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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服装电商行业实现精准营销带来诸多的便利，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隐性歧

视、技术门槛过高等。如何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帮助服装企业优化营销活动，精准识别潮流趋势，面对不

同的消费者采取不同的消费策略已成为了企业关注的重点。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

理，进一步分析人工智能如何实现精准营销，并探讨了目前面临的困境和可行的策略，以期能为企业实

现精准营销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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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has brought significant conveniences to precision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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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apparel e-commerce industry, but it has also introduced new challenges such as hidden discrim-
ination and high technical barriers. How to leverage AI to optimize marketing activities, accurately 
identify fashion trends, and adopt differentiated consumption strategies for diverse consumer groups 
has become a key focus for enterprises. This paper employs a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o analyze 
how AI achieves precision marketing through systematic review of existing studies, discusses current 
dilemmas, and proposes feasible strategies, aiming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enterprises 
seeking to implement precision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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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各行各业的传统格局，不同行业不约而同地引入人工智能重塑

行业的发展图景[1]。在服装电商领域，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行业的价值生成模式，加上服装电商市场

正处于规模扩张与结构优化的关键转型期，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消费者需求也呈现出快速变化的特征，

所以，如何正确利用人工智能是服装电商市场破除发展瓶颈的关键。目前，服装销售渠道呈现出“全域

融合”的新格局。传统电商平台通过升级搜索算法，例如用图片搜索同款，优化促销规则使已有用户更

频繁、更快的消费；在抖音、快手等新兴内容平台则以服饰内容播放构建新消费场景，其首创的“边看

直播边购物”模式使服装类商品成交额快速增长。这种“内容种草 + 即时转化”的闭环，推动女装、童

装等类目实现业绩的快速增长，同时倒逼供应链响应速度提升。 
但是行业的发展仍面临着许多挑战。据人民日报报道：以女装产业为例，线上退货率高达 40%，在

一些购物节如双十一、六一八后，消费者为了凑单赚取优惠，常常会退掉凑单商品，另外，更有一些商

家会选择刷单从而使店铺的销售数据提高，扰乱了市场的正常秩序，使得市场数据失真。在 40%的退货

率中，有 70%源于尺码偏差与面料描述不符，这也反映出标准化体系建设的滞后性。大量的商家进行价

格竞争导致行业平均利润率持续走低，中小商家在流量成本攀升与设备升级压力下陷入经营困境。 
面对复杂的时尚消费需求，引入人工智能系统可以精准识别消费者的喜好变动。此外，结合生成式

AI和图像识别技术，电商平台能够快速生成服装设计图稿并进行三维立体展示，大幅加快产品开发速度；

基于数据学习的智能定价模型，通过综合考虑库存、流行趋势和消费者购买意愿，制定出更科学的价格

策略。然而，尽管人工智能为服装电商带来诸多机遇，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难题，如何解决

这些问题并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成为当前服装电商行业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2. 人工智能在服装电商市场精准营销的应用现状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持续提升数据处理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2]，已实现从基础数据分析到支持复杂决

策的跨越式进步。在应用层面，人工智能系统能够根据操作者的实时反馈调整运行策略。此外，人工智

能通过整合文本、图像、行为等多维度信息构建综合决策模型，既保留人类专业判断又发挥机器计算优

势，为实现精准营销提供新的途径和方法。 
此外，人工智能在服装电商市场的精准营销应用已形成系统化实践体系[3]，其技术渗透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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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层面。在消费者洞察方面，系统通过分析用户历史浏览、收藏及购买记录，结合体型特征与社交平

台互动数据，构建动态更新的个人风格偏好模型，实现比传统方法更细致的客群划分。在商品推送环节，

算法能够识别服装款式、色彩与用户审美的潜在关联，例如为常购职业装的消费者推荐适配配饰，同时

根据季节变化调整推荐权重[4]。在营销决策支持层面，系统综合库存状况、潮流趋势预测及促销活动效

果数据，动态优化价格策略与广告投放方案，例如在气温骤降前自动提升羽绒服品类的曝光优先级。 
当前应用呈现两大特征：一是技术应用场景从单一环节向全链路渗透，AI 可以贯穿用户画像建模、

