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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汉服的个性化定制平台设计

闫静 杨雯洁

云南财经大学，云南 昆明 650221

摘要:随着随着民族文化的复兴，汉服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人们逐渐发现汉族在历史的进程中

逐渐遗失了属于自己的民族服饰，而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汉服已从民间少数群体流行逐渐走入主

流媒体的视野，而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汉服产业及个性化定制服饰也在蓬勃发展。本文

尝试结合汉服产业发展现状，以满足汉服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和服务质量要求的目的,

通过搭建平台数据库,实现用户对汉服款式、图案、面料、配色等设计的个性化选择进行简要的

设计，对定制化汉服企业的运营管理起到一定的优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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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汉服是中国汉族的传统民族服饰，它以华

夏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以华夏礼仪文化为

中心，具有独特的汉民族风貌性格，明显区别

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
[1]
。汉服作

为中华文化载体，随着文化自信提升正从亚文

化圈层向大众消费市场渗透，成为国潮经济重

要组成部分。消费者对特色化、个性化汉服的

需求增长，驱动产业向 C2B 定制及数字化智

能制造转型。当前该模式尚处起步阶段，市场

以分码成衣为主，高端定制领域有待拓展。

1 互联网+背景下汉服定制产业发展

现状

1.1 互联网时代下的汉服回归现状

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汉服趣缘共同体逐

渐进入大众视野，该群体成员除了礼仪或文化

活动，甚至将汉服作为一种日常着装穿着，身

体力行地将其传播与发展成团体运动，成为一

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互联网时代为汉服文化的回归和普及提

供了强大的平台和机遇，使得汉服从一个边缘

文化现象成长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文化

和商业现象。根据 CBNData 发布的《2020汉

服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2019 年在淘宝平

台上,汉服成交金额突破 20 亿，并以每年近 1

50%的速度增长，同时 2018 年汉服消费者已

达 204.2万人，预计 2019年将达到 356万人，

青年汉服消费者是汉服消费的直接受众，他们

的体验、感受反馈是研究汉服消费意向影响因

素的关键信息，具有不可替代性，汉服爱好者

人数的不断增加，代表着汉服文化在年轻群体

中的受欢迎程度逐渐增大，两者表明汉服已经

从一种小众文化现象转变为具有商业潜力的

行业，出现了不同价格层次的汉服，从高端定

制到平价量产，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汉

服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呈现多样化，包括线上

销售、文化活动、旅游开发等，形成了丰富的

产业链，但目前汉服及相关产品市场也有不可

避免缺陷，因基础相对薄弱且相对大众服饰而

言产量较小，无法形成规模优势，所以汉服行

业普遍面临着“高成本、高同款、低传承、低

改良”的问题。此外,汉服的裁剪形制有着十

分明确的规范和要求,而市面上的部分汉服并

不符合传统汉服的结构特点,进而导致汉服的

质量与形象受损。虽然汉服行业的产业规模在

不断壮大,但对于汉服市场而言,依旧对权威

的行业标准是相对匮乏的，外部性较大，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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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家企业卖一种形制或改良形制的汉服大

火之后，其它企业蜂拥而至，同时山寨汉服也

闻风而动，并不会对汉服的形制深入研究，而

这也使得传统汉服形制关注者对其诟病不断

[2]。

1.2 个性化定制服饰引领时代新潮流

随着消费结构升级,现代消费者越来越追

求个性化和差异化的产品，这要求服装企业能

够提供定制化的服务来满足这些需求。由于传

统汉服在印、绣、裁、质等方面存在特殊的工

艺需求，企业往往需要通过小批量定制化方式

进行设计和生产，尤其当用户参与定制设计

时，涉及的款式和细节要求较多，定制体验欠

佳[3]。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提供了一个

低成本、高效率的沟通渠道，使得消费者可以

直接与生产商沟通自己的定制需求在服装领

域，学者们已经采用智能推荐算法开展了一些

研究，如江学为等针对传统服装推荐算法中缺

乏对用户与服装特性的关注，提出基于卷积神

经网络模拟评分的服装推荐改进算法[4]。汉服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不断利用数字化的变革

