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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服装专业是一门新兴学科，而服装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又是“古老”的；服装设计是艺术造物
活动，而在产生服装的起初也许不那么单纯；服装是商品，而在不同的场合它又承载着更多的精神内
容。
服饰设计是状态设计，是空间设计。
也许从不同的角度我们还可以给服装下更多的不同定义。
在服装专业开办之初，它仅仅被看成一种手艺。
它与人们的关系之密切导致了对其系统性、理论性的忽视。
服装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而产生和发展，它的历史是久远的，内涵是丰富的。
服装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性的新兴学科，其研究的范围非常复杂而且广泛，加之服装学体系尚不
完善，这对学习服装设计的人来讲具有较大的难度。
要想较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服装学的体系比较困难。
服装导论是与人类文化发展史对应的服饰文化史。
所以，本书坚持以服饰文化为前提，注重揭示服饰文化在不同历史环境中的处境及其应对关系。
同时，注重艺术与工程相结合、文学与史学相结合，尤其以重视处理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为特
点，加强了近现代服饰史内容的比重，形成了对服饰的完整认识。
《服装导论》结合了服装文化研究方法并形成生动灵活、充满趣味的内容，既符合史实，又揭示本质
和规律，帮助从业者形成对服装学知识框架的认识，同时还从整体上引入艺术比较研究，从而帮助其
在具体的设计中拓展思维。
《服装导论》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整合，以服饰文化为主线，将服饰美学、中国工
艺美术史、西方美术史、近代服装史、服装学概论、服装生产系统、服装市场营销等内容进行合理整
合，降低理论的难度和深度，以满足服装从业者对服装学体系全面性、综合性知识的需求。
《服装导论》涵盖了服装产业与服装教育、服饰变迁与服饰文化、服装生产与服装市场等诸多方面的
内容。
当然，我们不企图成就一个新的学科体系和一座高楼，只愿意对服装学内容进行些许补益和向导以及
做一些添砖的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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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面阐述服装业各领域相关内容的专业书籍。
全书共八章，以服装文化为主线，由服装历史、服装设计、服装生产管理、服装市场营销和服装展示
陈列等内容组成。
通过较为系统的介绍，展示服装领域的主体内容。
是为服装从业人员尽快了解和熟悉服装业内各领域的基本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导向性阅读书籍。
旨在为从事服装行业的工作人员比较全面了解服装相关领域而提供一种综合性读物。
本书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可供服装行业工作人员、有志从事服装设计、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展示
陈列人员以及相关专业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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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64年生，四川师范大学服装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989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服装设计专业，后到苏州大学服装与工程学院学习获工学硕士。

1989~1998年在服装公司从事设计、管理等工作。
 2001~2009年先后到日本、意大利、法国进行访问学习。

2004年“服装史论”课程被列为四川省省级精品课程。

2005年获得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教学成果“二等奖”。
先后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承担多项国家、省级、校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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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节服装生产的物料管理 一、物料管理 （一）物料管理的概念 所谓物料，是生
产单位维持生产活动持续不断进行所需物品的总称，如原料、材料、配件及工具等。
物料管理就是以经济合理的方法管理生产所需用的一切原材料、配件和工具，使生产活动顺利进行，
达到预定的目标。
一般情况下，生产的物料成本约占销售总额的一半以上，相对地，利润所占的比率就较少。
因此，为了提高产品的利润，可利用降低物料成本的方法，使利润所占的比率增加。
所以，物料管理的目的就是，用最少的钱，发挥最大的供应效率，达到预定的目标；不积压资金，尽
可能降低成本；适时、适地、保质、保量地配合生产需求供应物料。
 由于不同企业的不同生产方式，致使各种行业的物料划分方法也有所不同。
大致上，服装企业的物料可归纳成以下五类： （1）原料或材料：如面料、里料等。
 （2）间接材料或用品：如纸、划粉等。
 （3）半制成品：如领、袖等。
 （4）配件：如线、拉链等。
 （5）成品：如衫、裤等。
 （二）物料管理的重要性 一般情况下，有效地对物料进行管理，可以达到以下目的：在事前知道需
求数量的情况下，经济地完成采购工作；不常用的储存品可减至最少量；在发料和服务方法上采取有
力措施，尽量减少物料的损耗；降低因等候物料而造成停工待料的损失；仓储品的会计工作和物料成
本的计算，有了更准确的基础。
 （三）物料管理的范围 一般认为物料管理是管理仓库中物料的储存与发放。
实际上，工厂中除了直接从事产品的设计、制造、机器设备的维修和工具的供应等工作外，都可以说
是物料管理的范围。
物料管理的研究对象有采购、验收、分类、发放、控制存量、处理呆废料等。
所以，物料管理的范围包括用料计划与预算、存货控制、采购管理与仓储管理等。
 1.用料计划与预算 预定在一个固定的生产周期中，所需的物料种类与数量。
由制造部主管决定用料计划并与采购部门协调制订预算。
 2.存货控制 存货控制是物料管理的中心，目的是配合生产实况，以最低的仓储量，提供最经济有效的
服务。
 3.采购管理 4.仓储管理 采购管理包括采购作业方式、采购预算、供应商的确定等。
 仓储管理包括物料的检验、收料、发料、存储与呆废料的处理等。
 （四）物料管理的组织 物料管理的组织有的属于生产部门管理的，有的与生产部门平行的。
一般可将物料管理的组织分为功能类组织、地区类组织、产品类组织。
以下分别进行介绍： （1）功能类组织企业为了达到高度专业化的效果，根据工作功能的不同而严格
将职责划分成各个单位，如在物料管理部门下设采购、运输、仓储等单位。
 （2）地区类组织企业在不同地区设立工厂时，每个地区需设独立的物料管理单位，以求地区性采购
与管理的方便，如华东物料管理部门、华南物料管理部门等。
 （3）产品类组织对多元化经营的企业而言，为了使生产或服务获利更多，可按产品类别设立物料管
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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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服装导论》以服装文化为主线，由服装历史、服装设计、服装生产管理、服装市场营销和服装展示
陈列等内容组成，帮助读者快速了解服装行业，掌握各领域基础知识！
一本非常实用、专业的服装导论、服装学概论书，可以快速了解、掌握服装行业基础知识，增强专业
知识和能力！
快速了解服装行业的专业书，一本实用的“服装学概论”书！
服装从业人员、服装专业师生的必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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