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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装的
又一次自我革命

记者 乐骁立

改革开放初期，依靠一大批乡镇企
业非农化发展，宁波的轻工业，特别是
纺织服装业步入了工业化时代，并在上
世纪90年代初进入品牌时代，雅戈尔、
杉杉、罗蒙等大牌崛起，缔造了“宁波
装，装天下”的传奇。而后，太平鸟、
GXG、博洋等企业又依靠创新的经营模
式开创了轻资产运营的新局面。

如今的宁波装正在向着时尚产业再
次迭代，但市场、劳动力、品牌、品
控、供应链响应能力等多方面挑战亟待
宁波服企突破，一场时不我待的自我革
命与产业迭代不期而至，而改变正从工
厂里的那一台台缝纫机开始。

去年5月，2位来自苏州的工程师在宁波石碶创办
了凌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来到宁波创业的原因也很
简单，苏州大批的外企服装企业撤离，于是宁波就成
为了服装装备企业理想的市场目的地。

来到宁波后，凌志研发了几款创新服装智造装
备，包括智能绳头打结机、穿绳机、Polo衫门襟布专
用机等。而研发出这些装备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服
装企业的现状所逼。

近几年来，服装业的产业工人招工难度不断提
高，有一定技术积累的工人更是供不应求，形成了招
工难、用工贵、效率低、质量差的恶性循环。

拿穿绳工举例，一般的运动裤都有一个裤绳，穿
绳工的任务就是用一根长针顶住裤绳，从裤腰的洞中
穿过，工作十分枯燥不说，手掌还经常磨起水泡、老
茧，且效率较低，20秒至30秒才能完成一次作业。
简单频繁但高强度的工作使多数工人苦不堪言。

于是凌志研发了穿绳机，作业时间减少到10-15
秒/根，提高效率30-55%。此外，其傻瓜式的操作方
式只需学习2分钟，大大降低了员工技能培训成本。
同时，模块式设计让设备在企业中可以适应吊挂产
线，做到即插即用。

再比如打结机，则使企业的用工成本大大降低，
这道工序原先是一道人工工序，需要人工量长度、烫
断（剪断）、手工卷头、套结缝制4道工序，耗时24
秒/根。

而利用凌志的自动化设备，每根绳头打结时间缩
短到6秒，效率提高4倍，实现了无人化作业。该设
备目前已经在宁波申洲针织使用，4台绳头打结机仅
需一名工人看护。一台设备替代原先4人，减少用人
15人。同时，提高了辅料品质与稳定性，并节省工位
占地空间。

瞄准企业刚需研发智能化设备，改变企业生产环
境，促进行业迭代的不仅仅是凌志，在集士港，卡维
科技的陈小龙针对招工难所发明的“生手制衣”设
备，让一家乡镇小工厂成为了服装行业里小有名气的
明星企业。

作为现今服装生产最先进的工艺之一，模板制衣
可以帮助企业将复杂工序简单化、标准化——一块塑
料板，上面切割出缝车走针的线路，将塑料板置于缝
纫机上，生手也能完成高难度的缝制工作，大大降低
了品质不良率，减少对高技能人员的依赖程度。

同时，对流水线上的工人来说，模版制衣减少了
工人因技术问题无法胜任而闲置的时间；员工收入将
得到重新分配，员工的积极性也因此提高。

但模板制衣仍然存在二个问题。首先，要应用模
板技术，就要对生产线进行彻底改造，以便实现标准
化、流水化、高效化作业；其二，缺少人才。服装模
板是结合了服装样板与缝制工艺，以及先进的服装
CAD技术与自动化科技切割设备的一体化技术，对于
操作模板制作的技术人员要求较高。

于是，卡维研发了更加小巧、智能化程度更高的
自动模板机，使设备能够嵌入服装企业的现有缝制流
水线中，使设备的兼容性大大提高。

同时，卡维还提供免费培训课程，解决企业后顾
之忧。如今的陈小龙即做老板又当老师，服务服装工
厂的同时，也使自己的企业取得了大发展。

即买设备又提供培训服务，从制造业转型成
服务业的模式，成为了目前宁波服装装备企业的
制胜法宝。

如今的服装业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工厂大大
不同。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韩永生就曾谈过这个
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物质短缺，工厂生产
什么，老百姓就消费什么，像点菜，一个人点的
菜，满足不了一桌人的口味，但大家肚子饿就吃
完了。现在不一样了，不合胃口的菜就没人吃。
因此，生产要像喝酒，能喝多少就倒多少。”

