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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现代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审美习惯以及居家服饰流行趋势等维度下,对消费者在家庭环境中的着装喜好进

行感性分析调研,寻找一条有效的现代居家服饰感性分析设计道路,建立一个高效的流行趋势结构优化模型,以推动居家

服饰设计质的飞跃,提高消费者生活品质,满足其风格化、个性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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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服饰为人所设计,被人所使用。在一定的家

庭环境中,人要进行一系列活动并处于不同角色,这意

味着居家服饰需要多元化的设计来满足人的需求。
《世界服饰词典》将居家服饰解释为在日常家庭生活中

穿着的服装的总称,一般在家里睡衣、化妆服、家务服

及会客服等服装有一定的区别[1]。因而居家服饰设计

需要以家文化为核心,并对消费者审美特点、居家服饰

的功能性和流行趋势作出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位,从而

建立起一个高效的流行趋势结构优化模型。
服装设计元素是实际服装构成的基本组成单位,

一款合格的居家服必须由一组设计元素组合而成[2],
一个高效的流行趋势结构优化模型也必须由一系列多

维度的消费者数据去定义。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发

展,中国消费者了解流行趋势不再以传统媒体作为主

流媒介,而是在大数据背景下对实际流行因素进行相

应的消费群体情况了解与分析[3]。因此,从流行趋势

的角度出发,分析与研究现代居家服饰设计是至关重

要的。

1 调查方法及过程

1.1 调查方法

本次居家服饰调研由问卷网专业平台提供技术支

持,分别采用了线上问卷调查与线下消费者访谈两种

形式进行调研。同时为确保居家服饰调研问卷选项能

够更接近当下流行趋势,参考了POP服装趋势网站以

及VOGUE时尚网相关流行趋势讯息。

1.2 调查过程

居家服饰调研线上问卷共发放235份(来自江苏、
浙江、福建等13个省市),收回235份,剔除4份无效

问卷,线下消费者访谈共访谈10例。本文主要以线上

问卷统计数据作为论据分析,线下消费者访谈则作为

佐证资料辅助分析。

2 被调查者分类

2.1 性别

居家服饰调研问卷从男女两个层面出发(男性占

35.06%;女性占64.94%),通过交叉分析的方式,寻
求不同性别被调查者在需求上的相似点,这是由于社

会多元化使单一性别模式发生改变所导致的。在现代

服装设计中两性性别界限日趋模糊[4],这意味着现代

居家服饰设计需要从男女消费者的喜好、特征等方面

进行归纳总结,从而为设计提供高效的流行趋势结构

优化模型。

2.2 年龄段

年龄段划分从15岁消费者开始,每7岁递增一个

阶梯(15-22岁占63.20%;23-30岁占22.94%;31
-38岁占3.90%;39-46%岁占5.63%;47-54岁

占1.73%;55岁以上占2.60%)。其主要依据是每一

个年龄段的消费者对于居家服饰需求是多样化的,同
时,年龄段梯度设置如果过于复杂,这势必会影响到被

调查者的情绪和调查结果[5]。

2.3 职业

职业划分以宏观层面为主,其主要依据是这一职业消

费者在家庭环境中所处角色(学生占68.40%;上班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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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家庭主妇占4.76%;自由职业占9.96%;退休人员

占3.03%;其他人员占0.43%)。不同角色所承担的义务

以及做出的活动是不同的,这就需要更多考虑居家服饰的

功能性设计。例如在家庭环境中活动,为学生这一职业设

计居家服饰需要更多考虑舒适性,而为家庭主妇设计则需

要更多考虑实用性、灵活性。

3 问卷设计论证

问卷设计原则包括:明确性、单一性、中立性、一般

性、可靠性、间接性、排他性、敏感性、完整性、规范性

等[6]。居家服饰调研问卷以这些原则为依据,并以服

装设计三要素(款式、色彩、面料)为出发点设计问卷。
其中涵盖了居家服饰的图案、风格、细节、款式等多个

设计要素(见表1)。再从这些设计要素出发,结合时尚

流行趋势设定居家服饰的设计元素,构建流行趋势结

构优化模型。在调查结束后即可分析得到一件或多件

被调查者所中意的居家服饰。
表1 被调查者购买时考虑因素

选 项 人 数 比 例/%

图 案 69 29.87
风 格 51 22.08
细 节 90 38.96
款 式 72 31.17
色 彩 67 29.00
面 料 100 43.29
价 格 100 43.29
流行性 90 38.96
舒适性 93 40.26
实用性 87 37.66
其 他 2 0.87

表2 被调查者款式选择情况

选 项 人 数 比例/%

睡 裙 87 37.66
睡袍浴袍 83 35.93

上下装睡衣 134 58.01
一体式睡衣 71 30.74

瑜伽服 50 21.65
运动服 113 48.92

太极保健服 12 5.19
休闲服 122 52.81

半正式衬衫背心西装 21 09.09
家务服 38 16.45
工作服 24 10.39
其 他 2 0.87

  单从款式设计来看,款式的形态会影响服装的多

个要素,对其功能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根据居家服

饰适用的时间、地点、场合不同,即T(Time)P(Place)

