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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服装快时尚模式运营瓶颈及对策 

 

2013年，我市提出打造温州“中国时尚消费之都”的战

略发展规划，力争 5 年之内初步造就中国重要的国际时尚消

费品展示中心、贸易中心、集散地及精品制造基地。温州转

型时尚之都离不开服装产业的时尚化，温州服装品牌在品质

和设计上已具备了与国际品牌同台竞技的能力。面临温州本

土服装品牌的转型升级，以夏梦西服为代表的服装企业重新

定位于高端时尚，而更多的企业逐渐尝试快时尚的发展战

略。自 2006 年 Zara 在上海开出国内首家店面以来，Zara、

H&M、GAP、优衣库等国际快时尚巨头便不断在中国各地开出

新店，销售额也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快时尚品牌在整个

供应链管理方面的低成本和快速响应给温州服装品牌带来

极大启发。面临行业普遍存在的高库存压力，借助快时尚策

略控制成本、降低库存有助于建立品牌形象塑造的良性循

环。近年来，部分温州传统服饰行业正在谋求向快时尚品牌

转型，但并非任何品牌都适合转型快时尚；如果所有品牌都

把这种转型视作传统服饰企业面临困境时的“救命稻草”，

高度同质化和不断涌现的质量问题会成为企业生产发展的

又一瓶颈。 

 

一、 快时尚的基本特点 

快时尚，顾名思义既要“时尚”又要“快速”，其显著

的特点就是流行、快速、稀缺和低价。“流行”指的是设计

过程中十分关注消费者和最新的潮流趋势；“快速”是对市

场快速的反应能力，从产品开发到新货上市的周期要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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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快速更新产品、快速投入市场、快速响应市场；“稀缺”

是指单款产品的数量少，奉行多品种小批量的原则；“低价”

是指价格低于相同时尚度的时装品牌。上述营销氛围能够推

动消费者快速决策，从而控制产品库存。 

 

二、 温州服装快时尚模式的经营现状 

（一）美斯特邦威的快时尚模式 

成立于温州的美斯特邦威在 2008 年 8 月上市当天推出

了全新的快时尚品牌 ME&CITY。这一品牌的推出一方面是为

了应对众多海外的快时尚品牌进驻中国，另一方面也是源于

自身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和研究。在不断的反思与创新中，强

调品质、时尚、个性的 ME&CITY品牌满足了中国职场新人和

中产阶级对服装的崭新需求，丰富了美特斯邦威品牌内涵，

与原有的“美特斯邦威”品牌构成强有力的互补与支撑，成

就了 ME&CITY在创立初期最初 3年的飞速成长，店铺数量增

加到 480 家，销售额逼近 10 亿元。通过运营 ME&CITY 快时

尚品牌，公司在组织创新、流程管理、产品创新方面不断突

破，实现了精准的产品定位。 

2012年以来，尽管美邦继承了款多量少、缩短补货周期

和供货时间的 zara 模式，同时又借鉴优衣库的低价策略，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又衍生出了一系列问题，导致近几年

美特斯邦威加快了关店步伐，2012 年，美邦关闭了开张仅三

年的上海淮海路 2000 平方米的 ME&CITY 旗舰店，2013 年，

美邦服饰关闭门店数量多达 200 多家，2014 年初，ME&CITY

退出北京王府井市场。快时尚概念的定位与产品设计严重脱

节成为美邦“快时尚”战略受挫的主要诱因。 

http://t.linkshop.com.cn/kindex_id_1393.aspx
http://t.linkshop.com.cn/kindex_id_159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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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快时尚模式涵盖的两个要素——设计能力和零库

