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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介绍 了服装 C A D / C AM 在 中国的发展现状
,

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
,

提出了软硬件开发企业合并重组
、

国

家有关部门及行业协会加强管理
、

加强与 国外企业的合作等发展策略
,

供有关生产企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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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加人 W l
,

O 以来
,

服装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

目

前中等规模 以上服装企业达 到 6 万多家
,

但其中

c A D / c A M 的普及率却不到 8%
,

而服装工业发达的欧

洲
、

美国
、

日本等国服装 CA D / C A M 的普及率已超过

8 0%
.

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引进和开发制造业

c A D/ c AM
,

经过了 20 多年的发展
,

机械
、

建筑
、

电子等

行业已经实现了全行业的 C A D 普及
,

而服装行业的普

及率还如此之低
,

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深究
.

1 国内服装 C A D/ c A M 发展现状川

1
.

1 发展迅速
,

竞争激烈

随着 国 内外服装市场竞争的加剧
,

引进服装

C A D / C A M 以增强企业竞争力逐步成为广大服装生产

企业的共识
.

到目前为止
,

国内大型服装企业已基本购

买了 C A D 软件
、

绘图仪
、

样片切割机等 C AM 设备
,

今

后将主要考虑购买电脑裁床等高端产品 ;而大批中小

型企业发展迅速
,

逐渐有实力引进服装 C A D / C A M 项

目
,

成为巨大的潜在市场
.

巨大的商机令国内外服装

c A D / c A M 企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

国际服装巨头如法 国力克
、

美国格柏
、

德国艾斯特

奔马等企业
,

由于起步早
,

有着深厚的专业积累和技术

优势
,

以及强大的资金实力和宣传力度
,

虽然软硬件价

格较高
,

售后服务费用不菲
,

但还是占领了国内 2 000

多家高端客户市场
.

日本企业进人中国较晚
,

但也在奋

起直追
.

目前
,

国外产品一方面调低中端产品的价格
,

以针对国内中端市场的竞争 ; 另一方面加速本土化生

产
,

以避开高额的进 口关税
,

降低生产成本
,

如格柏在

中国开发生产喷墨绘图仪
、

日本高鸟公司与富怡公司

合作推出电脑裁床
.

最近 20 多年来
,

伴随着我国纺织工业的快速发

展
,

国 内服装 C A D / C A M 行业迅速崛起
.

国产的服装

C A D 软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

如布易科技 ( E代000 )
、

北京航天 ( A R IS A )
、

杭州爱科 ( E C H O )
、

北京 日升

( N A C ZOOO )
、

深习11富怡
、

丝绸之路 ( S IL K RO A D )
、

北京

比力 ( lB ll )
、

杭州 时高
、

金合极思
、

樵夫
、

智尊宝坊

( M O DA S O FT )
、

佑手
、

扬 格
、

旭化成 ( A G M S )
、

超泽
、

T H IN KC AD 等服装 c A D
.

国产的服装 c AM 制造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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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起步
,

目前主要品牌有富怡
、

柏狼
、

凌奇
、

宏华
、

奥科
、

经纬
、

丽 图
、

丝绸之路
、

星 云

G C C
、

服装大师
、

诊脑
、

狮涛
、

海普等
.

最近 3 年以来
,

国

产服装 C AD/ C A M 系统以较高的性能价格比逐渐占据

了国内主要的中低端市场
.

目前国产服装 C A D 软件如

笔式绘图仪
、

样片切割机的价格一般在 5 万
一
13 万元

之间
,

不到国外同类产品的一半
,

大部分的中小型企业

都能接受
,

已经开始进人快速普及阶段
.

在福建省泉州

市 2 004 年的一次抽样调查中
,

国产 CA D / C A M 系统

市场占有率已达到 80 %以上
.

尽管国外品牌宣称其市

场占有率很高
,

但其逐渐被排挤出中低端市场已经是

一个不争的事实
.

1
.

