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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智慧营销，雅戈尔在今年更让人瞩目的是完成了
西装精品车间的智能化改造。记者曾多次参观车间，记得
车间刚开放的时候，许多人的第一感官并不是很吃惊，因
为车间里仍然有许多工人。但当一批批专业的服装企业负
责人参观之后，他们由衷发出感叹，这可能是目前全国最
为先进的服装智能车间。

智能制造的第一个难点在于工艺的描述，特别是对于
要实现个性化订制的服装来说，要把一件西装几百道工序
按照个性化的要求描述清楚，派发到每一个工人、工位
上，这是智造系统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能完成这一步，不得不归功于雅戈尔多年的工艺制造积
累，对每一道工序，雅戈尔都已经完成了一套自己的工艺标
准。当系统接到一件服装的生产数据后，能够自动分解生成，
几百份工艺单，发送到每位工人工位上的PAD屏幕上。工人
刷卡上工，便能非常清楚自己下一步要做些什么。

同时，基于雅戈尔多年的工厂管理，雅戈尔团队非常
好地理解了智能西服车间的关键在于产线平衡。雅戈尔目
前使用的是全吊挂来实现物料的运输，但产线不等人，一
旦一个工位没有及时完成任务，整条吊挂线就不能顺利运
行。

因此，雅戈尔的吊挂系统通过智能算法，配合暂存
区、多能工位等产线设置，很好地解决了产线“堵车”的
问题。

同时，为了减少堵车的概率，雅戈尔创新性的将边缘
计算引入了服装工厂。在智慧营销平台，大部分的数据都
是依靠云计算完成的。但云计算有一定的延迟，这零点几
秒钟的延迟对淘宝卖家来说也就是等一等而已。但对于工
厂生产来说，就相当于每辆车看到红灯都要晚几秒再刹
车，闯祸的风险就大大提高。因此，大量的传感器、通讯
模块、物联装置与边缘计算服务器出现在了雅戈尔的车间
里。数据在一台台缝纫机中间飞速奔跑，让一家近40年历
史的服装生产企业闪烁着科技的光芒。

按照李如成的要求，雅戈尔智能车间中实现了二个目
标。首先是可控，每一件衣服、每一道工序都是可追溯
的。雅戈尔的逻辑是“下道工序检查上道工序”，下道工序
在检查时出错，就会被退回上一步。类似于我们安装电脑
程序时，下一步的按钮是按不下去的。

其次是快速响应，所有的核心数据都会被实时反馈上
来。以调整生产订单，比如某款服装的某个尺码告罄，系
统会先筛查库存的面料辅料是否充足，是否要采购，是否
能在现有的生产中插入订单，怎么插入。这些都可以快速
得出结论并付诸实施。

从雅戈尔所做所想来看，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改变是超
乎想象的，也是全方位、多角度的。

这个逻辑看似简单，但操作起来，还是出现了认知上
的障碍。章凯栋团队在培训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我的
货被别人卖了，提成怎么算？”

在传统的零售体系中，每个门店按销售提成，几十年
来如此。但一下子，别人可以卖自己店里的东西，甚至线
上可以卖线下的，这就让许多老零售人一时间“蒙圈”了。

“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别人能卖你的，你也能卖别人
的，但我们刚开始为了鼓励大家适应新的模式，两边都给
予奖励。”章凯栋说。

当然，还是有一大批适应能力强的店员。今年“双十
一”，章凯栋就被一些店员的适应能力惊到了。“本来，我
想半夜商场都关门了，线下接线上的单子起码也要等第二
天上班了，但刚过零点，原本应该休息的线下门店，竟然
开始纷纷接单了。”

这套O2O的智慧营销系统有个派单系统，与滴滴打车
类似，有逻辑算法的排序，先是同店多件优先，比如一位
买家拍了三件服装，能同时发送这三个订单的店铺优先。
再在优先中选择距离更近的或是物流更便利的。

一个订单如果派发到一家线下门店，几个小时不接单
或是接单后几天不打包发送，这个订单就会转移到另一家
符合条件的店铺。

“大家都怕错失订单，被系统判定差评，因此都熬夜守
在店里，接单打包。”章凯栋回忆道。

当然，中台能干的事情远不止打通货品这么简单。它
实现了雅戈尔全国一盘棋的“库存统一、订单统一、政策
统一、会员统一、结算统一”。借助中台的力量，雅戈尔全
国营销布局一跃完成了完全彻底的O2O闭环。

让数据成为核心的生产要素，调配生产资料，调整生
产关系。这就是章凯栋这一年在雅戈尔所努力实现的事情。

“比如说，哪件衣服出样时应该放在显眼的位置？以前
是靠经验，现在则可以靠数据。”章凯栋解释道。

当这件衣服被拿到试衣间试穿时，试衣间中的传感器
就会感应到，最后得出试穿率。试穿率不仅能表明这件衣
服是不是受欢迎，也考量了设计师对款式的把握。如果一
件衣服试穿率很高，但购买率很低，那么，说明款式很好
看，但上身效果差，这说明版型有问题，打板师傅就有责
任。当然，如果试穿率高、购买率也高，那么就是拳头产
品，不仅可以放到店铺中显眼的位置，还能提醒店铺可以
多备货了。

这些看似神奇的改变为什么能在2018年发生？其实是
有逻辑可循的。

“首先，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为这些改变提供了技
术支持。其次，中国过去几年整个物流体系的搭建与完
善，为供应链的整体协同提供了必要前提。此外，互联网
公司在过去10年把C端好做的生意都做完了，他们必须向
下寻找市场，而雅戈尔就是他们的目标客户。”章凯栋说。

而之所以雅戈尔能一步一步现实这些设想，章凯栋道
出了更深层次的原因，一切都得益于雅戈尔近年来打造的
全产业链体系。

近年来服装业的潮流是轻资产运营，生产靠外包、销
售靠加盟，但雅戈尔始终秉持着从自己种棉花到自己卖衣
服的一条龙体系。从今天所有的数字化改造来看，只有这
一切都是自己的、可控的，才能使雅戈尔这样的业界“大
象”能在短短一年内完成如此巨大的转身。

当人们都认为服装业的“轻重之争”已经有答案的时
候，雅戈尔的IT部门却让这个悬念无限期地保留了下去。

雅戈尔智能西服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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