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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服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19)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服装协会、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浙

江理工大学、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青岛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罗蒙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耶莉娅服装集团总公司、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NO.1实业有限公

司、宜禾股份有限公司、圣凯诺服饰有限公司、老合兴洋服(杭州)有限公司、际华三五零二职业装有限公

司、卡尔丹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杜岩冰、杨秀月、张代理、刘正、陈兆波、周双喜、李海滨、李赵雪、黄益品、

盛志飞、袁文坤、陈智彬、陈笑英、马金芳、朱建龙、吴国英、李维民、徐海岚、赵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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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服装定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产生之初,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历了自给自足的手工制作、社
会化分工后的裁缝店和仅为极少数人服务的定制等阶段。目前,服装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刚性需求特点

正逐步弱化,个性化、多元化的弹性需求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特征,并且可以预见地愈加明显。定制可以

更好地满足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化应用的不断推进,大规模的工业化服装

定制将越来越容易实现。
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服装行业也

正处于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中
数次提及发展“定制”。定制化发展可以解决原有制造服务模式下的诸多问题,将颠覆性地改变现有商

业运营模式和竞争态势,极有可能给行业企业带来新的竞争优势,已经成为服装企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方

向之一。加强服装定制领域的相关研究和规范,对保障消费者权益、促进服装定制消费、推进相关技术

的发展和应用、引导服装定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进而推动行业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增强行业企业竞争

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考虑到不同品种、类型的服装定制的复杂性,本标准不过多涉及具体服装产品,也不涉及有关评价

的内容。本标准结合服装行业的特点,仅对服装定制的必要程序和关键环节,以及服装定制的分类及要

求给出建议,对服装定制相关方均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和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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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定制通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服装定制的分类、程序及分类型服装定制的技术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化服装(及配饰)定制,其他类型的服装定制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335(所有部分) 服装号型

GB/T15557 服装术语

GB/T16160 服装用人体测量的尺寸定义与方法

GB18401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T1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GB/T30548 服装用人体数据验证方法用三维测量仪获取的数据

GB31701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1555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服装定制 garmentcustomization
以满足顾客需求为目标,顾客参与服装产品的设计与制作,获得差异化、个性化服装产品的过程。

3.2 
工业化服装定制 industrializedgarmentcustomization
通过分工、协作、流水作业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组织生产的服装定制。

3.3 
服装定制方案 schemeofgarmentcustomization
服装定制企业与顾客共同确认的、为定制某一服装产品制定的计划,包括设计、材料、工艺和服务等

内容,是服装定制产品制作和交付的依据。

4 服装定制的分类

服装定制按照定制过程的完整性及其复杂程度分为简定制、全定制、高级定制3种类型。
注:3种类型服装定制的要求见5.3。

5 要求

5.1 通用要求

5.1.1 服装定制企业应建立较完善的管理制度,建立达到GB/T19001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建立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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