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8
責任編輯：王文嫻 美術編輯：劉國光 2021年1月28日 星期四新 經 濟 浪 潮經濟

犀牛革新傳統製造犀牛革新傳統製造
人人可做快時尚人人可做快時尚

反壟斷旋風席捲科網行業，對於深陷 「流
量焦慮」 的互聯網巨頭來說，未來的目標是
「只惦記着幾捆白菜」 抑或星辰大海？如果
將這個問題放在犀牛智造CEO伍學剛的面前，
他會給出自己的答案── 「新製造」 。犀牛
智造是阿里巴巴保密孵化了四年的項目，公
司通過雲計算、人工智能、IoT等高科技賦
能，將服裝行業平均1000件起訂、15天交付
的流程，縮短為100件起訂、7天交貨。 「有
了 『犀牛』 ，每位商家都能成為ZARA。」

AI賦能製衣 100件起訂 7天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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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俞 晝（文、圖）

白色的車間內，工業機械臂前後移動，將選擇好的布
料放置在凹槽內；機器人通過掃描，給出面料利用率最大
的剪裁方案並自動切割；工廠上方，傳送帶載着一件件未
完成的衣物來到埋頭工作的製衣工人面前，另一邊，靛藍
色的牛仔褲瞬間被激光灼燒出各種時尚的 「水洗」 印記；
倉庫內，物流機器人穩穩地將一人高的貨物運到指定的貨
架……

機器比人累，屏幕比人多。 「與其他行業相比，看起
來光鮮亮麗的服裝業，其實是一個勞動密集、且利潤很低
的行業。」 在前優衣庫全球供應鏈負責人伍學剛看來，三
萬億的市場規模，雖然盤子足夠大，痛點卻也足夠多──
對市場反應慢、庫存積壓，導致大量的品牌和企業舉步維
艱。此前，服裝行業的規律是以產定銷，例如預計今年秋
冬能賣出2000萬件羽絨服，夏天就提前生產出70%的
量，等到秋冬季銷售良好的話，再追加訂單。一旦銷售出
現問題，前期生產堆積的庫存便足以壓垮一家企業。巨頭
也不能例外，服裝品牌H&M就曾被媒體爆出焚燒了60噸
庫存。

事實上，服裝行業柔性化生產的呼聲由來已久，卻苦
於技術、管理能力的限制，連基本的信息化都難以實現。
「阿里在雲計算、人工智能、IoT等領域有技術積累，且

對商業場景非常友好，自建工廠進行數字化改造，推動對
服裝行業的根本性改變是有可能的。」 伍學剛介紹稱。

碼農跨界 被產品經理懟哭
伍學剛四年前向阿里總裁張勇應下軍規，一切保密，

對外不能發聲，對內不能參觀。也因此，在招人時面臨了
巨大的挑戰。 「許多候選人以為這是個 『野雞部門』 ，以
各種理由推脫着不肯來。」 就這樣，他從 「光桿司令」 開
始幹起，終於在2018年農曆新年後搭起了一個二、三十人
的產品團隊，隊員背景五花八門，芯片、電商、視頻軟
件、智能物聯網等不一而足。

「我以前連服裝廠都沒見過。」 工程師肖長寶曾在英
特爾待過，他向記者感慨道： 「真的是懷着造芯片的心來
做衣服了。」 在此後的八九個月裏，一群碼農跑遍了全國
各地的服裝廠，還遠赴日本學習豐田的先進製造流水線，
再結合互聯網技術、產品的所長，一步步描繪出犀牛智造
的前景輪廓。

1989年出生的李燕高中畢業後就在福建泉州的服裝
廠打工，2018年初被招入犀牛智造工廠，擔任一群程序員
們的 「老師傅」 。談及剛入職的感受，李燕用一個成語來
形容──雞飛狗跳。剛開始碼農們並不了解服裝製造業，
開發了大量沒用的功能組件，遭到了一線工人吐槽，甚至
有產品經理直接被懟哭了。 「我只能從最基本的技術開始
教，怎麼封嘴、合側縫、合後浪……把工廠裏服裝製造的
每一個環節都讓他們手把手去操作一遍。」