O(Occasion)原则,设计需要从消费者的TPO入手[7]。
问卷款式选项设计提取了现代城市居民普遍接受的居

家服饰款式,满足了消费者在家庭环境下家务劳动、休
闲活动、生理活动、工作、运动等活动的需求(见表2)。

问卷除了设置居家服饰设计要素/元素选项外,还
从男女不同角度选取了典型的居家服饰款式图片(图

1)。从中进一步佐证被调查者对于设计要素/元素的

选择是否接近当下典型居家服饰,从而更直观地分析

消费者的需求点和痛点。
最后是居家服饰风格与室内装饰风格关系的调

研,求证被调查者购买居家服饰时是否考虑到家庭环

境,这对于是否将室内装饰流行趋势作为居家服饰流

行趋势结构优化模型的组成部分起着重要作用。

图1 男/女居家服饰款式

4 结果与分析

消费者的穿着风格能够反应出消费者审美情绪是稳

定的,但由于流行趋势等因素的变化导致了个人穿着喜好

不一[8]。从被调查者购买时考虑因素分析来看认定自变

量X 为性别,因变量Y 购买居家服饰时考虑因素,影响男

性占比最高的3个因素为:面料= 流行性>实用性,而影

响女性占比最高的三个因素为:价格>面料> 舒适性。
从表3中能够看出影响男女选择居家服饰的因素差异较

大,因而在男女性别日趋模糊的现代社会,设计不能以单

一角度作为切入点,需要从整体出发综合分析设计

要素/元素,在设计完善的基础上突出某些设计点来吸引

消费者。
在自变量X(购买居家服饰时考虑因素)与因变量

Y(喜欢哪种风格的居家服饰)交叉分析中值得注意的

是:无论自变量X 如何变化,因变量Y 的简约风格始终

占比最高(见表4)。因而,简约风格正是大部分被调查

者的需求所在,这能够有效地引导居家服饰流行趋势。

·72·     2019年第4期             研究开发




当然,简约并不代表没有设计点,现代城市居民理想中

的简约应当是简约而不简单的。市场上的居家服饰只

能做到简单无法做到简约,这就成了消费者的需求点

和痛点,这一点在线下访谈中也得到了证实。

表3 性别 &考虑因素交叉分析 单位:%

性 别 图 案 风 格 细 节 款 式 色 彩 面 料 价 格 流行性 舒适性 实用性 其 他 人 数

女 28.67 24.00 39.33 32.00 30.67 44.00 48.00 37.33 43.33 36.67 0.67 150
男 32.10 18.52 38.27 29.63 25.93 41.98 34.57 41.98 34.57 39.51 1.23 81

表4 考虑因素 &风格选择交叉分析 单位:%

因 素 性 感 含 蓄 欧美风格 法式风格 日韩风格 简约风格 田园风格 民族风格 嘻哈风格 其 他 人 数

图 案 20.29 8.70 56.52 13.04 40.58 59.42 28.99 20.29 15.94 0 69
风 格 29.41 13.73 31.37 37.25 41.18 72.55 21.57 9.80 7.84 0 51
细 节 16.67 10.00 54.44 22.22 38.89 62.22 25.56 26.67 7.78 0 90
款 式 22.22 11.11 29.17 30.56 41.67 75.00 23.61 11.11 11.11 0 72
色 彩 14.93 8.96 43.28 29.85 41.79 55.22 23.88 31.34 11.94 0 67
面 料 13.00 15.00 34.00 24.00 45.00 68.00 27.00 16.00 13.00 0 100
价 格 20.00 16.00 38.00 27.00 38.00 67.00 23.00 22.00 7.00 0 100
流行性 17.78 12.22 53.33 24.44 33.33 55.56 18.89 33.33 6.67 0 90
舒适性 19.35 21.51 24.73 21.51 41.94 75.27 19.35 13.98 9.68 0 93
实用性 13.79 18.39 41.38 33.33 28.74 64.37 24.14 26.44 3.45 0 87
其 他 50.00 0 50.00 0 0 100 0 0 0 0 2

  通过对简约风格数据的筛选分析,发现有145位

被调查者(男性32.41%;女性67.59%)选择了该风

格,占总人数的62.77%。从细节设计的数据分析来

看,被调查者普遍接受面料肌理(55.86%),而立体装

饰(13.10%)是最不愿意接受的(见表5)。从表6所示

来看,被调查者普遍喜欢肌理渐变(35.17%)、手绘涂

鸦 (28.97%)等。同 时,拒 绝 图 案 的 被 调 查 者

(17.93%)占比最少,说明无图案的简约设计并不是消

费者的首选。
表5 简约风格—细节选择

选 项 人 数 比 例/%

性感蕾丝 26 17.93
艺术扎染 40 27.59
面料肌理 81 55.86
边缘设计 45 31.03
解构拼接 41 28.28
差异对比 54 37.24
抽褶褶皱 36 24.83
刺绣亮片 42 28.97
立体装饰 19 13.10
其  他 2 1.38

