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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在服装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吴飞平

杭州恩特服饰 浙江杭州 310020

摘 要：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防篡改等特性也为服装供应链管理带来了新的机会，尤其是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不

断发展与应用过程中，服装供应链管理智能化也为服装企业赋能助力。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区块链技术、供应链管理和区

块链技术在服装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并深入探讨对应的应用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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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centralized and tamper-resistant characteristics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have provid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clothing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Especially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es such as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the intelligentization of clothing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has empowered clothing enterpris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blockchain technology,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clothing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t further explores corresponding application strategi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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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基于传统供应链的基础上，

结合现代信息化技术，充分发挥其数字化、智能化等多种特

征，服装供应链的协同效率和信息透明度将显著提高。通过

对信息准确度和质量监控等方面进行改善，区块链技术能够

更好为服装供应链管理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一、区块链技术和供应链管理

区块链技术最早诞生于 2008年，从本质上来分析，区

块链主要指的是点对点传输、非对称加密等，计算机技术的

应用范式储存于当中，数据信息有着不可仿造、信息可以追

溯、公开透明等特征。目前，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不仅仅局限

在供应链管理，更是涉及了产品溯源、快递物流等各个领域。

而区块链技术又被称为分布式账本技术，有着公开透明、去

中心化的特点，使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数据库的数据记录。其

中，区块链中的数据库不储存在任何一个位置，这也意味着

其中保存的记录不仅是公开的，而且便于验证，有效避免被

黑客破坏数据，充分保证了数据信息的安全性[1]。

供应链不仅仅指一个生产环节，例如，服装供应链包括

了产品供应、销售以及后勤等三个部分，未来服装供应链管

理也会发展成以品牌为中心。而国内服装供应链管理也正在

朝着核心竞争力增强的方向努力，虽然从整体上看仍然处于

初级阶段，主导权、智能化等方面有明显的差距。由于服装

供应链涉及服装的设计以及材料的采购，最后的生产服务也

涉及了多个用户，如供应商、制造商等这些用户之间的信息

流、资金流等互相交换，导致监管难度较大，追溯责任困难。

二、区块链技术在服装供应链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2.1采购生产方面

一方面，在采购中服装供应链需求管理模式较为粗放。

有效的数据验证手段仍然需要在实际过程中依靠工作经验

对需求进行放大，这样可能会导致库存积压或者缺件的情况

出现。应用区块链技术则可以将供应商、零售商、生产商之

间的信息通道打通，简化信息传递过程，使信息传递更为公

开、透明，建立精细化管理模式。在服装供应需求总结中，

借助区块链技术可以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分工方案以及对生

产时间进度的安排。而且，在采购环节中，利用区块链技术

建立智能合约机制，可以帮助供应链各个主体之间不被第三

方机构干扰，建立起互为信任的合作关系，并根据约定好的

交易内容完成服装生产订单。

另一方面，在生产环节中，服装生产每一个环节都会经

历从研发、生产、储存、使用到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而作

为服装主要制造商来说，对过程的控制以及服装质量的管理

方面会耗费较大精力，容易出现储存不当导致服装报废，或

是布料缺失等问题都会影响到产品生产效率和质量。通过区

块链技术增强服装供应链管理的可追溯性，实现对生产全过

程的监督和管理。

一是区块链技术具有防篡改性，可以将所有交易信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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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到过程中的各个节点中，保证相关服装数据信息不被篡改。