存，美特斯邦威在这两方面都有所欠缺。产品设计趋于低端

年轻化，风格与主品牌“美特斯邦威”的校园学生装并无太

大差异；ME&CITY 的产品线虽够全面，但却无法迅速把 T 台

的最新元素运用到新品中，产品更新过于缓慢，与市场同类

产品相比，同质化现象严重；对市场估计不足，没有成熟的

买手体系，且经营模式方面的欠缺，造成库存积压过剩；而

高于主品牌的定价，也让目标群体渐行渐远。 

其次，ME&CITY 旗舰店不堪租金重负。开设在一线城市

黄金地段的旗舰店，一度是美邦引以为傲的标志。随着淮海

路旗舰店的关闭，美邦的大店模式“优势”彻底丧失。品牌

推广、高昂租金所花费的巨资，难以阻挡销售业绩的持续下

滑，使得美邦旗舰店这条大船迷失在商铺林立、大牌云集的

黄金地段。 

快时尚模式需要企业拥有一支眼光独到的设计、买手团

队，能做到款式国际化和快速更新，还需要整个生产、供应

系统来保证快速交货、快速反应，但这些方面的欠缺，使即

便曾经跻身全球服装品牌 10 强的美特斯邦威，在快时尚扩

张道路上依然步履维艰。 

（二）IDVE艾迪维伊的快时尚模式 

温州市索玛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一九九九年，是集服饰

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女装企业。该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推出平价快时尚女装品牌 IDVE艾迪维伊，定位于国

内二三线城市，通过联营、加盟、直营、集成店等多元化销

售终端，实行快速、时尚、平价的营销模式。2014 年 4 月第

一家加盟店开业，目前在全国各地已经开设了近 80 家加盟

http://www.chinasspp.com/brand/
http://q.chinasspp.com/brand/Metersbon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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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和直营店。索玛公司拥有自己的设计团队，产品大多数自

己生产，部分外包，从服装设计到上柜销售能够在 15 天内

完成。每天从联营店的 POS终端获得销售数据，对畅销产品

及时补货，对滞销产品适时打折，在终端消化库存的同时保

证稳定的现金流量。 

目前 IDVE品牌正处于快速扩张阶段，拥有近 20名设计

师，两个控股工厂，并与多家小型生产企业建立了代工业务

往来。由于起步期款多量少，在采购原辅料的过程中，较难

掌握与上游合作供应商的合作中掌握定价权，原辅料价格和

采购速度受到制约。而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要求也使企业很

难寻找稳定的生产加工商，且产品加工成本较高，质量较难

保证。公司虽在终端通过价格手段处理了产品库存，但价格

杠杆对消费预期和品牌文化将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提高供

应链效率、加强开发能力是快时尚运营的首要任务。 

 

三、 温州服装快时尚模式的经营现状 

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改变，即便是快时尚的国际巨头

们，今年也面临销售疲软。财报显示，ZARA所属的 Inditex

集团截至今年 4 月 30 日，销售总额较去年同期下跌 7.3%，

创下五年来最大跌幅。2013财年，GAP的销售增幅也从之前

的高速增长降至为 5%。温州服装品牌在快时尚战略推进过程

中继续精耕细作，更需要对国际巨头实施快时尚战略中涌现

出的潜在风险及时规避。 

（一）建立开放式的设计平台  

同为快时尚品牌，虽然定位的差异使得品牌对时尚内涵

的理解和敏感度存在区别，但是对时尚元素的准确理解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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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模式的关键所在。和国内快时尚品牌采用的项目小组相