2018年9月，犀牛智造工廠正式投產，最初主攻牛仔
褲的柔性生產，並首次在服裝行業內搭建出一個中央廚
房，對小批量採購的牛仔面料進行多輪檢測和處理，使其
符合國內的相關標準，再通過信息化產品進入生產環節。

優化算法 預測銷量精準備貨
「算法是指導機器學習的精髓，就好比人類的大

腦。」 伍學剛帶記者來到工廠的一個項目室裏，樣板師正
拿着無數條不同設計與版型的牛仔褲，一一向繪圖師們介
紹工藝和部位，後者在電腦上用CAD軟件畫出一張張標註
好工藝、部位名稱的牛仔褲圖，再由程序員 「餵」 給 「大
腦」 ，讓它越來越聰明。

「第一期調教出來的 『大腦』 很爭氣，識別的精準度
在80%。經過一個季度的不斷優化、迭代，識別精度提高
至90%以上，並且識別的服裝品類從牛仔褲擴展至T恤、
POLO衫、衛衣等。」 伍學剛驕傲地說： 「與此同時，這
個軟件還能根據訂單量和面料尺寸，給出面料利用率最大
的剪裁方案。」

同時工廠裏無處不在的IoT設備可即時採集生產過程
中的數據，為工業大腦提供源源不斷的數據養料，推動算
法不斷優化。 「由於工廠全部實現數字化，基於物聯網的
布局，我們的每塊面料都有自己的身份ID，不用 『人找
貨』 ，而是 『貨找人』 ，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機器智
能的潛力。」 通過數據與設計、生產端的打通，犀牛智造
工廠可以實現銷量預測，精確到未來一個月能賣出多少
件；而且訂單極致的小，將行業平均1000件起訂、15天
交付的流程，縮短為100件起訂、7天交貨。 「這個速度，
比行業內以柔性化供應鏈著稱的ZARA還要快。」

從阿里西溪園區到犀
牛智造工廠，大約是半小
時的車程。在去工廠的路

上，阿里的公關人員讓記者掃碼進入了一個
小程序，裏面是一件黑色的衛衣，衛衣的下
面有幾個選項，包括圖案和文字。記者選擇
了一款頭戴 「go」 標籤的酷小貓，並寫下了
「大文打卡天貓雙十一」 的文字，按下了確

認鍵後， 「極速定製生產中……」 的字樣便
跳了出來。

待記者探訪完工廠，
一件 「新鮮出爐」 的
衛衣已經被放置在回

程車上，中間
僅隔了兩個半
小 時 。
「 『即賣即

產』 是我們與服裝品牌做的一次新製造測
試。」 伍學剛介紹道，內衣品牌 「蕉內」 就
是犀牛智造的合作商家之一，它在雙十一期
間與工廠進行了IP聯名產品的快反嘗試。
「這些產品無需提前備貨，而是根據預售情

況進行生產，商家不產生一件庫存。」
「昨晚賣爆了，今天來追個單。」 記者

探訪時遇到淘寶商家── 「烈兒寶貝」 的品
牌負責人，他在淘寶直播預售後連夜加單200
件，7天後這批衣服就將被送到全國各地的消
費者手中。幾個月前， 「烈兒寶貝」 還通過
工廠定製了一批星座T恤，12個星座、不同顏
色、不同尺碼，每種款式只生產200件。

「以前我說預定200件，廠家會說對不
起，必須1000件起訂，因為流水線傳輸一趟
就得生產1000件。」 如今在犀牛智造工廠的
生產流水線上，灰色物料從一名中年女工出
發，在 「蜘蛛網式」 的路徑中沿着 「大腦」
指定的路線左轉，多了口袋，再右轉，加了
拉鏈，最終在一名男工手裏車縫成了一件針