创新来实现自己的发展，汉服行业乃至整个服

装行业市场都面临着着集中度较低、竞争较为

激烈的外部环境困局,而借助数字化科技高速

发展的红利,建立其自己的信息化的快速反应

机制,对于汉服行业乃至定制化汉服企业而言

实施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定制不仅是整个

服饰生产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中国

制造 2025”国家战略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这

一国家战略计划强调了制造业的智能化和信

息化，鼓励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提升产品质量

和竞争力，即汉服数字化、定制化也与国家政

策相吻合。

2 汉服的个性化定制平台设计原则

2.1 清晰性原则

当消费者在进行浏览是，有传统文化特色

的网页布局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清晰简

约的页面也是一个重要的加成部分，当页面布

局清晰明了时，消费者便可以更快得找到自己

需要的部分，其中用户界面(UI)应该简洁明

了，避免过多复杂的元素，确保用户能够快速

理解如何使用平台，定制流程应该有清晰的指

引，用户能够轻松地了解每个步骤，知道下一

步需要做什么。所有产品信息、定制选项和用

户指令都应该是明确无误的，尽量避免产生混

淆。

2.2 引导性原则

文化氛围是使青年汉服消费者产生认同

最深层的因素，汉服具有天然的民族属性使得

其必然受到传统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汉服的当

代穿着又具有个性，呈现出亚文化特性，部分

汉服爱好者从 cosplay、洛丽塔等亚文化转变

而来[5]。所以作为消费者导向的汉服行业中，

尤其是个性化定制汉服设计平台，更要注意自

己的目标市场和目标客户的需求，但由于汉服

本身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消费者的要求

就会更高一些，这里就需要平台对其进行高效

的引导，这也就要求个性化定制企业对传统文

化及自己的目标客服有足够的了解，消费者进

行选择时，平台要提供实时反馈，如搭配建议

或效果预览，帮助用户做出更好的决策，更好

得形成利益转化，同时还可以通过教育性内

容，如视频教程、图文说明等，引导用户了解

汉服的文化背景和穿着礼仪。

2.3 审美性原则

传承、交流、影响、创新是汉服文化不断

发展的动力源泉,引导消费群体在传承中国传

统文化的基础上追求个性化,是汉服的个性化

定制平台需要结合消费者需求进行解决的问

题。那么在构建平台数据库时,就应在重视形

制的基础上适度融入现代服饰中的流行元素,

允许用户根据自己的审美偏好进行选择，提供

多样化的定制选项，满足不同用户的审美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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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只有将传统形制纹样与用户的现代化审