2 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
,

尚有较大差距 〔2周

国产服装 C AD 软件在二维设计中的打板
、

推板
、

排料
、

软件界面等方面有优势
,

有不少创新
,

更适合于

国内设计师的手工操作习惯 ;但在三维设计
、

CI M S
、

智

能化
、

网络化
、

信息化等方面
,

与国外先进系统有较大

差距 ;系统的稳定性
、

可靠性
、

兼容性有待提高 ;整体上

还缺乏一种公认的
、

具有权威性的软件进行全行业推

广
.

国产服装 C AM 设备中的数字化仪
、

笔式绘图仪
、

样

片切割机等生产技术比较成熟
,

已接近国外先进水平 ;

但高端产品中的喷墨绘图仪技术不过关
,

电脑裁床还

处于研发阶段
,

因为需要投人巨大的资金 和承担较大

的风险
,

参与的企业很少
.

国外品牌大公司
,

凭借着深厚的专业积累和技术

优势
,

不断地投人大量资金参与高端产品的研发
,

目前

已取得显著的成果
.

( l) 在三维技术方面
,

美国 CDI 公司推出的 C O N
-

C E盯 3 D 服装设计系统
,

不仅具有建立三维动态人体

模型的功能
,

而且能直观地表现服装多个侧面和生成

布料纹理悬垂的立体效果
,

实现 360
”

旋转
,

同时能将

立体设计近 似地 展开 为平面设计 图 ; 又 如美 国的

l 月 n d
, s en d 公司的模拟试衣系统

,

可在互联网上建立顾

客的人体虚拟模型
,

顾客可试穿该公司所推出的服装
,

还可进行立体互动设计
,

直到顾客满意为止
.

( 2 ) 在 C IM S ( C
o m p u t e r In t e『 a t e m a n u af e t u ir n g

sy st e m )方面
,

格柏公司推出的 A M
一

5 系统
、

力克公司推

出的 303 *
系统

,

是由服装 C A D 系统
、

自动裁床和柔

性加工单元组成的一体化集成系统
.

( 3) 在网络化
、

信息化方面
,

美国成立 AM T EX 组

织
,

实现了纺织一成衣一市场各环节的信息网络化
,

并

完成全美纺织成衣和销售公司之间的快速反应机制 ;

力克公司正在开发服装 CAD/ CA M 各系统的文档管理

和全球通讯网络技术
,

为全球提供图像视频服务
.

( 4 ) 在 自动裁剪系统方面
,

格柏公司推 出的高层

裁床采用磨刀补偿技术
,

具有裁割路径智能化
、

智能区

域真空控制和智能化应用等特点 ;能自动确定布层在

裁割机 中的通过量 ;采用交互式用户界面
,

能显示裁割

工作中的裁割参数和排版图 ;其机
_

L诊断和高可靠性

组件能保证低故障率和高生产率
,

提供最佳裁割效率
.

( 5 ) 在缝制快速反应系统
、

自动整烫系统
、

全自动

仓储系统等方面
,

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
,

而国外已逐渐

形成产业化
,

纵观全局
,

国内 C A D / C AM 产 品整体上与国外相

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

目前主要是靠价格优势占据中低

端市场
,

如不加快发展速度
,

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
,

依

然无法参与高利润的高端产品竞争
.

2 国内服装 CA D/ C A M 发展存在的问题

2
.

1 开发企业规模小
,

研发实力薄弱

长期以来
,

国内服装行业技术含量低
,

产业封闭
,

而且专业性强
,

市场规模小
,

机械
、

数控机床等行业实

力雄厚的 C AD / C AM 制造商对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

视
,

参与的研发企业不多
.

这就造成相关企业起步较

晚
,

实力不够雄厚
,

发展速度较慢 ;并且各企业产品单

一
,

各种 c AD 软件
、

c A M 硬件 由不 同制造商开发
,

品

牌众多
,

竞争激烈
.

由此产生的后果有以下几方面
:

( l) 研发实力薄弱
.

由于国内制造商资金规模小
,

因而软硬件产品技术升级速度慢
,

对客户提出的改进

要求不能及时反馈
,

无法投人大量的研发力量和资金

参与电脑裁床
、

喷墨绘图仪等高端产品的技术攻关
.

( 2 ) 产品兼容性差
.