  简约风格的款式选择显示(见表7):在生理活动适

应款式中,上下装睡衣(62.07%)是被调查者普遍接受

的款式;在休闲运动适应款式中,休闲服(55.86%)与
运动服(52.41%)是被调查者的首选;在家务劳动适应

款式中,被调查者更多选择家务服(17.24%)。而从简

约风格的色系选择分析(见表8),被调查者普遍选择当

下流行的莫兰迪高级灰(57.24%)和复古运动色系

(46.21%),这说明被调查者的选择会受到消费群体与

流行趋势的影响。而从面料选择来看(见表9),纯棉面

料占比69.66%,真丝桑蚕丝面料占比55.86%,说明

现代城市居民对居家服饰健康性指数尤为看重。
最后,从简约风格的被调查者中分析发现,高达

78.62%的被调查者表示室内装饰风格会影响自身的

居家服饰选择,这意味着需要把室内装饰流行趋势纳

入到居家服饰流行趋势结构优化模型中去分析现代城

市居民对于居家服饰的需求。
表6 简约风格—图案选择

选 项 人 数 比 例/%

拒绝图案 26 17.93
植物花卉 29 20.00
动物图腾 31 21.38
手绘涂鸦 42 28.97
名人名画 35 24.14
世界风景 33 22.76
条纹线性 41 28.28
肌理渐变 51 35.17
抽象几何 39 26.90

百变汉字/字母 42 28.97
其  他 1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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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简约风格—款式选择

选 项 人 数 比 例/%
睡 裙 60 41.38

睡袍浴袍 54 37.24
上下装睡衣 90 62.07
一体式睡衣 37 25.52

瑜伽服 27 18.62
运动服 76 52.41

太极保健服 6 4.14
休闲服 81 55.86

半正式衬衫背心西装 11 7.59
家务服 25 17.24
工作服 8 5.52
其 他 2 1.38

表8 简约风格—色系选择

选 项 人 数 比 例/%
黑色系 57 39.31
白色系 50 34.48

华丽光感色系 37 25.52
复古运动色系 67 46.21
莫兰迪高级灰 83 57.24

温柔明朗的冰激凌色 41 28.28
大地色系(卡其色系) 34 23.45

其 他 1 0.69

表9 简约风格—面料选择

选 项 人 数 比 例/%
纯棉面料 101 69.66

真丝桑蚕丝面料 81 55.86
雪纺化纤面料 17 11.72

法兰绒化纤面料 55 37.93
牛奶丝化纤面料 25 17.24
色丁缎化纤面料 24 16.55
丝绒混纺面料 37 25.52

其 他 1 0.69

  简约风格是居家服饰的重要风格之一,其调研结

果能够为被调查者建立一套概念化的居家服饰,能够

有效地引导设计师将这些概念通过创意表现出来,从
而满足被调查者的需求。如果市场能够将消费者与流

行趋势联系,建立一套流行趋势结构优化模型体系,就
能够高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风格化、个性化需求。

5 结论

(1)在感性分析基础上,将消费者对居家服饰的感

性认知具体化,构建流行趋势结构优化模型,为解决居

家服饰设计问题提供良好途径,大大提升设计效率。
(2)风格定位是居家服饰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品牌设定目标市场并明确风格定位,能够避免产品同

质化现象的发生。品牌风格定位需要综合考虑各因

素,以消费者为中心,根据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来设定。
(3)时尚流行趋势源于设计创新,但真正引导时尚

的是消费者本身。居家服饰流行趋势结构优化模型能

够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引导市场进行资源整合,这不

仅满足消费者风格化、个性化需求,更能够提高资源利

用率,有效缓解产能过剩问题。

参考文献:

[1] 李紫星.现代家居服装设计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

2010.
[2] 曹霄洁,李 峻,刘晓刚,等.基于服装设计元素的流行趋

势优化模型[J].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1):

38-40.
[3] 刘小玲.服装设计元素的流行趋势优化模型探讨[J].中国

民族博览,2018,(8):192-193.
[4] 盛金媛.性别模糊概念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研究与应用

[D].杭州:浙江理工大学,2016.
[5] 杨 梅.基于问卷的数据收集与分析的研究[D].济南:山

东师范大学,2011.
[6] 钟柏昌,黄 峰.问卷设计的基本原则与问题分析:以某校

2011年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为例[J].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2012,(3):67-72.
[7] 彭 迪.基于现代城市女性居家生活方式的服装设计研究

[D].武汉:武汉纺织大学,2013.
[8] 马镝雯.情感化特征在现代睡衣设计中的体现[D].西安:

西安工程大学,2014.

PerceptualAnalysisofModernHomeClothingBasedonConsumers
HUANGChen1,SUNYin-yin2

(1.ChangshuInstituteofTechnology,Changshu215500,China;

2.JiangnanUniversity,Wuxi214222,China)

  Abstract:Basedonthelifestyleandaesthetichabitsofmodernurbanresidents,andfashiontrendsofhomeclothing,perceptu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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