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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服装产业素来是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
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世界服装的初级加工厂，已从“中国制造”走向了“中国创造”。
中国的服装设计师、中国的服装品牌、中国的服装教育纷纷登上世界舞台，崭露头角。
在服装产业繁荣发展的今天，无论是本土的还是世界的服装设计教育格局都出现了很多变革性的因子
。
产业环境对我国的服装教育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既要符合全球化、国际化的趋势，又要坚持本土化的
中国特色。
　　服装设计学科是东华大学的特色学科。
作为中国最早设立服装设计学科的高等学府之一，学校以“崇德博学、砺志尚实”为校训，自觉承担
起培养我国优秀服装设计专业人才、引导我国服装设计学科发展的重任。
中国的服装设计教育从20多年前的借鉴与摸索期发展到如今的成熟与创新期，离不开我校几代服装设
计学科专业教师的耕耘与奉献。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上海繁荣的都市产业与时尚产业成为我校服装设计学科成长的沃土。
秉承“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精神，我校服装设计学科带头人刘晓刚教授领衔，服装学院专家教授
共同参与，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大型的服装设计专业系列教材。
此套教材涵盖服装设计的方法、思维、技术、品牌、审美、营销、流行等各个方面，理论与实践并举
，内容全面，时代性强。
可以说，此套教材凝结并展示了我校服装设计教育精英的集体智慧、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以及严谨
求实的学术风范。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衷心希望此套教材的出版能够对我国服装教育与服装产业的发展有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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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华大学（原中国纺织大学）是以纺织服装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本校服装设计学科创建于20世
纪80年代初期，是我国最早致力于培养高级服装艺术设计专门人才的学科之一，服装设计系列课程被
列为上海市精品课程，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积累，本学科已形成学士、硕士、博士三级人才培养体系。
　　本系列教材集东华大学服装学院全体教师20余年的专业教学之经验，涉及30余门服装设计专业核
心课程，由我国服装设计领域首位博士刘晓刚教授担纲主编，整个体系涵盖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服装设
计专业课程，以专业通识类、专业基础类、专业设计类、专业延伸类和专业提高类五大板块构成立体
框架，突出理论与实践、模块与案例、现实与前瞻的结合。
部分教材为首次面世的课程而撰写，使服装设计专业学生能够“快、准、实”地成为我国服装行业的
生力军。
本系列教材也专为我国服装行业高级从业人员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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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增补结果与前次评审有连贯性，评审人员对本次评审内容比较熟悉，因此，在对增补结果的
表达和处理上要简单不少，其复杂或简单的程度与要求增补的款式数量之多少有关。
即，增补数量越多，评审程序越正规，反之，则越简单。
即便如此，企业还是不能对再次评审采取等闲视之的态度，否则，很容易出现决策错误。
　　具体来说，首先，设计部门应该针对增补方案中做出的改动之处，进行必要的详细说明。
其次，评审人员根据产品策划的要求和实际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如果全部通过，则可以顺利进入下一个工作程序；如果还有部分增补结果没有通过，或出现了重新调
整前次结果的新意见，则需要将未通过部分或新的调整意见再次进入增补程序。
　　如果更换了大部分评审人员或关键性评审人员，对增补结果的评审则等于是一次对全新设计方案
的评审，此时，必须完全按照前次评审的程序，完成整个设计方案的评审工作。
第四节　服装设计业务的跟踪服务　　一旦增补方案全部通过了评审，从原则上来说，设计工作已经
全部完成。
但是，由于设计工作是达成最终目的的中间环节，不同的设计项目面对的最终目的机器方式各不相同
，有些设计业务需要设计部门提供进一步技术服务，这种服务就是跟踪服务，或称后续服务，比如穿
着指导、延伸方案、产品推广等。
在一些比较独立的设计项目中，往往会将跟踪服务作为一项指定内容写进合同中去。
因此，跟踪服务已经成为一种促进业务本身的营销手段。
一、跟踪服务的原因　　设计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
用户的概念很广，在本企业内部，用户既可以是指下达设计指令的上游部门，也可以是指接受设计结
果的下游部门；在本企业外部，用户既可以包括市场上的消费群体，也可以包括行业内的合作对象。
这些用户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需要得到进一步服务的意愿，从设计团队主体上来看，提供跟踪服务的原
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解决实际问题　　由于影响业务的因素在业务的初期、中期和后
期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完成业务的目的、方法和结果也可能发生相应的微调。
有些设计业务执行过程较长，起初的想法或手段可能不够完善，这些缺陷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不断发
现，客观上需要对业已形成的设计结果进行负责任的调整。
而且，任何设计方案都只是对未来实际结果的预期，在设计方案的结果脯自治实施之后，必然会遇到
意料之外的实际问题需要及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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