由不同制造商开发生产各种

c A D 软件
、

c A M 硬件时
,

没有严格的数据存储格式和

接 口技术标准
,

因而各种 C A D 软件之间无法实现数据

共享
.

另外不同制造商开发的软硬件系统中
,

也存在兼

容性
、

稳定性
、

可靠性等问题
,

以至于维护时查找故障

都较为困难
.

例如近来出现的 C A D 软件和笔式绘图仪

因生产厂家不同而导致软件和硬件接 口 问题
,

目前还

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

有的只能通过数据转换中心输出
.

而国外品牌制造商可以提供从 C A D 到 C A M 的全系列

产品和服装企业的整体化解决方案
,

不存在系统兼容

性问题
.

( 3) 售后服务不完善
.

由于制造商资金实力不够

雄厚
,

国内 C A D/ CAM 产品主要依靠代理商进人市场
,

售后服务主要 由代理商负责
,

许多制造商没有深人维

护第一线
,

不能及时
、

准确地发现故障问题
,

从而技术

改进缓慢
.

另外
,

由于代理商往往要同时代理多个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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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产品
,

而维护技术力量有 限
,

因而难以提供完善的

售后服务
,

维护成本高而又不到位
.

( 4 ) 品牌众多
,

竞争激烈
,

但彼此间实力相当
,

只

能在中低端市场展开竞争
.

( 5 ) 价格昂贵
.

由于单一 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低
,

产

品生产规模小
,

因而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销量少
,

代理

商的销售成本
、

维护成本高
,

为了维持一定 的利润空

间
,

只能提高价格
.

例如
,

目前笔式绘图仪
、

样片切割机

的制造生产成本不超过 1 万元
,

但市场零售价一般在

3 万
一 5 万元

,

其中代理商的利润就占了一半
.

价格昂

贵阻碍了 C A D / C A M 在服装全行业的推广普及速度
.

2
.

2 人才匾乏

2
.

2
.

1 高智能研发性人才匾乏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

国外品牌大公司预测到

中国服装 C A D/ C A M 的市场发展潜力
,

捷足先登
,

占领

了国内早期市场
.

但他们的研发中心都不设在中国
,

十

多年来为中国培养的都是应用性和销售性人才
.

而服

装 C AD / CAM 专业性很强
,

要求参与研发的软件人才

和机电一体化人才具有较高的服装专业基础
,

因此
,

机

械
、

数控机床
、

造船工业等其他行业的 C A D / C AM /

CMI S 研发人才难以进人这一行业
,

而在高校的高层次

教育中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

因此 国 内的 服装

C A D/ C A M 研发性人才 目前只有靠企业本身投人
,

由

企业培养人才并留住人才
.

2
.

2
.

2 高水平管理人才质乏

目前国内服装企业以中小型民营企业居多
,

这其

中大部分由家族式企业发展而来
.

有些高层管理人员

文化素质低
,

管理决策水平有限
,

缺乏战略眼光
,

不愿

引进 C AD / C AM
.

另一方面
,

部分企业购买服装 CA D /

C A M 后
,

管理人员没能根据本企业的特点解决好部门

协作
、

人事安排
、

生产工艺
、

技术人员结构
、

技术人员储

备等问题
,

未能把 C A D / C A M 系统完全溶入公司的生

产过程中
,

无法使服装 C AD 发挥出最好的效益
.

据有

关部门调查统计
,

早期已购买服装 C AD 的企业只有约

2/ 3 从购买起就一直使用
,

另 13/ 处于闲置状态
.

在一

直使用 C A D 的企业中
,

尚有 12/ 不能完全利用其功

能
.

以上现象又引发一部分企业的观望态度
,

不敢冒然

引进 CA D / C A M
.

2
.

2
.

3 高素质应用性人才遗乏

企业中服装 C A D/ C A M 应用好坏
,

关键在于操作

人员的熟练程度
.

目前服装企业有经验的技术人员一

般对电脑了解很少
,

文化基础薄弱
,

接受新软件
、

新技

术有较多的局限性
.

