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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绍栋

流程再造
抢食个性消费红利

新形势的个性化定制，并
不是简单根据对方要求一对一
提供“量体裁衣”式的制作服
务，而是从精准捕捉下游个性
化的需求开始，通过互联网、大
数据等科技手段发现并量化个
性需求，并据此改造原有的生
产加工流程，变被动为主动，从
低利润血拼迈向高利润成长。

服装业是常人眼中再传统
不过的老行业。据保守估计，当
下中国服装市场一年库存积压
约有4000亿元规模，各企业所有
的库存加起来足够在市面上销
售3年，一批批知名品牌纷纷陷
入业绩下滑、库存积压的窘境。
但是，青岛的红领集团却实现了
零库存，生产线上每一件西服都
是“名花有主”的已销售产品。

红领董事长张代理表示，公
司用10年时间把红领从传统的
批量生产模式里剥离出来，研发
了直接从客户到生产端的C2M
生产流程，在过去十多年，红领
已积累了超过200万名顾客的版
型、款式、工艺和设计数据。全世
界的顾客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
向工厂下订单，从款式、面料、色
系到肩型、口袋、绣字等细节，顾
客都可以自己设计。订单生成
后，系统将实时传入工厂派单生
产，当下的红领，犹如一台大的
数字化3D打印工厂，正通过数
据驱动、人机结合制作西服。

同样的模式也在临沂福达
木业上演。公司创新性地把板
材加工成各种标准组件，通过
建立网上平台，一头整合各类
优秀木材加工资源，另一头收
集消费端的各类家装需求，确
定设计风格后，平台再根据需
要组织加工企业现场制作。

省中小企业局局长王兆春
表示，发展大规模个性化定制，
就是支持企业利用互联网采集
并对接用户个性化需求，推进
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和供应链
管理等关键环节的柔性化改
造，开展基于个性化产品的服
务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

需求越多元
盈利能力越强

从量大面广的共性需求转
向个性化、多元化需求，这是传
统依靠土地、资本、劳动、能源、
资源等投入拉动模式走向尽头
的转型需要，同时也是满足消
费需求日益复杂多元、不断创
新升级的现实要求。

“这台引进自德国的3D打
印设备可以打印任何东西，只
要导入数据就可以，包括人体
骨骼、牙齿。”在位于日照市的
山东迈尔口腔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许小伟介绍说，传统的
义齿制作工艺流程从咬模直到

最后为患者戴牙，前后共有28
道工序，需耗时7天，每一道工序
出现纰漏，都会导致质量问题。
而通过迈尔口腔采用数字扫描
技术，前后只有7道工序，大幅度
降低了材料费用，人工减少80%
以上，且基本无返工。

由于牙齿与指纹类似，每
个人的牙齿都具有鲜明的个人
特征，因此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就
尤其重要。迈尔口腔分析口腔患
者的扫描数据，建立数据库档
案，对不同时期的口腔扫描数据
进行比较，通过实时的3D图像
呈现，让医生与患者可以随时快
捷沟通，转变了以往尴尬的问
诊方式，患者的舒适度也大幅
提高。换句话说，通过数据驱动

和个性化治疗，迈尔正逐渐对
义齿行业形成颠覆，根据测算，
这将是个千亿级别的新市场。

个性化、专业化正成为企
业新的竞争力。来自临沂的山
东凯源木业有限公司正在忙着
给知名手机品牌摩托罗拉制作
复合材料的手机外壳。“当时他
们的设计师想做木质手机外
壳，但由于天然木受保护，而单
一颜色无法满足多样化的视觉
需求，所以找到我们。”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经过与农科院、
北京林业大学合作，公司开发
出高端材料，再加上碳纤维，增
加强度、硬度、耐磨性，不用上
漆普通杨木就可以变成高端复
合材料，利润率翻四倍以上。

从共性需求拼规模跨向智能柔性生产

““私私人人定定制制””再再造造中中小小企企业业新新动动能能
“山东是制造业大省，在这一波经济下行冲击下，传统的大规

模、集中式、标准化生产模式要改变，向智能制造、柔性化生产、分
布式生产、个性化定制转变。”省中小企业局局长王兆春表示，在新
经济发展模式中，需求动能正在变化，企业要主动从满足共性需求
转向满足多样化的个性需求，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迈尔口腔工作人员在演示用3D打印设备扫描提取数据。 本报记者 马绍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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