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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生产模式下内衣制造企业供应链协同决策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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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消费者需求个性化与快时尚趋势的兴起，内衣制造企业面临着多品种、小批量、快速交付的市场挑战。传统

的生产模式已难以满足当前市场的需求，企业亟需寻找新的生产方式来提高灵活性和响应速度。本文以敏捷生

产模式为背景，深入分析内衣制造业供应链协同决策的痛点，提出包含信息共享、动态调整和利益分配的三层

协同机制。通过实际案例分析表明，该机制可有效缩短订单响应周期20%以上，降低库存成本15%-30%，为传统

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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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consumer demand becomes more personalized and fast fashion trends gain momentum，lingerie manufacturers face 

the market challenge of producing a wide variety of products in small batches with rapid delivery.Traditional production 

models can no longer meet current market demands，and companies urgently need to find new production methods to 

enhance flexibility and responsiveness.This paper，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gile production，delves into the pain 

points of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ve decision-making in the lingeri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proposes a three-tier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that includes information sharing，dynamic adjustment，and profit distribution.Case studies 

show that this mechanism can effectively reduce order response times by over 20%，lower inventory costs by 15-30%，

and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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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1 研究背景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内衣市场正

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作为内衣的主要生产基地，中国内

衣制造业承载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然而，当前内

衣制造企业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消费者对于内衣产品的需

求日益多样化，从款式、舒适度到功能性等方面均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这种需求精细化趋势使得传统的大批量生产模式

难以为继，内衣企业必须在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和保持产品质

量之间找到平衡点。 

与此同时，电商的崛起和直播带货模式的流行，推动了

内衣市场的订单碎片化。这使得内衣制造企业必须具备更加

灵活的生产能力和供应链管理体系，以应对突如其来的订单

变化。然而，当前内衣制造企业普遍面临着生产计划和物料

采购脱节、物流配送时效不匹配、供应链各环节信息共享不

畅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因此，如何在敏捷生产模式下构建有效的供应链协同决

策机制，成为了内衣制造企业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研究

旨在通过深入分析内衣制造业的特点和供应链现状，提出一

套可行的协同决策机制，以提高内衣制造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和响应速度。 

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构建敏捷生

产与供应链协同的决策机制，可以帮助内衣制造企业快速响

应市场需求变化，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这对于提升企

业的市场竞争力、巩固品牌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通过协同决策，企业可以降低原材料与半成品库

存风险，减少资金占用和库存成本。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

降低库存风险是内衣制造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此外，研究还能够提升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效率，加

强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这不仅有助于企业降低运营成本、

提高盈利能力，还能够推动整个内衣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 

2.文献综述 

2.1 敏捷生产理论发展 
自 2010 年美国学者提出敏捷制造概念以来，其核心思

想已从单一生产环节的优化转向全链条的协同。Goldman 等

指出，敏捷制造强调企业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通过快速响

应市场需求变化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敏捷生产模式逐渐在各个领域得到应用和推广。 

2.2 供应链协同研究现状 
供应链协同作为提高供应链整体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一

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当前，关于供应链协同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汽车、电子等高科技行业。这些行业由于其产品复

杂度高、技术更新快等特点，对供应链协同的要求较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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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者们在这些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提出了许多有

效的协同策略和方法。 

然而，与汽车、电子等行业相比，纺织服装业对供应链

协同的关注相对较少。这主要是因为纺织服装业长期以来一

直采用传统的大批量生产模式，供应链各环节之间的协同程

度较低。但随着消费者对个性化、差异化产品的需求不断增

加，以及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纺织服装业也开始逐步探索

和实施供应链协同。 

内衣制造作为纺织服装业的一个细分领域，具有其独特

的特点和挑战。一方面，内衣产品对材质、工艺等方面的要

求较高，需要供应商提供专业的原材料和半成品支持。另一

方面，内衣市场的订单碎片化趋势使得内衣制造企业必须具

备更加灵活的生产能力和供应链管理体系。因此，如何在内

衣制造业中实现供应链协同，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一些很多人开始关注内衣制造业的供应链协同

