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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精品课程同名配套教材，以国际、国内时装产业发展为大背景编撰而成。
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时装的基本原理、时装的产业结构、时装营销和时装教育四大部分，是作者
长期从事时装理论研究、实践应用和教学工作的结晶。
全书内容包括时装的原理、时装的环境、服装的变迁、时装新产品开发、时装工业、配饰品及其他相
关工业、全球时装市场、时尚买手、时装零售、时装品牌视觉营销、橱窗展示设计、时装网络营销和
全球时装教育，随书附教学光盘以赠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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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建南：教授 ，国内服装设计教学与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院长，“中国
著名时装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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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水平流动理论对于时装贸易有很大的重要性。
它指出，那种认为在这个国家只有一个特征相同的时尚人群的观点是错误的。
实际上，时尚公众由许多差异巨大的群体构成，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特征、时尚观念与时尚需求。
水平流动理论揭示出，富有阶层今天的衣着并非一定就是中产阶级的郊区居民、大学生或者办公室职
员明天的装束。
这个理论认为，就像其他类型商品的情况一样，时装也有着各自独立的多个市场。
 在销售活动中应用水平流动理论的零售商需要更多地关注他们的顾客，不能仅仅受专卖店销售情况的
引导。
他们要把消费者按照收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方式来区分。
在顾客中要关注时尚革新者的选择，同样也不能忽略时尚追随者的喜好。
按照金博士的定义，一个时尚的革新者是一个比其同伴更快去尝试新风格的人。
时尚的追随者则是受同伴的意见影响的人，他们对新风格的接受提高了这种风格在群体中的声誉。
这两个角色也可能由一个特殊群体中的一个人扮演。
 三、自下而上流动理论 第三种尝试解释时尚接受过程的理论相对较新，它反映了在过去的50年里社会
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从20世纪50～90年代发展起来的时尚传播模式和历史上风行的方式大相径庭。
这一理论对生产商和零售商都大有启发，这一理论被称为自下而上流动理论。
它认为，年轻人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年轻人和那些收入高但过着低收入生活方式的年轻人，比其他社
会群体能更快地创造和接受新的时尚。
就像它的名称所暗示的那样，自下而上流动理论认为新的时尚先被低收人群体接受，然后向高收人群
体蔓延。
 20世纪50～90年代的几十年间，自下而上流动理论的例证很多。
50年代，年轻人发现军品商店，很快他们就开始穿戴起卡其布裤子、帽子、战斗夹克、工作服甚至炸
药带。
60年代，在“堕落天使”们的带动下，摩托车俱乐部给时尚世界带来了黑色皮革的夹克、背心和镶大
头钉的臂带。
很快，上流社会的人们也穿起了黑色的皮衣、皮裙和皮裤。
同时，其他一些年轻人又发现了工装裤、铁路工人帽和多用途劳动服，这种劳动装不久便演变成了连
身装。
农民装、草原装以及各种小群体的风格和设计被演绎成了同一种时尚。
它们先是成为低收入青年人生活的一部分，然后被不同生活方式和收入的成人所接受。
 T恤是更富戏剧性的例子之一。
短袖T恤长期以来是卡车司机、体力工人和农场工人的装束，长袖T恤则是保龄球队和垒球队的队服。
70年代，T恤成了信息牌，催生了一个崭新的时尚工业。
极品的T恤是“Chanel 5号”，先是香水，再是T恤。
实际上，Chanel T恤是夏奈尔长期奉行的信条的合理应用，这一信条相信时尚来源于街头，然后被设
计师们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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