織衛衣。 「重複100
次，訂單數量只有100
件的灰色衛衣便可以交
付。」

「現在全世界都在
進入以用戶為核心的新
消費時代，商品變得越
來越個性化、多元化、
差異化。或者說，千人
千面。」 因此，在服裝
行業的製造端，最理想
的狀態，便是能快速生
產符合需求的、低成本
的 「小訂單」 。

在犀牛
智造工廠的
車間裏，每

個工藝流程所用的設備都已經物聯網化，馬
達轉速、頻率等數據均被記錄。若出現效率
不達標的節點， 「大腦」 會一邊智能調度，
重新調整生產的流轉路線；一邊推送信息給
管理人員，催促進行產能調配的優化。

「中國現在的工廠供給有兩類：第一類
是傳統大廠，它有一條效率曲線，還會有一
條50%盈虧效率平衡線，一般工廠需要三到
五天時間來達到這個效率，時間越長效率就
會越高，所以大廠會要求品牌商根據預測，
下大訂單，提前生產，這無異於把風險轉移
給了品牌商；另一類是通過犧牲社會資源或

者偷工減料，將行業50%的盈虧平衡線降低
的小工廠。」

伍學剛告訴記者，今天犀牛智造希望做
的，就是畫出一條新的 「戰略曲線」 。 「小
訂單生產在極度頻繁換款的時候，能不能做
到高效率，能不能讓工廠盈利掙錢，這才是
關鍵。」 在其看來，實現 「戰略曲線」 的核
心在於：首先，在換款時通過技術實現效率
穩定；其次，通過提高售價的方式把50%的
盈虧平衡線降低，但提高售價的基礎是通過
減少浪費來重新分配利潤。

「需求驅動、敏捷製造」 。伍學剛認
為，這八個字目前就是犀牛智造所堅守的商
業本質——通過供與需、產與銷的精準匹
配，實現提質增效。

2020年，犀牛智造工廠入選了新一批的
「燈塔工廠」 ，成為全球54家成員之一，與它
同獲殊榮的企業包括通用、西門子等國際老牌
製造業巨頭。記者了解到， 「燈塔工廠」 的入
選標準包括：通過採用和推廣第四次工業革命
技術（智能化、數字化）來提高運營效率，增
強供應鏈韌性，加快新品上市速度，提升客製
化水平等等。

「我們是入選名單裏唯一的科技公司，也

是第一個將服裝行業帶入 『燈塔工廠』 的企
業。」 伍學剛對此頗有些驕傲。為了檢驗工廠
的能力，他還在此前搞了一場 「行為藝
術」 ，用5天時間做1萬件不同的衣服。 「最
終，團隊在沒有宕機、沒有延誤的情況下成功
通過了工廠個性化定製能力的測試。」

記者在工廠裏看到，在犀牛智造工廠中，
每位工人的面前都有一個iPad，許多操作點點
屏幕就能完成。 「這也是為什麼 『犀牛』 被業

界戲稱為 『三多』 工廠的原因——工程師多、
iPad多、年輕人多。」

隨着犀牛智造工廠在聚光燈下的公開，也
引來大量商家問詢合作。 「今天中國90%以上
的機器沒有互聯互通，如果把這些全部打通、
智能化將徹底改變經濟發展的方式。」 伍學剛
堅信， 「犀牛」 只是吹響了號角。 「未來十
年、十五年製造業產業端的數字化一定會風起
雲湧，絕對不亞於今天的互聯網。」

即叫即造 衣服也能新鮮出爐
消費創新

提質增效

未來十年迎製造業智能化浪潮方興未艾

C2M（用戶直連工廠）
模式示意圖

◀犀牛智造工廠內部生
產線。 受訪者供圖

▲犀牛智造CEO伍學剛。
網上圖片

▲每位工人的面前都有一個iPad，許多操作點
點屏幕就能完成。

▲傳送帶載着一件件未完成的衣物來到
埋頭工作的製衣工人面前。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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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大腦 寫出掙錢方程式

▲在小程序中，記者定製了
一款寫着 「大文打卡天貓雙
十一」 的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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