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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品牌设计管理模式的构成因素分析

孙静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服装学院 上海  

摘  要  从服装设计管理的目标和原则入手 探讨服装品牌设计管理模式的构成要素 ∀服装设计管理模式主要分

为设计任务模块和设计体制模块 其核心是把握时机性 !计划性 !有效性及市场准确性 保证设计市场价值的最大

实现 ∀设计任务模块主要包含风格设计模式 !设计工作流程管理 !产品设计模式 设计体制模块主要包含组织结

构 !目标管理和设计制度因素 ∀设计管理的各方面要素必须互相关联 并具有策略上的一致性 才能确保设计管理

模式的完整和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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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服装品牌已经逐渐成熟 但仍与国际强势

品牌有着很大差距 其中设计环节的竞争力不足是

主要原因之一 ∀目前 我国服装业对于设计管理的

重要性已达成共识 但尚缺少系统性的理论研究 ∀

本文以设计管理的结构和基本模式为研究内容 从

服装品牌设计管理的目标和原则入手 分析设计管理

的构成因素 从而针对其结构进一步建立管理模式 ∀

1  服装设计管理的目标和原则

服装设计管理的主要目标是研究如何在服装设

计中整体把握时机性 !计划性 !有效性及市场针对性

等问题 同时降低设计成本 使设计真正地实现市场

价值 ∀

服装设计管理的原则 设计必须保持一致性 

使得品牌形象与产品相得益彰 创造出更高的品牌

附加值 使设计协调于公司的整体运作 包括设计

与生产的配合 !设计与销售的配合与指导 以及对设

计部门内部的管理协调 ∀

2  服装设计管理的构成要素

服装设计管理主要包括设计任务和管理制度 

如图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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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服装设计管理的构成
 

211  设计任务模块

设计任务包括风格定位 !设计工作流程管理 !产

品线设计 ∀目前盛行的商品企划的主要工作即是设

计任务模块 ∀设计任务模块是设计的实施方法 也

是服装设计管理的内在因素 是服装设计管理体系

成功的必要条件 ∀

21111  风格定位

风格定位就是定位服装品牌的设计风格 是品

牌设计工作的核心 ∀只有明确了风格 设计才不会

随波逐流 ∀

中国的成衣品牌常用的风格定位方式有 种 

一是以文字表达的方法定位风格 优点是文字的表

达力强 !信息量大 弱点则是缺少可衡量的标准和不

够直观和准确 二是以图表 !绘画 !照片等视觉的表

达方式 是一种更为直观的表达方式 但同时也有着

信息量不够 !表达不充分的弱点 ∀

本文将尝试从品牌定位 !设计原则 !标志性特征

几个要素入手 建立一种可衡量的评价体系 ∀

2111111  品牌定位  指该品牌在服装市场的定位 

包括成衣品牌所处的层次地位 !产品属性定位和时

尚感觉定位 !参照系品牌等≈ ∀

品牌层级 ∀如图 所示 从价格和产量来分

析品牌的市场定位情况 品牌设立之初 首先要弄清

楚自身位于这个三角形的哪个位置 这一决定非常

关键 ∀

产品属性定位 ∀产品的属性实际上是服装品

牌风格的具体化和实物化 包括 个项目 面辅料品

质 !缝制工艺 !版型水平 !设计个性 !价格 !时尚性 

如图 所示 ∀图 的中心为  最外部为  品牌产

品的 项属性按照程度不同可在图 中找到相应的

位置≈ ∀

时尚感觉 ∀品牌的时尚感觉也有定位 指品

牌的设计倾向 属于无法量化的感性因素 可将其粗

图 2  品牌层级
 

图 3  产品属性图
 

略分为一般 !比较 !非常 如图 所示 ∀各品牌可按

照自己的定位在图 的坐标轴上寻找适当的位置 ∀

图 4  时尚感觉
 

参照系品牌 ∀用现在市场上已有的服装品牌

作为参照系 来进一步确认品牌位置 ∀

/目标品牌0 指在强势品牌中 按照相似的品牌

定位寻找一个本品牌模仿和追随的对象 作为发展

的远期目标 并分析其发展和经营的特点 借鉴其成

功之处 /类似品牌0指风格相近 !在服装商厦中卖场

通常相邻设置的竞争对手品牌 /对比品牌0指与之

完全不同的品牌 ∀

2111112  设计原则  ×°原则 ∀确定产品是为

目标顾客什么时间 !什么场合 !什么地方设计的 ∀

设计政策 ∀设计政策是指以本品牌产品为首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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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产品或品牌广告宣传的大众传播媒体 甚至用

