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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服园：
一件旗袍的智慧诞生

制作一件“3 秒”旗袍

当你走进华服园明亮而温暖

的大厅里，便意味着开启了一趟

关于“智能制衣”的奇幻旅程。

最先进入我们视线的就是

一座白色的“太空舱”，这便是

3D 云尺。你只需脱去外套和鞋

子，着紧身衣物入内，按照屏幕

上的提示，微微俯身并把住扶手，

几秒钟即可完成旗袍 38 个尺寸

的数据采集。

随后，大屏幕上，身体尺寸

的数据随即显示在 3D 华镜上，

而与你有着相似外形的虚拟模

特，也早已跃然“屏”上。不要

小看了这华镜，它可不只是一块

普通的“显示屏”，华服园的平

台执行总裁余丰介绍到，华镜承

载了七大功能，包括华服展示的

销售、旗袍的自主设计、跨界的

联盟互通，以及粉丝营销管理等

等。接下来，华镜便开始发挥它

的智能性。“旗袍的款式、面料、

花纹都可以直接触碰屏幕进行选

择，而成衣效果也随着细节的调

整而变换着。”余丰指着屏幕介

绍，就好像“替身模特”换了一

件又一件成衣，最后你所选择衣

服以及最终确定的造型，出现在

屏幕上。

在华服园的智慧生产线上，

除了智能化的测量，每件旗袍还

被分为十几个部分同时加工，每

个部分都标有独一无二的条形

码，提高了生产效率。消费者可

以通过手机 APP 对定制的旗袍进

行智慧跟踪，知晓每一个细节。

长袖、长短、滚边、盘扣

甚至高低开衩，都可以通过手工

操作实现，而如何让旗袍的面料、

花色、做工更映衬，则是设计师

的活计。这样的方式，既保留了

旗袍的雅致感，又能在细节上让

消费者满意。显然，传统的制衣

时代已经过去，跟随着华服园的

脚步，一座崭新的智能化工厂映

入眼帘。

想别人不敢想的，

做别人不敢做的

作为行业的标杆和领衔，

在转型前，华服园也经历过一段

挣扎的传统时期。

2008年开始，中国的传统服

装产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审时

度势，华服园认为按照老路子来

已经走不通了，当下，他们决定

关闭全国近 200家专卖店和商场

专柜，从原来“设计、生产、销售”

的供给型模式，转型成为以智能

科技为手段的产业联盟模式。

“转型也是当时必走之路。

互联网的发展带来机遇，也给传

统行业带来了危机。人们的购买

方式逐渐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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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也使

各类实体店长期面临市场的寒

冬。”余丰说。余丰始终坚信，

华服终将成为中华民族软实力

复兴的文化载体之一，就像两千

多年前的丝绸之路将东方文化

带去远方一样。

“新型的生产模式，解决了

传统服装业库存的问题，智慧制

造还带来了许多技术上的突破。”

余丰说，在主动关闭 200 家专卖

店和商场专柜之后，华服园陆续

开发出 3D 云尺、3D 华镜、DUC 

设计师面料商客户融合平台、大

美秀、空中火车头等软件系统，

一举解决了传统旗袍和华服制作

周期长、工序繁冗等问题。

由于经历过深刻的变革，

作为华服园重要的一员，余丰对

服装行业也看得更透彻一些。“服

装产业的拥挤现状，主要是由信

息不匹配和供需不对称造成的，

而最大的问题就是库存。”余丰

说，“工业 4.0 背景下的服装仓

库，应该是没有一件库存的，因

为在开始制作之前，就已经知道

这件衣服将被送到哪位顾客的手

中。”华服园的智能化改造就是

冲着这样的目标去的，今天，华

服园不是批量生产、盲目生产，

而是只制作消费者自己需求的。

2015 年 10 月，华服园重启

市场之时，仅三个月便实现产值

3500多万元，今天，更是另一番

智能生产的盛景。 从“设计、生产、

销售”的供给型模式，转型成为

以智能科技为手段的产业联盟模

式，想别人不敢想，做别人不敢做，

正是华服园一直坚持的。

期待一个更大的平台

你的眼界决定你世界的宽度

和广度。现在，华服园在做四件

事：产品，项目，价值，还有系统。

但未来，它有更远大的目标。

除了在制作衣服流程上的

智能化，华服产业联盟显然并不

单纯满足于技术上的突破，他们

更想要打造一个直接连接消费者

和设计师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

由顾客主导而不再被设计师“牵

着鼻子走”的消费模式将成为现

实。“未来，每一套服装的订制

可以由每个人自己主导，设计师

和消费者在这个平台上互相选择

对方，合意则成交，让设计师交

作品，消费者则按需选取。”余

丰说。

谈论到这些未来计划，华

服园显然有发言权，虽然一切都

还在筹划与进行中，但他们并不

仅立足于企业本身，而是期待做

一个更好的更大的平台。“有些

企业是为了做平台而做平台，但

我们不是。我们在平台开发之前，

就知道我们将来要做什么。”

华服园的计划书中，最终的

目标是做产业金融。即以“互通互

联互融，共享共赢共荣”为原则和

宗旨，帮扶小微服纺企业进行智能

化改造和升级，做到“工业化+信

息化”的两化融合，推动中国制造

业“第四次绿色工业革命”。

“技术是相通的，共享是必

然的。未来我们将有希望看到这

样的信息化共享平台逐渐打开，

并以服装产业为轴心向外辐射，

逐渐渗透到其他领域，包括医疗、

农业、工业、手工业等各行各业。

而这些不论对商家企业还是对消

费者来说，都是受益无穷的。”

余丰说。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

不需要囿于空间的限制，在家便

能自主完成量体。华服园的智能

制造，甚至不再需要虚拟模特，

全息投影便能实现“虚拟换衣”，

效果是像实体换衣一样全然表现

在身上，连试穿都免去了。这样

妙不可言的未来，也是华服园在

一步步迈进的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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