美、穿着需求相结合,才能赢得市场。

2.4 知识产权保护

平台要尊重和保护设计师的原创作品，确

保平台上的汉服设计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保护确保创作者、发明者和企业对其

原创作品和发明拥有一定期限的专有权。这种

专有权激励个人和组织投入时间和资源进行

创新。同时对促进平台可持续发展，保持作品

的多样性和原创性，丰富文化表达有着重要作

用，汉服定制化平台作为一个具有传统文化传

承和创新性属性的平台，保护知识产权至关重

要。

3 汉服个性化定制平台设计与实现

3.1 数据库建立

汉服个性化定制平台通过构建数据驱动

的智能服务体系，实现传统文化消费的数字化

重构。平台以用户画像数据为核心，整合形制

规范、工艺分类、结构参数、色彩美学、纹样

基因、面料特性六大维度数据库，形成覆盖设

计、生产、营销的全链路数字资产。其中，款

式数据库依据典籍文献建立上衣下裳制、深衣

制等形制分类体系，并结合绣花、织金等工艺

特征实现标准化管理；打版规则数据库通过提

取服装结构规律与工匠经验，构建参数化模型

驱动 CAD 自动化制版系统，显著提升生产效

能；色彩数据库融合历史考据与现代审美，形

成传统色谱与时尚搭配方案矩阵；图案数据库

整合各朝代纹样元素进行创新设计重组，面料

数据库则建立质地、工艺、养护全维度参数档

案。在数据治理层面，平台采用加密存储、权

限管控及模块化架构设计，确保用户隐私安全

与系统动态扩展能力，通过 SQL 语句、存储过

程及触发器实现复杂业务逻辑处理，保障前后

端数据交互效率，最终为消费者提供从文化体

验到智能定制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3.2 平台功能设计

3.2.1 自动识别功能

汉服形制款式复杂多样,对于初次尝试汉

服的爱好者来说,无法准确判断汉服形制。自

动识别功能的目标就是帮助用户识别汉服的

形制和款式，为用户提供便利。用户可以将汉

服图片输入系统,系统使用图像识别技术，如

深度学习模型，分析图片中的服装廓形、领形、

袖型等主要款式特征，将提取的特征与数据库

中的汉服形制进行匹配,根据匹配结果生成基

础样板供用户进一步定制，对于熟悉汉服形制

和款式的用户,可直接选择所需的汉服款式进

行基础样板的生成。这一功能需要使用机器学

习和图像识别技术来分析和识别汉服款式，要

求数据库包含多种汉服形制和款式用于匹配

和识别。

3.2.2 自动生成样板功能

自动生成样板功能的目标是根据用户的

身高体重自动生产合适的汉服样板。用户在平

台中手动输入自己的身高、体重、胸围、肩宽、

腰围及腿长等相关身体尺寸数据对马面裙还

需要用户提供自己的腰臀比,对于某些用户也

可上传竖直方向拍摄的符合照片标准要求的

自身正常站姿正面照与侧面照(照片中须有外

界竖直参照物),上传后系统会自动根据 ai 功

能进行身高体重数据的比对,保证身体各个维

度的尺寸数据的准确性。将数值型约束与几何

拓扑型约束相结合,使抽象的设计思路数字具

体化,实现样板的参数化设计以达到自动生成

个性化样板的目的，最大精准得提供符合用户

身体尺寸的个性化汉服样板。这一功能要求开

发算法，根据用户的身体数据生产样板，利用

图像处理技术来验证用户上传照片的准确性。

3.2.3 个性化搭配功能

个性化个性化搭配功能的目标是允许用

户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面料、色彩和图案，实

现汉服的个性化定制。用户在平台上选择不同

面料类型、颜色，同时用户可以在平台上自行

选择或者平台自动匹配用户喜欢的纹样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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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花样式等，平台根据用户选择的面料、色彩

和图案平台自动生产搭配效果，用户确定搭配

后，平台即可生成定制订单。此技术需要平台

提供丰富的面料、色彩和图案选项供用户选

择，需要使用 3D渲染技术或图像合成技术，

让消费者及平台用户可以直观的预览搭配效

果。

通过这些功能的实现，汉服个性化定制平

台将能够为用户提供一个全面、便捷、个性化

的定制体验。

4 “互联网+汉服个性化定制”的模式的

优劣势

4.1 “互联网+汉服个性化定制”的模式

的优势

汉服个性化定制平台通过六大核心优势

构建文化消费新生态：其一，以用户为中心的

C2B模式支持形制、面料、色彩、纹样的全维

度定制，精准切入细分市场需求；其二，依托

SaaS 平台实现 7×24 小时全渠道接入，通过

数字化供应链将定制周期缩短，显著降低交易

时空成本；其三，构建"内容+电商+社交"三位

一体传播矩阵，借助 AR试衣、虚拟穿搭等数

字技术深化文化体验；其四，运用机器学习算

法分析用户行为数据，驱动产品设计迭代与精

准营销；其五，通过 D2C 模式重构价值链，

实现零库存生产与柔性制造，综合成本降低；

其六，打造汉服同袍社区，以 UGC内容生态

强化用户粘性，形成文化传播与商业转化的闭

环。该模式既实现传统服饰的现代性转化，又

开创了文化消费新场景。

4.2 “互联网+汉服个性化定制”的模式

的劣势

互联网+汉服个性化定制模式在激活传统

文化消费的同时，面临六大运营挑战：其一，

非标定制特性导致质量管控难度提升，需构建

全流程品控体系与敏捷售后响应机制；其二，

柔性生产模式对供应链协同效率提出更高要

求，需通过数字化排产优化资金周转率；其三，

用户决策成本高企倒逼平台强化智能导购系

统与设计师资源投入；其四，C2M 模式引发

的单件成本溢价需通过客群运营实现价值分

层覆盖；其五，文化消费培育需持续投入内容

营销与场景教育；其六，原创设计保护亟需构

建区块链存证与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机制。企业

需建立质量-效率-成本-文化的动态平衡模

型，通过工艺标准化改造、AI 辅助设计、用

户社区运营等创新手段破解发展悖论，方能在

文化复兴与商业可持续间实现共生共赢。

结语

在“互联网+”背景下，汉服的个性化定

制平台设计顺应了汉服文化复兴的趋势，满足

了消费者对个性化汉服的需求，并推动了汉服

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平台通过整合六

大维度数据库，为用户提供全面、便捷的定制

体验。然而，该模式也面临质量管控、供应链

协同等挑战。未来，平台需持续优化设计，提

升技术实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实现文化

复兴与商业可持续的共生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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