于品牌的各类建筑等的设计所贯穿的与品牌策略紧

密相连的统一设计方针 ∀在该设计策略指导下所作

的统一设计 将赋予品牌个性化印象与统一的性格 ∀

在建立与维护品牌的设计策略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

艺术总监≈ ∀

2111113  标志性特征  事实上 大量的品牌瞄准的

都是同一个目标客户群 所以品牌必须具有与众不

同的特点 却又不能过于怪异≈ ∀目的在于使顾客

对品牌产生标志性的认识 ∀国外品牌中 ≤∞

的标志是套装 其面料痴迷于粗花呢 ∞∞××各

种颜色的针织衫 色彩的变化是其鲜明特征 ∀国内

品牌中 以黑白为主的前卫品牌 ⁄∞≤ 对黑白色无

彩系的产品开发得很透彻 成为其标志性特征 ∀

21112  设计工作流程管理

设计工作流程是指设计工作的次序及合作方法

的合理安排 ∀对于服装品牌来说 流程的设置是提

高工作效率 !降低设计成本的有效方式 ∀

成衣品牌的设计工作不是纯艺术行为 商业目

的是其首要原则 ∀由此决定了设计除灵感创意之

外 还须依靠理性的分析 !计划和决策 拥有能对市

场快速反应的设计流程 以期实现设计的市场价值 ∀

21113  产品线设计

产品线设计指针对服装品牌的产品进行定位 

包括产品线决策 !产品组合设计 !目标季设计总构

思 !详细设计方案等 ∀

2111311  产品线决策  将目标顾客的购买习惯和

生活方式列为决定产品线的核心要素 自身的资源

则决定了在目标顾客的适合产品线中本品牌可选择

的方向 ∀步骤 首先深入研究目标顾客群的消费习

惯和生活方式 了解目标顾客的衣柜 然后 罗列自

身资源的优势 !弱点 综合分析 初步制定产品线 最

后按照季节流行趋势和上季销售情况进行调整 ∀

2111312  产品组合方案  产品组合的核心是考虑

所策划产品的风格构成比例 并按照目标季的需求

预测对产品种类进行具体决定 ∀例如 秋冬季

本品牌的产品风格比例为 概念款占   流行款

占   基本款占   新基本款加入新流行元素

的基本款占   ∀

2111313  目标季设计主题  首先根据信息分析的

结论制定目标季设计的主题方案 通常以文字表述

加主题概念图片的形式构成 ∀然后再细分为色彩 !