那怎么做到能喝多少倒多少，怎么样按需生
产呢？这就要求服装企业在得知市场的喜好后，
马上调整生产，一套快速供应链响应系统就成了
目前服装企业的必需品。

于是，从一台缝纫机开始的改造就此开始。
在本届服装节舒普机电的展位上，我们能看到每
一台缝纫机都会带有一个通讯模块与数据接口，
缝机每一次针头的跳动都会被记录、上传、运
算。当吊挂系统得知这些数据，就可以调整自身
的运行速度，恰到好处地给工位递送物料。

但这些调整又必须根据市场需要来决定。这
样的前提下，本地装备企业便对原本被外国品牌
霸占的服装设备市场发起了大反攻。

“我们的优势就是服装，客户一旦需要生产
新产品，我们能马上派工程师到企业的工厂改造
设备、生产线，这是国外品牌绝对比不了的。”
宁波舒普机电副总经理段时红说。

目前，舒普的产值已经接近4亿元，成为宁
波上升势头最为明显的服装装备企业。

个性化定制的市场需求成就的不仅是舒普，
宁波中道科技的打样裁片切割系统同样强势进入
雅戈尔、罗蒙等大企业的设备采购视野。

在雅戈尔最新的智能工厂里，最具未来感的
生产环节莫过于投影打样设备——利用投影技
术，以布料作为幕布，直接在布料上进行CAD
软件操作。这一设备将单件个性化打样时间由智
能化改造前的60分钟/件缩短到目前的40分钟/
件。

本地装备企业服务本地服装企业，其优势不
仅仅落脚在反映速度，更加在于了解本地企业。
圣瑞思工业自动化公司专门制造服装生产的吊挂
设备。

“许多企业一直认为，上了吊挂就等于跨越
到了自动化时代，其实不是的。吊挂只是一种达
到物料自动运输的手段，要提高效率还是要靠精
细化的管理与工艺流程的设计，介于本地企业目
前的现状，我们的吊挂系统都会多留出3-4个站
点，方便工厂根据工艺自行调整，这就避免了企
业花大钱进口整套设备后造成的后遗症。”圣瑞
思业务经理周挺波表示。

以往的服装业的核心部门是车间、采购、销售，而现在，
IT部门、研发部门、设计部门唱起了主角，一场宁波服装业的
自我迭代正在飞速发生。

太平鸟深知线上线下全面融合的关键在于大数据的共享。
其 IT部门提供的各种线上数据会及时分享给设计、生产部
门，设计、生产部门可以依靠大数据分析潮流方向，在最短时
间内推出针对不同消费者的新产品。目前，太平鸟拥有超过
500人的设计团队，年设计量近万款。最快只要10天时间，太
平鸟就能设计、生产出一件新产品。

2017年，旦可韵开始大举投入实施后端生产环节的信息化
工程，并同步更新前端店铺的信息化接口，与后端生产环节无缝
衔接。这项改革反馈于市场的变化就是快和准。“快”表现在消费
者在旦可韵任何一家门店下单定制一件毛衫，最快8小时就能
取货；“准”就是基于计算机数据传输的量身定制的精确感。

与此同时，旦可韵还积极实施全新的毛衫服饰数字化车间
开发项目，目前，企业正在建立一个拥有10万个顾客体型信
息的工艺版型大数据库，同时，自主研发了个性化定制专用工
艺制版软件、个性化定制订单系统、个性化定制ERP系统、
MES系统智能流水线，以及工艺制版智能化调校系统等。

目前，旦可韵前端销售网络系统可与后端智能生产线全部
配套，实时比对消费者需求并动态进行货品调整，旺季产品的
生产周期从原本至少15天减少到5天，生产效率提升20%，
订单量连续3年增幅达到20%以上。在国内毛衫定制领域，旦
可韵占据了40%的市场份额，成为该行业的单项冠军企业。

而宁波龙升制衣的研发部门针对健身者对运动数据把控的
需求，创造性地将电子传感器嵌入运动内衣中，研发出智慧内
衣。健身人员穿上该款内衣后，健身时的心率、血压、脉搏、
消耗的卡路里等各种数据就会实时传递到手机APP上，实现
健身者对运动数据的把握，以方便他们调解膳食，合理安排健
身时间和运动量，以达到最佳的健身效果。

近3年，先锋新材在每年投入科研经费上千万元，与上海
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合作，建立了高分子聚合物联
合研发中心，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拥有各类专利
154项，公司主打的APLUS品牌，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品牌。

纵观目前的宁波服装业，技术、面料、设备等硬件已经逐
步更新到最近版本，于是，修炼软实力也似乎成为了服企们的
下一步重点。

在本届服装节雅戈尔汉麻世家的发布会上，前央视主持人、
投资人、雅戈尔智慧营销顾问张泉灵就表示：“我们就是需要深
挖品牌文化与价值，同时将文化定义并表现在产品上，就像世界
顶级奢侈品牌的服饰纹路，是在面料生产之前就设计进去的，在
纹路背后又有一连串的内涵与故事，这是我们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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