问题，并尝试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协同策略。然而，由于内

衣制造业的特殊性，如涉及蕾丝、模杯等特殊物料，供应商

协作复杂度较高，现有的协同策略和方法仍难以满足其实际

需求。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内衣制造业的供应链协同决策

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内衣制造业供应链现状与挑战 

3.1 行业特征分析 
内衣制造业作为纺织服装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系

列独特的行业特征。首先，内衣产品的生命周期相对较短。

由于内衣作为贴身衣物，消费者对其舒适度、材质等方面的

要求较高，因此内衣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较快。这使得内衣

制造企业必须不断推出新款式、新材料的产品，以满足消费

者的需求。 

其次，内衣制造工艺复杂度高。内衣产品的生产需要经

过多道工序，包括裁剪、缝制、刺绣、染色等。这些工序需

要不同的专业技能和设备支持，且相互之间具有一定的衔接

关系。因此，内衣制造企业的生产过程需要精细的计划和调

度，以确保各道工序之间的协调配合。 

此外，内衣市场需求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波动。由于内衣

产品的穿着与季节密切相关，如夏季无痕款与冬季保暖款的

需求差异显著。这使得内衣制造企业必须根据季节变化及时

调整生产计划，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变化。 

3.2 现存问题诊断 
为了深入了解内衣制造业供应链的现状和问题，我们通

过访谈长三角地区 10 家内衣企业，对其供应链运作情况进

行了调研和分析。调研结果显示，当前内衣制造业供应链存

在以下主要问题： 

首先，面料采购与生产计划脱节。由于内衣产品的特殊

性，其面料往往需要进行特殊的处理和加工。然而，在实际

操作中，许多内衣企业并未建立面料采购与生产计划的紧密

衔接机制，导致面料采购延迟或不足，进而影响了生产进度。 

其次，物流配送时效不匹配。内衣产品的销售通常具有

较强的季节性特点，因此需要在特定时间内完成配送。然而，

当前内衣企业的物流配送体系往往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导致

订单延迟交付或客户抱怨。 

此外，供应商间的信息共享率较低。由于内衣制造业涉

及多个供应商和环节，供应链各环节之间的信息共享至关重

要。然而，当前内衣企业的供应链信息共享程度较低，导致

信息孤岛现象严重，影响了供应链的整体效率。 

综上所述，当前内衣制造业供应链存在着诸多问题和挑

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构建有效的供应链协同决策机

制，提高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和整体效率。 

4.协同决策机制构建 

4.1 总体框架设计 
为了解决内衣制造业供应链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我们

提出了一个基于“信息层-执行层-反馈层”三级架构的协同

决策机制。该机制通过整合供应链各环节的信息和资源，实

现供应链的协同化和高效化。 

首先，信息层是整个协同决策机制的基础。它通过集成

ERP 系统与物联网设备，如 RFID 标签、传感器等，实现生

产数据的实时采集和传输。这些数据包括原材料库存、生产

进度、设备状态等，为决策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支持。通

过信息层的建设，可以实现供应链信息的透明化和共享化，

减少信息滞后和沟通成本。 

其次，执行层是协同决策机制的核心。它采用动态看板

管理系统，将生产计划、库存情况、物流信息等实时展示在

看板上，方便各部门和供应商随时了解生产状况。通过执行

层的建设，可以实现供应链各环节的实时监控和动态调整，

提高供应链的灵活性和响应速度。 

最后，反馈层是协同决策机制的保障。它通过建立基于

订单完成度的奖惩机制，对供应商和企业内部各部门的协同

表现进行评价和奖励。通过反馈层的建设，可以激励供应商

和企业内部各部门积极参与协同决策，提高供应链的整体效

率和合作意愿。 

4.2 关键实施路径 
（1）需求预测协同 

1.电商平台销售数据与生产计划系统直连，实现销售数

据的实时传输和分析，为生产计划提供准确的市场需求信

息。 

2.建立历史款式数据库，辅助设计决策。通过对历史销

售数据的分析，了解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趋势，为新款式的

设计提供参考。 

（2）生产排程协同 

1.将刺绣、染色等长周期工序前置化，缩短生产周期。

通过与供应商的合作和协调，提前安排长周期工序的生产，

确保生产进度的顺利进行。 

2.设置 5%-10%的柔性产能缓冲带，应对突发订单和市

场需求变化。通过保留一定的产能余地，可以灵活调整生产

计划，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 

（3）库存管理协同 

1.推行供应商管理库存模式，降低库存成本。通过与供

应商的合作，由供应商负责管理库存，实现库存的共享和优

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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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通用型蕾丝等物料实施联合采购，降低采购成本。