面料 !廓形 !细节 个方案 ∀

2111314  设计方案  目标季总构思完成之后 设计

师的具体设计有了明确的方向 即可进行款式开发

阶段 ∀

212  管理制度模块

管理制度模块包括有利于设计的组织结构和相

关的目标管理和设计制度 ∀

21211  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不仅包括设计部内部结构还包括公司

的整体结构 ∀设计部内部结构的配置 不仅需考虑

规模和投资 还需根据品牌的战略重点设定 比如以

针织品为主的香港品牌  针织方面的设计 !工艺

力量非常强大 而同价位品牌 ƒ×≠ 则主要为梭织

服装的设计团队 公司的整体结构 与设计部的上下

级关系 对于设计的执行也有影响 ∀

21212  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包括时间管理 !任务管理和设计成本

管理 是控制设计工作节奏和进度的计划性指标 目

的在于保证设计按时按需的完成 ∀需要注意的是 

目标管理必须有一定的弹性 以免对设计工作产生

过度的压力 影响设计水平的正常发挥 ∀

2121211  时间管理  按照公司总体时间计划 制定

设计部的时间计划 包括时间进度表 !产品上柜时间

计划 !工作时间管理 ∀目前中国成衣品牌中 只有时

间进度表应用较广 产品上柜时间计划通常很粗略 

而工作时间管理则比较低效 ∀

2121212  任务管理  由设计部主管根据公司总目

标 制定设计部相关部门的细分目标 并由员工按照

各自的工作量自行制定实施办法 由主管确认后

执行 ∀

2121213  设计成本管理  由于设计成本的主要内

容与时间和材料成本关系密切 建立精确的时间成

本计划和材料成本计划就无疑成为控制设计成本的

关键 ∀如人员工资 !市场调研费用和办公费用 信息

资料费与时间的正比关系 样布样衣费用则属于材

料成本投入 ∀

21213  设计制度

设计制度指设计的决策制度和设计激励政策 ∀

目前 中国成衣品牌的设计部通常以定薪为主 设计

与业绩没有任何关系 缺少激励和制约机制 影响设

计部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 另一方面 决定设

计是否采用的决策制度不健全 使得设计的风险未

能合理降低 ∀

与现状相比 理想的设计制度 须从以下方面改

进 ∀一是设计决策的层级降低 并拆分为多层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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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设计各阶段的方案抉择形成规范 并设定不同的

决策层级 即设计部决策 !公司产品会议决策和订货

会决策等 二是营销部门的更多参与 包括前期企划

案审核的介入和参与人员的扩展 如优秀导购的意

见反馈 三是设计决策与季后总结结合 考评营销及

设计部的决策准确度 与收入挂钩 加大激励力度 

四是加盟商的提前引入和预订金制度的实施 ∀

3  结  论

综上所述 对于服装品牌而言 设计虽然是柔性

环节 但是管理仍是不可或缺的 ∀服装品牌设计管

理模式由设计任务模块和管理制度模块两部分构

成 ∀其中设计任务模块是设计的实施方法 也是服

装设计管理的内在因素 是服装设计管理体系成功

的必要条件 管理制度模块是设计任务实施的结构

与工具 是服装设计管理的外在保障 它与设计任务

模块共同构成服装设计管理体系成功的必要条件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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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每一双鞋上的绣花图案和色彩都有风俗讲究 

黑色那双为日常所穿 红色那双是她为自己百年以

后准备的 鞋底上绣的是荷花图案 荷花亦叫莲花 

是佛教和道教的圣花 是善和美的象征 同样也是民

间宗教教义的一种精神寄托 ∀

另外 云肩上的图案也具有特定的宗教含义 ∀

云肩如图 的 / ÷0结构讲究人与自然关系的

/天人合一0创意 其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太

阳崇拜 后演绎为抽象化了的艺术符号和特定的古

代哲学内涵 ∀

315  装饰工艺的艺术表现

以自然界动植物及生态景观为原形进行夸张 !

变形设计 !过度概括和突出原形的典型特征并通过

适当的装饰使形象形式感更加完美统一 整个形态

趋向于艺术化和情趣化 ∀刺绣的装饰物可谓其服饰

图案艺术中的绝妙之笔 工艺水平炉火纯青 图案十

分丰富 各种动物 !植物 !几何形图案皆富于变化 有

写实的 !写意的 !夸张变形的 !简洁明朗的 有时一幅

图案乍看上去像一条鱼 再看是鸟 图案互相穿

     

插 巧妙地组合后看上去又变成另一种动物 正反颠

倒皆有一番不同情趣 艺术表现尤为丰富 ∀

4  结  语

中国古代民间服饰的形体塑造及装饰的匹配侧

重于造型元素在二维空间里作种种装饰性极强的分

割和组合 ∀中国古代的深衣更多的表现为通过平面

的展开以形成一定的宽度 并以图案的形式为这些

/宽度0注满内容 因此 图案形态的塑造同样也是配

合这种/平面性0为中心而以拟人 !拟物 !拟形 !拟态 !

拟意等手法展开 以传统吉祥图案作为基础 融合民

间手工艺创作比较自由和讲究区域民俗文化的特

色 赋予这些民间服饰图案以各种各样有趣的有意

义或有寓意的联想 这就是民间文化的魅力所在

) ) ) 艺术不为羁襻所约束 联结的是民俗 展现的是

灵巧 释放的是心灵意境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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