虚拟试衣到智能推荐多个环节；二是人机协作模式创新，设计师利用 AI 生成的初稿进行二次创作，客服

人员借助智能系统提供个性化咨询服务。通过 2024 中国服装经济论坛公开的数据显示，应用 AI 精准营

销技术的企业平均获客成本降低 37%，转化率提升 25%，但中小商家技术采纳率不足头部企业的三分之

一，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出现该差距的主要原因主要集中在三点：其一，AI 模型训练需要日均 10TB
级别的数据吞吐量，超出中小企业的算力承载能力；其二，跨平台数据共享机制缺失，导致 60%的商家

无法获取社交媒体趋势数据；其三，算法黑箱问题使 43%的商家担忧失去营销决策主导权。在未来，人

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将重点关注算法能力提升、跨平台数据合规共享以及人机协同机制优化，这些方向的

突破将影响技术的普惠程度。 

3. 人工智能在服装电商市场精准营销存在的问题 

3.1. 数据孤岛导致信息不对称 

在服装电商领域，数据孤岛现象严重加剧了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消费者行为数据分散存储于

电商平台、社交媒体、支付系统等不同主体，企业难以构建完整的用户画像。这种数据割裂状态导致两

个层面的失衡：对大型企业而言，尽管可通过 API 接口获取部分外部数据，但《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

的数据脱敏要求使数据处理成本激增；对中小企业来说，商家受限于技术能力，仅能使用平台提供的有

限数据维度，使得用户兴趣标签的丰富度严重少于头部企业。这种数据资源占有量的悬殊，导致市场参

与者间的信息势差持续扩大，最终削弱 AI 模型的预测准确性，形成“数据富集者愈强，数据贫困者愈弱”

的现象[5]。 

3.2. 人工智能易产生隐性体型歧视 

在服装电商智能化进程中，隐性体型歧视现象暴露出人工智能技术伦理的深层矛盾。算法系统在设

计阶段即埋下偏见根源——主流训练数据集过度聚焦标准体型样本，忽视人体形态多样性特征，导致技

术应用产生系统性偏差。这种技术缺陷在消费端表现为服务能力的分化：非标准体型用户在虚拟试衣体

验中面临更高的识别误差，商品推荐环节遭遇算法逻辑的隐性排斥。典型表现为部分平台将大码服饰归

类为特殊品类，仅在用户主动搜索时予以展示，造成商品曝光机制的结构性失衡。此类技术歧视引发双

重负面效应：消费者产生被边缘化的感知，降低平台信任度；商家错失细分市场机会，抑制行业创新潜

力。突破路径在于构建包容性技术框架，通过优化数据样本结构、建立算法伦理审查机制、完善人工干

预流程，推动智能系统从“标准适配”向“多元包容”转型。当前行业前沿实践表明，融合人体工学研究

与算法修正的解决方案，能有效提升服务公平性，这为技术伦理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范式。 

3.3. 经济门槛带来行业分化趋势 

在技术应用的经济门槛问题上，行业分化趋势日益明显[6]。大型企业凭借资金和技术优势，能够轻

松部署 3D 虚拟试衣等前沿技术，而中小商家却被高昂的运营成本挡在门外，单次虚拟试衣的技术成本

就超过其承受能力的数倍。与此同时，行业正遭遇“数字工匠”荒：既懂服装设计又掌握智能技术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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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人才严重不足，相关专业毕业生数量仅能满足不到五分之一的岗位需求。更棘手的是，大量传统工厂

的老旧设备难以适配智能系统，形成“想改改不动”的困局：企业明知智能化是趋势，却因设备更新成

本高、风险大而踌躇不前。这种技术、人才、设备的多重制约，正在拉大企业间的数字化差距，阻碍整个

行业的均衡升级。 

3.4. 结构性矛盾显著 

在技术应用与产业特性的适配层面，行业正面临双重结构性矛盾。首先，技术迭代速度与产品开发

周期的错位形成效率损耗：例如在冬季来临时，企业会让 AI 系统基于实时社交媒体数据预测冬季将迎来

暖冬，结果会促使企业大幅削减厚款羽绒服产能。然而服装设计需提前完成企划生产的行业规律，导致

当实际气温骤降时，企业既无法快速调整供应链，又面临竞品抢占市场，最终造成春装库存积压导致亏

损。其次，是很多还在用的旧机器根本跟不上现在智能技术的需求，在长三角服装产业带调研发现，73%
的工厂仍在使用 2015 年前购置的缝纫设备，这些机械臂缺失数据接口、缝纫机不具备物联网模块，若要