从服装院校毕业的学生
,

接受能力

强
,

但缺乏实际工作经验
,

又不愿意到生产第一线工

作
,

因而许多企业引进的 C AD / CAM 系统未能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
.

相对于机械
、

建筑
、

电子等行业
,

服装设计

的从业人员文化素质较低
,

阻碍了服装 C AD/ C A M 的

推广
.

服装 CA D 软件基于不同的系统开发平台
,

品牌

太多
,

设计人员不可能同时掌握多种 CA D 软件
,

这不

利于人才的流动
.

代理商
、

经销商仅注重短期利益
,

不

愿意投人太多做培训推广工作
.

诸多因素使得应用性

人才匾乏
,

成为当前服装企业引进 C A D 技术的一大忧

虑和障碍
.

2
.

3 应用领域窄

国内服装 C A D / C A M 产品在服装行业之外
,

开拓

的应用领域很少
.

而格柏
、

力克的产品
,

除了服装工业

外
,

还应用于
:
箱包工业 ;皮革行业 ;家具行业 ;制鞋行

业 ;工业纺织品行业
,

如帐篷
、

充气产品
、

旗帜和横幅
、

工业过滤设备
、

绷紧织物等 ;装饰材料加工行业
,

如玻

璃
、

石板材
、

纸箱等
.

开发新产品
,

需要较强的研发实力

和资金
,

并要承担较大的风险
,

但如果开发成功
,

将收

益丰厚
.

目前国内的家具
、

装饰材料加工行业 C A D /

C A M 比较落后
,

有许多产品等待开发
.

另外 C A M 中的

二维
、

三维数控技术相关的应用领域很多
.

开拓的应用

领域越多
,

生产规模越大
,

成本就越低
,

自然会促进服

装 C AD / C A M 生产
、

应用的良性循环
.

2
.

4 盗版软件泛滥
,

影响了软件开发商的积极性

目前服装 C AD 软件代理价
、

零售价偏高
,

巨大的

利益带来巨大的诱惑
,

从服装企业
、

设计人员
、

甚至软

件代理商
、

经销商都想使用盗版软件
.

更有甚者
,

一些

盗版软件联盟在网络上公开明码标价销售各种畅销软

件
.

国家有关部门监管不力
,

致使盗版软件泛滥
,

严重

影响了软件开发商的积极性
.

软件的开发及维护升级

需要大量的资金
,

目前国内的环境
,

使服装 CA D 软件

开发商很难完成资金的原始积累
,

做大做强
.

这对长期

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一 `」
.

3 国内服装 C AD/ C AM 发展策略

3
.

1 软硬件开发企业合并重组
,

强强联手
,

优势互补

合并重组可扩大资金规模
,

增强研发实力
,

提高抗

风险能力
,

就有实力收购机械
、

数控机床
、

造船工业的

C A D
、

C AM
、

CI M S 的关键技术
,

加快技术的提升
.

合并

重组
、

强强联手可 以带来以下优势
: ① 增强研发实

力
,

加快高端产品的研发速度
,

如喷墨绘图仪
、

电脑裁

床
、

三维设计软件和 CI M S 等 ;② 软件
、

硬件由同一制

造商生产
,

不存在兼容性问题
,

能发挥出最佳的效益 ;

③ 产品种类
、

规格
、

档次齐全
,

方便用户选择 ;④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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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跳跃式的发展
,

并可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出性能稳定

的产品
.

纵观美国格柏的发展史
,

正是靠不断收购其他

公司的先进技术而快速发展壮大起来的
.

如 19 94 年
,

收购了丹麦的铺布机制造商 iN eb hu
r M as kin fa b ir k 灯

S
,

提高了铺布机制造水平 ;同年收购美国一家缝纫业

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 C A D )
、

图形设计和产品资料管理

系统的供应 商 iM cr od y an m i c s ,

成立 了格柏信息系统

( G IS )公司
,

开发和销售信息系统 ; 19 9 7 年
,

收购美国

M a r b le h e a d 的 e u t ti n g E d g 。 公司
,

提高了单层和多层

裁割系统的性能
.

到 目前为止
,

其产品已应用于全球

1 10 多个国家及地区
,

拥有 14 0 0 0 多家客户
,

6 0 00 0 多

套系统 / 工作站
.