比，国际快时尚品牌通常采用的买手小组制更能从客户的视

角感悟时尚的内涵。设计师向买手转型，意味着他们在设计

之初就要考虑产品的销量，去揣测消费者的喜好；进而解决

一些传统服装企业中存在的诸如产品部门不了解市场、销售

部门和产品部门衔接不够等一系列问题，买手小组客观上促

成了销售和产品实现无缝衔接。因此，建立设计师、市场专

员和采购专家组成的“三位一体”式设计师团队是实现基于

市场需求快速反应的基本组织结构。 

国际快时尚品牌的专业买手从米兰、巴黎时装秀取得灵

感，识别流行的时尚趋势，设计与这些趋势相匹配的各种款

式；公司设计团队不定期地在东京、巴黎、纽约及其他主要

时尚之都，从 T台时尚、街边流行来捕捉时尚灵感，设计出

具有吸引力的产品。温州本土品牌的快时尚之路或许在短期

内无法培养出独具时尚嗅觉和专业素养的买手，转型期大量

的成本消耗无法支持对外域时尚信息的实时反馈和收集，但

是温州拥有庞大的海外温商群体。海外温商中的很大一部分

生活在欧洲和世界的其他时尚之都，且从事与时尚相关的商

贸流通行业，如普拉托的服装、佛罗伦萨的箱包等。海外温

商所处的地域优势、建立的营销网络与信息平台能够为温州

本土品牌的快时尚发展提供最直接的时尚信息，利用海外温

商网络收集全球最时尚的服装款式并搭建时尚信息数据库，

将成为最经济可行的开放式创新平台。因此，借助海外温商

的时尚信息获取优势与国内温商形成快时尚产业的信息互

动将成为政府促进国内外温商合作的重要任务，一旦双方建

立起深层次的资源共享与信息互动机制，温州快时尚产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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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化解专业买手匮乏这一资源瓶颈，海外温商网络的信息

嵌入能够有效推动本土时尚要素的配置，加快打造时尚之都

的步伐，推动温州城市转型和产业转型。 

（二）实现采购与生产的垂直整合 

降低快时尚的库存风险需要采用延迟生产的策略使得

产品款式与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同步，少量基本款通过对历

史数据的预测实现季前生产，大量的款型则在季中集中生

产，这种生产模式需要对快时尚供应链的采购环节和生产环

节实施垂直整合，以降低采购提前期和生产提前期。 

温州是全国重要的服装生产基地，生产了全国 10%的服

装，其中多数是贴牌加工。服装辅料和配饰曾是温州传统产

业集群的代表，大量从事服装加工的小微企业密集分布在周

边地区，但是出于利润下滑和存在安全生产隐患的问题，导

致近年来相关行业迅速萎缩。以 IDVE 品牌为例，服装面料

的采购 80%以上来自上海和广州，少量来自温州及周边地区。

快时尚的运作要求在原材料采购环节与外部大量供应商保

持稳定的供货联系，减少对供应商的依赖，在有效控制采购

成本的同时降低采购反应时间，进一步保证“快速”和“低

价”。为了应对多品种小批量的订单要求，垂直整合大量的

小微生产企业，通过 OEM 供应商来构建自己的生产网络，大

大缩短生产提前期，能够长期实现低成本和快速反应。快速

响应的供应链需要实现采购和生产的垂直整合，而温州本土

的传统产业集群优势以及大量的小微企业所具备的相对成

熟的生产能力为上述快速响应供应链的建立提供了基本保

障。此外，由于国际快时尚品牌日益呈现出的产品质量问题，

利用地域性的集群优势控制原辅料品质和生产质量，建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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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信任的网络合作纽带，能够从源头上控制快时尚产品的质

量隐患。 

基于上述原因，温州对传统产业集群的战略布局应该基

于快时尚模式的整体考虑，依托温州轻工产业、民间资本、

空间要素的禀赋优势，大力发展高品质的时尚产品制造以及

与之相关的服务集群，打造快速响应的高品质供应链。此外，

并建立时尚产业策划基地，为有意进行快时尚转型的企业提

供基于快时尚理念的企划服务，为时尚要素的匹配提供配置

平台，实现从商品企划、设计、生产到销售的控制一体化。 

对于温州绝大多数本土企业而言，在快时尚转型过程中

与国际巨头同台竞争并且胜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在

温州市政府构建生态性创新网络的战略指引下，温商独特的

海外时尚资讯网络与本地的集群网络支撑能够促使快速反

应的时尚供应链的形成与有序演化，生产做虚，终端做实；

设计做虚，企划做实的“虚实”组合方式有助于将温州打造

成为品牌荟萃、智造发达、市场活跃、消费集聚、影响力大

的时尚之都。 

 

课题来源：温州大学《温州打造时尚之都相关问题研究》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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