升级为智能产线，单台设备改造成本达 2.8 万元——某中型企业测算显示，其 600 台设备的改造总投资

需 1680 万元，而年度净利润仅 290 万元，意味着需近 6 年才能收回成本。更严峻的是，多数的工厂主因

担忧技术风险选择维持现状，形成“不改等死，改了找死”的决策困境。这种技术应用节奏与产业规律、

设备代际与智能需求的双重错配，正在削弱整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效能。 

4. 对策与建议 

4.1. 建立行业协同生态、推动技术普惠 

为了减轻服装电商市场中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头部企业和其他中小型企业差距过大的问题，可以通过

加快行业协同生态建立，进一步的推动技术普惠，通过跨平台合作降低中小商家技术应用门槛。首先行

业内大型企业可以建立起数据共享机制，构建开放的技术平台，将 AI 算法、数据分析工具等模块化封装，

然后利用 API 接口向中小商家开放基础功能，如智能选品、用户画像分析，在使用过程中按需收费或者

设施套餐式收费，针对不同规模的商家，推出不同的套餐，每个套餐包含不同的功能模块组合，既增加

了大型企业的收入，又降低中小商家的独立开发成本。此外，还可以建立政府主导的服装行业数据储存

平台，核心是通过法规强制头部企业匿名化上传核心经营数据，如用户行为、供应链效率等，经 AI 清洗

分析后生成实时行业趋势图谱，向中小企业开放查询接口。平台运用区块链技术确保数据不可篡改，在

保护企业机密的前提下，让中小企业免费获取市场需求预测、竞品动态、供应链风险预警等关键信息，

同时由市场监管部门成立专门的小组对企业上传数据进行监管，检测数据范围是否合规，同时有效防止

数据垄断、数据滥用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公安部门的参与也至关重要，当出现数据泄露、

数据滥用等违法犯罪行为时，公安部门需要迅速介入调查，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追究违法者责任，保障平

台稳定运行，维护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该模式将头部企业的数据优势转化为行业公共资产，破解

信息垄断，缩小数字鸿沟。 

4.2. 建立标准体系，破除隐性体型歧视 

由政府牵头建立起标准化服装数据样本库，覆盖不同体型、年龄、地域人群，并且还需指定具体的

负责部门，如工信部或市场监管总局的有关部门，明确其在数据收集、整理和监督过程中的职责；行业

协会要发挥组织协调和管理的作用。负责组织企业参与数据样本库的建设，鼓励企业提供自身积累的相

关数据，并对参与积极的企业给予表彰或政策优惠。在训练人工智能的过程中，政府还需明确指出企业

纳入的非标准体型数据不低于总体数据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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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建立起算法监督框架：参与人员应包括行业专家、消费者代表、法律顾问等，由政府牵头设

立专门的算法伦理审查委员会。在 AI 系统投入使用前，委员会应对其算法进行全面审查，评估是否存在

体型歧视等伦理风险。对于存在问题的算法，要求企业进行整改优化，审核通过后方可上线；同时，定

期对已上线的 AI 系统进行抽检，确保算法持续符合伦理标准。最后，也应进一步完善人工干预流程：当

AI算法出现对非标准体型用户的服务偏差时，平台应及时启动人工干预机制。通过培训专业的客服人员，

培训内容应包括人体体型特征知识、算法原理基础、沟通技巧等，使其能够根据用户的具体情况，人工

调整商品推荐和服务策略，为用户提供更合适的购物建议。建立用户反馈渠道，并给予一定的奖励，鼓

励非标准体型用户对算法服务提出意见和建议，平台根据反馈及时改进算法和人工服务流程。 

4.3. 深化 AI 虚拟交互技术，提升用户体验 

通过沉浸式体验降低决策成本，减少退货率。例如 AI 虚拟试衣方案：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根据用

