高级

技术人才,向智能化、高品质化、时尚化迈进,形成东莞

服装经济发展的新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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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ofGarmentCADVocationalQualificationExaminationunder
Backgroundof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Industry

NIJin-fang,SONGYao
(SchoolofClothingandDesign,GuangzhouNanyangCollege,Guangzhou510925,China)

  Abstract:InviewofthecurrentsituationandexistingproblemsofgarmentCADprofessionalqualificationexamination,andthe
backgroundof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moderngarmentindustry,reformoftheexaminationcontent,improvingtestmeans,

makingupdatemechanismandotherexaminationreformthoughtwereproposed.ItcouldprovidereferenceforgarmentCADprofes-
sionalqualificationexaminationsystemaccordedwiththeneedsoftheclothingindustry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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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就能将其把握的。图案设计案例所使用的设计灵感

元素的病原体、万花筒等都是生活中十分常见而不起

眼的“小东西”,但往往这样不起眼的“小东西”却蕴含

了很丰富的变化和独特的美感。如何用非线性这一思

维去看待问题,在有限的范围内对生活进行无限的思

考,就如同非线性思维一样具有无穷的探索空间,从而

能够创造出更多美好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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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Definitionandcharacteristicsofnonlinearthinkingandnonlinear-graphwereanalyzed,patterndesignbasedonnonlinear

thinkinganditspracticaldesignandapplicationwereproposed.Atthesametime,combinedwiththetheoryandprincipleofnonlinear

thinking,problemsandapplicationresultsinactualdesignprocesswerediscussed.

Keywords:non-linearthinking;fractaltheory;patterndesign


(上接第53页)

ResearchonIntelligentManufacturingofDongguan
GarmentIndustrytoMeetthe“Industrial4.0”era

CHENMing-yi
(Guangdo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Dongguan523083,China)

  Abstract:Atpresent,Chinaismakinggreateffortstopromote“madeinChina2025”,andspeedupthetransitionfromabig
manufacturingcountrytoamanufacturingpowercountry.Dongguan,astheworld'sfactory,isalsotheclothingproductionbase,

shouldspeedupthecombinationofhigh-techinformationtechnologyandgarmentindustry,topromoteintelligence,digitizationand

automationdevelopmentofenterprise.Constructingintelligentworkshop,trainingseniortechnicalpersonnel,relyingon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tostrideforwardto“industr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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