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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近年来科技的迅猛发展，服装面料及辅料品种的日益更新，服装加工工艺有了较大的变化；
相应的，服装生产管理的内容和理念也在不断更新。
《服装生产管理》作为专业类教材更应依据国际上新的发展趋势，及时更新相关内容，使本书更能体
现行业的发展，贴近企业的生产，为行业与企业服务。
　　本次修订以原有教材为基础，从教学内容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补充以往教材中所欠缺
的实践活动内容，使教材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活动，让学生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学以致用，以
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基本要求。
本书编写的立足点在于：与产品研发、质量控制、快速反应紧密结合，强调应用性，与行业现状紧密
结合。
　　在形式上，改变以往平铺直叙的面孔，各章节穿插了教学目标、导言、背景资料、情景案例与思
考、知识链接、学练活动、本章总结、本章学习效果检测等栏目，不仅能开拓学生视野、易于学习，
而且增加的实践活动，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小组合作性，更适合教师组织教学活动，加
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
　　此次编写尽量使本书内容和文字浅显易懂，图文并茂，其中的知识点更适合中专学生以及企业一
线人员的学习和掌握。
所配的光盘内容，易于学生对服装生产的理解。
　　本教材第一章至第六章由北京服装学院姜蕾编写完成，第七章由福建泉州凌霄职业学校傅月清编
写完成。
参与本书资料收集的还有北京服装学院赵欲晓等，所附教学光盘由中华女子学院的高级工程师汪苏制
作完成。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国服装集团、北京衬衫厂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水平有限，教材中难免出现错误和疏漏，欢迎各位专家、同行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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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次修订拟以原有教材为基础，主要介绍成品服装的工业化生产过程、特点、所用设备，以及相
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同时涉及工艺技术、管理方法、生产组织等内容，课程的教学内容始终围绕服装
生产经营活动而展开。
《服装生产管理（第2版）（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专业）》共分七章，分别为：绪论、裁剪工艺与管
理、缝制生产组织与管理、生产物流管理、服装品质管理、生产作业人员管理和服装生产工程管理实
训等。
　　本次修订新增教学配套光盘，光盘以服装企业生产实际场景的视频资料为主，目的在于为读者进
入服装企业提供直观、可操作性强的实践知识，使学习者能较快地投入专业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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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服装生产方式的演变　　服装工业是20世纪初开始的新兴工业，二次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
的迅猛发展，服装工业前进的步伐不断加快。
　　过去，服装制作依靠缝衣匠灵巧的双手量体裁衣，而繁华街市上的服装店铺，也只是一个家庭作
坊式的服装加工点。
19世纪初，英国商人将缝制成形的裤子和衬衫出售给港口船员，形成了早期服装市场交易的雏形。
　　到19世纪下半叶，缝纫机的发明，推动了成衣生产的发展。
1880年，男式标准尺寸规格的成衣已经确立。
成衣业的发展为妇女走出家庭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这种成衣加工在当时条件下，仍属家庭作坊的
生产方式。
　　随着脚踏缝纫机改为电动缝纫机，以缝纫机为主的半机械化服装加工方式逐步显示出速度快、效
率高的优势。
而以小作坊形式为主的加工方式很快暴露出一些缺陷：因一个作业员要完成从裁剪、缝纫直到整烫等
整个服装加工过程的全部工作，即作业员在加工过程中，需不停地更换工作内容，势必导致作业员对
各项工作任务的熟练性降低，从而影响加工速度。
　　二次大战爆发后，短时间内需求大量军服的现实，迫使服装加工速度及生产批量必须大幅度提高
。
一些服装经营者特意聘请机械行业的工程师进行指导，在考察了许多服装加工厂后，机械工程师们参
考机械零件的加工方式，提出将加工过程分解为具体工序，由数人或数十人组成生产流水线，每个工
人只负责完成其中一个或几个相关工序，并按服装缝纫的先后顺序进行加工。
于是，作业分工的改进方案——即让每个工人完成单一的工作任务，成为服装生产流水线的雏形，使
服装的生产能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由此，服装工业化生产方式逐步形成。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服装生产管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