户上传的身材数据，如身高、肩宽、腰围等具体信息生成高精度 3D 人体模型，叠加服装版型数据后模拟

真实穿着效果。还可以专门针对男性用户不爱逛街、不注重穿搭痛点，开发“一键生成穿搭方案”功能。

此外，运用人工智能，提高直播互动的频率：在直播间嵌入 AI 试衣插件，实时展示不同颜色、尺码的上

身效果，观众点击商品即可实时叠加虚拟试穿效果，同时，主播也可以通过后台实时查看试穿数据，快

速分析出哪些款式更受欢迎，根据数据及时更换讲解重点。在售后环节，可利用人工智能客服优化售后，

提高回复效率，减少消费者在高峰时间的等待。对于一些固定的常见问题，机器人能快速回复提前准备

好的答案，比人工客服更快更稳定。系统还会自动分析退货原因，如果是尺码问题多的款式，会提醒商

家改进详情页描述或调整版型，从而减少人工审核成本。 

4.4. 预判潮流趋势，实现精准营销 

通过整合来自销售记录、社交动态、直播互动等不同渠道的数据，并运用智能算法分析，打造一个

能自动预测流行趋势、并实时调整生产计划的人工智能系统[7]，形成“发现潮流–指导设计–精准生产”

的完整链条。而要想实现该系统的关键在于将服装设计元素进行细分与拆解，形成包含领口形态、袖型

变化、面料肌理、色彩明度多个可量化参数的时尚元素解构图谱。然后该系统实时抓取电商平台的交易

行为数据，如加购率、页面停留时长、社交媒体的话题热词、直播间互动的历史记录，系统会从海量信

息中筛选出关键数据，例如某款式的销量增速、社交平台讨论热度，分析它们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同时

自动关注到突然走红的元素，实时的给每个流行的元素进行评分和统计，分析出不同元素间的组合效应，

结合区域气候特征、文化偏好等外部变量，生成未来季度的爆款概率分布图。同时，系统也会建立多维

数据反映机制，将抽象的时尚趋势变为可执行的商业策略：当监测到某类流行元素的搜索热度连续在一

定时间内持续增长的话，人工智能就会自动触发区域化铺货建议，联动供应链调整面料采购优先级与产

能分配方案。这一体系通过持续迭代的自我学习能力，实现从“事后追爆款”到“事前造趋势”的模式转

变，在本质上改变了服装产业“设计–生产–营销”的生产逻辑。 

4.5. 采取多种手段，保障数据安全 

由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加密算法等特点，使得数据在单一节点上难以被修改，在数据储存平

台中，利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很好的保障数据安全，难以被篡改，从而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即使

部分节点出现故障或被恶意攻击，其他节点仍能正常工作，维持系统的运行和数据的安全；并且，通过

使用非对称加密算法来保障数据安全。头部企业上传数据时，使用平台的公钥加密数据，只有拥有对应

私钥的平台才能解密并处理数据。这样就保证了数据的安全，此外，数字签名技术让接收方可以用公钥

验证签名的真实性，若数据被篡改，签名验证将失败。进一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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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政府也需要制定专门的服装电商行业数据安全法规，对企业的数据泄露、滥用等违法行为制

定严厉的处罚措施，包括高额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提高违法成本；对于用户的隐私保护，政府需要

要求数据共享平台和企业在收集、使用和共享数据时，必须向用户明确告知数据的使用目的、范围和方

式，并获得用户的明确授权。用户有权随时查询自己的数据使用情况，发现数据错误或存在隐私侵犯行

为时，有权要求相关方进行更正或删除。 

5. 总结 

人工智能在服装电商市场的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企业在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时需要理性看待，除了

看到人工智能能给服装行业带来数据分析、预测潮流趋势实现精准营销以外；也要注意人工智能因算法

偏差、黑箱效应带来的隐性歧视、消费者隐私等问题。在未来，人工智能技术毫无疑问会给行业带来更

进一步的发展，企业需要时刻进行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从理论层面分析

了人工智能在服装电商行业实现精准营销的相关问题，未来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深入分析，例如如

何确保在人工智能应用中保护好消费者的数据隐私；人工智能如何能更加精准的预测潮流趋势，甚至引

导潮流趋势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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