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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设计评价的逻辑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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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服装业的发展要求对服装设计成果进行评价以加强设计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提高设计判断与决策的科学性与客

观性。 首先对服装设计评价的工作基础、工作机制进行分析，提出了服装设计评价的认识过程逻辑模型与工作基本

过程模型，明确了与此模型配合的服装设计评价的工作流程。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服装设计评价体系的基本构成，建
立了服装设计评价活动过程的逻辑模型。 通过上述分析与基础模型的构建，最终构建了服装设计评价体系的逻辑结

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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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科学评价始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美国为

首，法国、德国、加拿大、日本、丹麦等国都开展了科技

评价活动。 当前国际科学评价活动表现出系统化、制
度化和常规化的趋势。 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韩
国和马来西亚等国都制定和颁布了科学评价法律法

规［１］。
目前，我国对产品设计评价越来越重视。 相对于

其他产品设计评价研究，服装设计评价研究起步较晚。
服装设计评价可使设计与目标消费者所想所需保持一

致，明确设计目标，提高效率，降低设计成本。 加强设

计控制，并建立客观有效的设计评价体系，可增强服装

设计决策的科学性与产品控制的稳定性。 构建服装设

计评价的逻辑模型是进行服装设计评价体系研究的基

础。 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析设计评价活动的工

作过程，确认服装设计评价工作流程，从方法论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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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设计评价工作。

１　 服装设计评价逻辑模型构建的理论与实践

基础
服装设计评价是一项目标明确、过程清晰、内容详

实的工作，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理论分析，从实践

的角度对其工作过程进行分析，将两者结合可构建服

装设计评价体系的逻辑模型。
１．１　 服装设计评价的认识论分析

评价在本质上属于认识，具有认识的一般特性，但
评价又是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具有一般认识所不具

备的特点。 因此，评价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即价值

认识活动［２］。 评价在本质上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

的特殊形式［３］。
人们对事物的评价基于对事物的认识。 正确、客

观与全面地认识事物使人们能够进行正确的评价，做
出准确的判断。 服装设计评价是针对服装设计进行评

价的一项活动，这项活动的开展与进行基于人们对服

装设计的认识。
认识和认知是不同的概念，认识强调以实践为基

础，以外部现实为对象，以能动反映为内涵。 认知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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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角度，以获取知识为目的。 心理学认为：具有认

知功能的认知主体在对认知客体的认知活动中需经历

经验、理解、判断、抉择的过程。 认知不强调实践基础

和能动反映。
认知功能包括感性功能和理性功能，感性功能主

要指人的生理感受，理性功能指人的理智和意志。 人

在进行上述认知过程中的经验过程是人的五官接触认

知对象而产生的感觉，理解是对认知对象的理解，以判

断对认知对象的理解是否符合事实，对已作出的判断

进行取舍与衡量，从而作出最终决定。 因此，服装设计

评价活动的认识过程见图 １。 评价活动的认识过程自

左向右进行，分为认知———评价———预测 ／决策 ３ 个

阶段。

图 １　 服装设计评价活动的认识过程

在认知阶段，服装设计评价活动的主体（设计师 ／
经销商 ／消费者）作为认知主体对客体（服装设计稿 ／
样衣 ／成衣）进行认知，此时的设计评价活动客体即认

知客体。 认知主体对认知客体产生包含感性认知与理

性认知的综合认知。
在认知基础上，评价活动的主体根据拟定的评价

标准对评价活动的客体进行测度与价值判断。 由于得

出的价值判断不可能涵盖评价客体的所有方面，所以

对基于各价值判断之间具有的确定的逻辑关系进行价

值判断展开，从一定的价值判断逻辑推理出另一些价

值判断，这是一个评价推理过程。 在这一阶段，评价活

动的主体身份为评价主体，评价活动的客体身份为评

价客体。
综合评价后进入评价决策阶段，主体根据评价目

的对客体做出价值预测或决策，得出基于评价主体的

个体认知的设计预测 ／决策。 此时评价活动的主体身

份为决策主体，评价活动的客体身份为决策客体。
从图 １ 可以看出，对服装设计评价活动的认识过

程按阶段顺序进行，层层递进。 感性认知是第一步，是

后续过程的基础和起点。
１．２　 服装设计评价的流程分析

服装设计评价是有组织按步骤进行的活动，其工

作流程见图 ２。

图 ２　 服装设计评价流程

在图 ２ 的流程中，服装设计评价活动的开始是由

评价发起者组建评价工作团队（确定评价组织者），确
定评价对象，在领会价值主体意图的基础上明确评价

目标和评价目的。
随后由评价组织者进行评价相关信息的收集与分

析，筛选合适人员组成评价小组（召集评价者），根据

评价目标与目的确立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小组根据评

价目标和目的选择恰当的评价方法，先后进行单项评

价与综合评价。 综合评价时协调各方面关系，然后对

评价结果进行分析。 经过对评价结果的多项比较、分
析后，撰写书面评价结果，提交发起者或主办方。

该流程适用于服装设计项目的各阶段设计评价。
从立项评价到设计过程中的阶段评价，再到设计完成

后的绩效评估均可使用。
在该流程中，包含评价发起者、评价组织者、评价

者 ３ 类人员。 评价发起者是服装设计评价活动的提出

人，如：服装企业、服装大赛主办方等。 评价组织者是

整个评价活动的核心人员，是由评价发起者指定的设

计评价活动的专业操作人员，如：评价机构、咨询公司、
高校研究机构等工作人员。 评价者是评价活动的主

体，由组织者筛选确定。 在设计评价活动中，评价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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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根据评价目标和目的确定。 例如：以设计大赛为