( 2 ) 与国外公司合资生产
.

与国外企业合作生产
,

短期内有助于产品的技术水平提升
.

但是
,

国内企业要

积极参与核心技术研发
,

不要只成为生产加工基地
,

否

则核心技术总是控制在 国外制造商手中
,

不利于长期

的发展
.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
,

要促进我国服装 C A D / C AM 技术的发

展
,

各软件开发商
、

硬件制造商应从长远的战略眼光出

发
,

加强合作
,

抓住大好时机
,

力争在短时间内产生 2

一 3 家实力强大的集团公司
,

赶上国外先进的技术水

平
,

推出高性能的国产喷墨绘图仪
、

电脑裁床
、 _ _

三维设

计软件
、

CI M S 等高端产品
,

创造出中国的名牌
,

抢占国

内
、

国际市场 ;同时降低产品价格
,

加快推广普及速度
,

提高我国服装行业整体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效率
,

进一

步增强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

使我 国由服装大国向

服装强国迈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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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规模扩大
,

成本降低
,

性能价格比提高
,

更具有竞争力 ;

⑤ 统一品牌
,

统一宣传
,

提高品牌的形象及影响力
,

并

能降低营销成本 ;⑥ 有资金实力增加售后服务 网点
,

培训维护技术人员
,

提高服务质量
,

使维护成本降低 ;

⑦ 有实力和资本去 开拓新的应用领域
,

扩大市场规

模 ;⑧ 可以扩大培训规模
,

提高服装行业技术人员素

质
.

这些优势都有助于服装 C A D / C A M 在全行业 的推

J一普及
.

3
.

2 国家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应该加强管理

针对 目前国内服装 C A D / C AM 发展 中存在的问

题
,

国家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加强管理
,

以促进该技术在我国的推广普及
.

( l) 跟踪参照 国际标准
,

制定服装 C A D
、

C A M 统

一的数据存储格式
、

交换格式和接 口技术标准
,

以利于

资源共享和将来服装集成化的需要
,

引导制造商开发

生产
,

减少软硬件不兼容问题
.

( 2) 国家投人资金
,

加大技术开发扶持力度
.

可通

过集中资金立项
,

组织企业
、

高校
、

科研院所联合攻克

关键技术
,

并转化为生产力 并扶持 1 一 2 种性能较好

的 C AD 软件进行全行业的推广使用
.

( 3 ) 引导各相关行业协作
.

如组织机械
、

数控机

床
、

造船
、

汽车
、

纺织
、

家具
、

装饰材料加工等行业 的

C A D / C AM 制造商
,

互相协作
,

提高技术水平
,

联合开

发产品
,

开拓新应用领域
.

如综合目前国内数控机床的

多维数控技术
、

刀具技术
、

机器人工业中的控制系统
、

造船工业中的船体钢板放样
、

排版
、

切割控制系统等
,

就可解决服装电脑裁床开发中的主要技术难点
.

另一

方面
,

应把服装制造业融人到大的制造业范围中去
,

引

人最新的先进制造技术
,

如柔性制造技术 ( F M )T
、

计

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 CI M S )
、

并行工程技术
、

精益生产

技术
、

敏捷制造技术
、

虚拟制造技术 ( V M T )
、

纳米技

术
、

生物制造技术
,

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
,

如企

业资源计划 ( E R )P
、

产品数据管理 ( P MD )
、

物流系统

管理
、

准时生产技术等
,

以提升我国服装工业整体的技

术水平
.

( 4 ) 加大对盗版软件市场的打击力度
,

保护软件

开发商的知识产权
.

( 5 ) 扩大高校服装应用性人才的培养规模
,

加快

对服装 C AD / CA M 研发性高层人才的培养
.

3
.

3 要加强与国外企业的合作

依据我国服装 C A D / C A M 行业 的基础和现状
,

要

想加快其发展步伐
,

必须描准先进技术
,

加强与国外先

进企业的合作
,

这包括收购技术和合资生产的问题
.

( l) 收购国外技术先进的企业
.

可实现技术和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