通过与多家供应商的合作和协调，实现物料的批量采购，降

低采购成本和提高采购效率。 

5.案例分析：HH 内衣公司实践 

5.1 企业概况 
HH 内衣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内衣制

造和销售的企业。公司年产能达到 2000 万件，产品出口占

比 60%，在国内内衣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近

年来，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HH 内

衣公司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公司决

定推行敏捷化改造，通过构建协同决策机制来提高供应链的

灵活性和响应速度。 

5.2 实施成效对比 
通过对 HH 内衣公司敏捷化改造前后的数据对比，我们

发现改造后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具体指标如下表所示： 

指标 改造前（2018） 改造后（2022） 改善幅度 

订单交付周期 45 天 32 天 -28.9% 

库存周转率 5.2 次/年 7.1 次/年 +36.5% 

客户投诉率 3.7% 1.2% -67.6% 

从表中可以看出，改造后 HH 内衣公司的订单交付周期

缩短了 28.9%，库存周转率提高了 36.5%，客户投诉率降低

了 67.6%。这些数据的改善充分说明了敏捷化改造和协同决

策机制的有效性。 

5.3 经验总结 
HH 内衣公司在敏捷化改造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首先，建立跨部门“敏捷小组”，提高决策效率。通过组建

由不同部门人员组成的敏捷小组，实现跨部门的协同和沟

通，提高决策效率和执行力。其次，与 3 家核心面料商共享

生产数据，加强供应商协作。通过与核心供应商共享生产数

据和信息，实现供应链的透明化和协同化，提高供应商的合

作意愿和效率。最后，引入 RFID 技术实现全流程追踪，提

高生产管理的精细化水平。通过引入 RFID 技术，实现对生

产过程的实时监控和追踪，提高生产管理的准确性和效率。 

6.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深入研究敏捷生产模式下内衣制造企业的供

应链协同决策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1）信息透明化是实现供应链协同的基础。通过信息

共享和实时传输，可以减少沟通成本和信息滞后现象，提高

供应链的整体效率。研究表明，信息透明化可减少 30%以上

的沟通成本。 

（2）动态调整机制是提高供应链灵活性的关键。通过

动态调整生产计划和库存策略，可以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和

突发订单的挑战。实践证明，动态调整机制使产能利用率提

升至 85%。 

（3）合理的利益分配是维持协同关系的重要保障。通

过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可以激励供应商和企业

内部各部门积极参与协同决策，维持长期的合作关系。 

6.2 管理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管理启示： 

（1）优先推进 ERP 与 MES（制造执行系统）系统集成。

通过系统集成，实现生产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共享，为协同决

策提供准确的信息支持。同时，可以提高生产管理的精细化

水平和执行力。 

（2）建立供应商能力分级管理制度。通过对供应商的

能力进行评估和分级管理，可以优选合作伙伴，提高供应链

的整体竞争力。同时，可以针对不同级别的供应商制定差异

化的合作策略和管理措施。 

（3）培养具备供应链思维的复合型人才。敏捷生产模

式下内衣制造企业的供应链协同决策需要跨部门、跨领域的

合作和沟通。因此，企业需要培养具备供应链思维的复合型

人才，他们既懂生产管理又懂供应链管理，能够协调各部门

和供应商之间的工作和利益关系，推动协同决策机制的顺利

实施和持续优化。 

综上所述，敏捷生产模式下内衣制造企业的供应链协同

决策机制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市场响应速度的重要手段。通

过信息共享、动态调整和利益分配等关键实施路径的构建和

优化，可以实现供应链的协同化和高效化。同时，企业需要

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进行灵活调整和创新实践，

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的协同决策机制和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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