目的，评价者主要由业内专家、知名设计师组成；以设

计项目进行中的阶段性评价为目的，评价者主要由设

计师、销售人员组成；以服装品牌的市场预测为目的，
评价者主要由目标消费者组成。

２　 服装设计评价逻辑模型的构成
在上述理论与实践研究基础上，构建服装设计评

价的逻辑模型，见图 ３。 该模型由可行性支撑与评价

过程构成。 可行性支撑包含理论基础和环境基础。 评

价过程包含评价前期、评价中期与评价后期三部分。

图 ３　 服装设计评价的逻辑模型

２．１　 可行性支撑

该模型的可行性支撑包括评价活动得以进行的理

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理论基础包含服装设计理论、基
于现代心理学的认知理论、评价理论、统计学、感性工

学及其他理论。 在该模型中，这些理论主要由设计评

价组织者使用，因此该模型要求评价组织者是掌握设

计理论、认知理论与感性工学理论，能够运用评价理论

和评价方法进行评价过程组织及数据分析的专业

人员。
实践基础包含评价时间、评价空间、评价人员与评

价经费。 评价时间是评价活动的起止时间及所需时

长，由评价发起者提出，经评价组织者预估后确定。 评

价空间是评价活动进行的地点与场所，包括评价测试

所需的相关设备等。 评价人员包括评价发起者、组织

者、评价者三类。 评价经费是评价活动得以进行的经

济基础。 实践基础所包含的因素对评价活动的开展、
进行以及效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经费充足、时
间许可的情况下，评价发起者可邀请更专业的评价机

构作为组织者，组织更多的评价者参与评价，样本量越

大，有效数据越充分，评价效果越好。
２．２　 评价过程

在评价前期，首先由发起者根据需求与预算寻找

并确定合适的评价组织者，与组织者根据评价对象共

同确定评价目的。 然后，组织者运用设计理论、认知理

论与评价理论制定评价标准、建立评价体系与评价指

标体系，设立评价参照。 这一阶段工作由发起者启动，
组织者确定“评价确认”与“评价设定”的各部分内容

并获得发起者的认可。 同时，组织者在本阶段完成评

价者的召集，对评价者进行简单的评价培训，使其了解

评价进行的过程、方式及可能涉及的仪器使用（如眼

动仪、压力测试仪等）。
在评价中期，由评价者根据自身的评价认知进行

评价判断与推理，作出基于自身认知的个体评价决策 ／
预测。 评价方法由组织者确定或与发起者协商后共同

确定。 这一阶段由评价者（即评价主体）针对评价对

象（即评价客体）进行，是获得基于个体认知感受的评

价数据的核心阶段。 本阶段以评价者为主，发起者基

本不参与，组织者进行人员安排、现场组织协调等辅助

性工作。
在评价后期，评价组织者回收整理问卷与测试数

据，汇总评价者的个体决策，应用感性工学、统计学及

评价理论等相关知识进行科学分析，根据实际需要分

别采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或两者结合的综合分析法。
最后由组织者撰写评价报告，提出评价结果，给出整体

评价决策 ／预测建议，提交评价发起者。

３　 评价模型的应用
服装设计评价以评价主体为核心展开，模型凸显

了评价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评价模型的应用见图 ４。
主要包含以下几部分：

（１）确定评价对象。 由评价活动的发起者、投资

者或评价政策制定者提出评价客体。
（２）组成评价小组。 由发起者、投资者、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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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其他相关者寻找专业人员与机构作为评价组织者

组成评价小组。 评价发起者提出评价目的和目标，评
价组织者在获取价值主体、价值客体及相关环境信息

的基础上对这一目标和目的进行明确，以便于之后准

确开展评价工作，避免评价发生方向性错误。 评价组

织者使用评价知识库界定评价属性标值，包括：相关理

论、感性数据库、评价历史案例、评价体系、评价方法与

评价参照系等。 与此同时，确定评价体系、评价指标体

系与评价方法。
（３）确定评价主体。 由评价小组召集、筛选、确认

评价者（即评价主体），对评价者进行评价培训，使其

了解评价与方法过程。
（４）进行综合评价。 由评价者对评价客体进行评

价，给出评价数据和评价内容。 评价主体对客体综合

评价时，评价组织者为其设置评价参照系。 如：以选拔

为目的的设计评价将以往的获胜者作为评价参照系；
以预测为目的的设计评价将曾经的成功预测作为评价

参照系。 参照系为评价主体提供有效坐标系，使评价

主体的工作控制在可靠范围内。
（５）评价分析。 由评价小组对评价者给出的数据

和内容进行分析。 在提出评价结果的工作中，根据评

价知识库对评价结果进行比对。 知识库内容越丰富越

好，并需要对知识库定期更新以保证其时效性。
（６）提出结论。 由评价小组作出完整的评价结论

提交给评价活动的发起者。

　 　 上述工作过程基本以顺序形式进行，形成完整闭环。

图 ４　 服装设计评价模型的应用过程

４　 结　 语
本文的逻辑模型概括表现了服装设计评价活动所

需的支撑系统、评价活动的过程、评价活动的人员以及

评价活动的理论与方法之间的逻辑关系。 该模型适用

于各种类型的服装设计评价，服装设计大赛参赛作品

评价、企业内部阶段性设计评价、面向买手与代理商的

新品样衣评价以及面向消费者的成品设计评价均可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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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３）针迹密度应选择 ０．２ ～ １ ｍｍ，当密度较大时，
应匹配小号的绣花针和较细的绣花线，在适当范围内

增加针密可以改善图案收缩拉伸的问题。
（４）榻榻米针、平包针刺绣图案的收缩拉伸较为

明显，可通过加入打底针和下缝针迹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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