二是区块链具有标识性，为服装信息追溯提供了技术支持。

三是区块链技术支持的前提下，服装供应链上的交易信息是

不会被撤销的，一旦数据登记于供应链上，采取集体验证等

方式，建立起不可变更的数据库。然后，积极与其他的物联

网感知技术相互结合，快速查询到每一件服装所在位置、生

产情况以及布料等相关信息，形成完整的信息链。相关部门

则可以根据固定的访问权限对该业务的生产周期进行全面

化、系统化的管理，利于问题发生时查清责任人[2]。

2.2数据采集方面

目前，服装供应链管理中出现了“信息孤岛”的问题，

也就是随着规模的日渐扩大，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出现延迟或

错误的情况。部分的供应商为了保证信息安全，对于供应渠

道的公开持不愿意态度，信息共享意愿较低，导致出现更多

提供虚假信息的主体，也就是“柠檬市场”，致使服装供应

链信息的真实性受到影响。而在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帮助下信

息可以直接并实时反馈给各个主体，使各个主体都能够快速

了解到信息，并对目标和发展方向进行协调，同时，区块链

技术也有着加密或解密的授权，对于数据的隐私安全和信息

共享之间的矛盾起到了缓解作用。既保障了信息提供者的合

法权益，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数据共享造成的信息泄露

问题。在采集数据时，系统会为每一个设备分配地址，保证

数据的唯一性，避免不法分子的进入，对数据进行恶意替换。

当数据生成后，系统会对数据进行加密、打包、管控、定位，

并通过对等网络实现信息传输。

2.3服装信息溯源方面

针对服装供应链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产品溯源难等问

题，加强区块链技术建立服装供应链信息追溯系统，实现消

费者、相关部门对服装生产全流程的溯源。而实现各主体之

间的信息共享，可以通过采用 HACCP 理论体系对服装生产

每一个流程进行分析，判断风险程度，以此达到信息溯源目

的。

通过这一理论体系对服装生产流程中的各个工作环节

进行分析和评估，建立对应的风险评估表，制定对应的解决

方案。同时，在区块链技术的支持下，建立服装供应链结构

时，将出现在供应链中的上下游企业、物流企业、质检部门

等用户连接起来，建立区块链结构，实现真实性、透明性的

交易活动。

以某亚麻类服装供应链为例，服装供应链信息追溯系统

是在结合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特征基础上将整个生产流

程的信息上传至区块链，实现从种植到销售全过程的信息追

溯主要包括亚麻种植、加工、成品、储存、物流、销售等各

项信息。通过这五个层次的划分将区块链技术运用到服装供

应链信息追溯方面，并结合物联网、二维码识别技术等建立

追溯系统，实现服装产业链的正逆向追踪溯源，为产品质量

提供解决方案。

借助这一结构图对产品的相关数据进行上传，然后写入

数据库。例如，在棉麻类服装供应链中，首先，棉麻收货之

后，相关的系统将会针对每一批的产品制定出唯一的追溯码，

而这一追溯码都会跟随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

进行流通。每一个环节都可以通过扫描追溯码了解到上一个

环节中该产品的具体信息。监管部门对信息进行溯源查询时，

就可以通过输入追溯码进行查询，了解到产品从原材料到销

售的全链条信息[3]。

2.4协同制造方面

服装产业供应链中普遍存在技术要求较高或是资源占

用较多的特点，需要多个供应商共同协作，涉及内容诸多，

包括需求、生产能力、营销、采购等各个方面。供应链管理

中信息较为零散，且透明度较低，导致容易受“链主”资源

配置能力的限制，不能够最大化发挥供应链管理的潜力，最

后造成供应链整体效率和质量受到不利影响。而在区块链技

术的帮助下，可以搭建协同制造和共享平台，通过一定的订

单驱动，聚合分散的力量并实现按需分配，不仅可以降低成

本，也可以实现对市场需求的敏锐度。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分

布式结构，链条中的各个节点都可以自动生成并对数据进行

更新，实现自动交易。

2.5交易方面

区块链技术在交易方面的应用主要是信任机制的建立

和智能合约，区块链技术进行交易，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带

来的危害，可以使交易的双方都能够彼此信任，不需要第三

方机构的介入，降低交流成本，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通过

区块链技术对于交易信息的完整记录，一旦产生假冒伪劣产

品，都可以迅速通过信息溯源确定责任人，追究具体责任。

而智能合约作为一种数字化协议，可以通过写入代码中，

允许双方在没有第三方机构介入的前提下完成可信任交易，

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使得智能合约可信度逐步提高。一

般情况下，在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服装供应链交易中，任何一

方违反合约都会触发相应事件，保证双方交易的规范性，充

分促进服装供应链的全面化管理，避免合同纠纷。

以 BABYGHOST 这一服装品牌为例，添加了一个身份

认证的 VeChain 芯片，使顾客可以通过这一 APP 了解每一

件服装背后的故事，也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将分布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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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管理引入到服装供应链管理中，解决“抄袭”问题。通过

这一区块链技术提高了双方的信任程度，处理因信任不足造

成的问题，提高协同效率。

三、服装供应链管理中区块链技术的应用策略

3.1健全供应链管理体系

区块链技术构建的服装供应链管理体系的主体包括原

材料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售商以及末端参与者。区块链技

术将主体整合起来，并对各个商家进行身份验证，予以授权，

使其能够共同对供应链上的数据信息进行管理，对于末端参

与者，也就是消费者而言，则保持追溯权利，实现对产品的

溯源需求。因此，建立供应链管理体系十分有必要，这主要

分为数据层、网络层、共识层、合约层和应用层五个方面。

其中，数据层主要是通过区块头和区块体两个部分存放

交易数据，有效实现不可篡改性，使服装产品从原材料供应

一直到消费者手里的全程信息安全。网络层主要是通过验证

和授权双重机制对信息进行验证，保证信息能够被有效处理，

防止无效数据的传播。共识层则是通过标准体系为供应链上

各个主体的有效运行提供指导，建立起互赢机制，形成动态

化供应链企业联盟。合约层则是利用智能合约，包括采购、

付款、存储、运输等方面。最后，应用层则是为供应链的各

种应用场景实现封装，如在信息交互方面或者是监管部门都

可以通过应用层对产品信息进行查询和监管[4]。

3.2优化技术应用

一方面，要求对于基础设施的成本投入进行分摊，通过

成本分摊对区块链技术的基础设施进行更新和维护，同时，

加大相关存储设备的建设来保证服装产品信息的存储的完

整性和后续的可追溯性。

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大数据、5G、物联网等信息技术

的应用，加快处理速度和效率，实现区块链技术的特性。最

后，则是对区块链的加密技术进行改进和优化，提升其在服

装供应链管理过程中的信息防控能力，防止信息被泄露导致

的数据安全问题。也可以通过与其他高校、科研院所、应用

单位相互合作，推动关键技术的突破，如人工智能技术、云

计算等技术在服装供应链管理中的融合应用。

3.3基于共识机制建立供应链管理系统

共识机制包括工作量证明和权益证明，其中，权益证明

指的是在网络中拥有特定的量来竞争记账权利，工作量证明

则是一份确认所做过工作量的证明，在服装供应链中可以保

证交易者不能进行欺骗行为，有利于各个链接点建立互信。

服装供应链是一个跨越了多个商家机构的复杂系统，实

现各机构之间的数据共享，可以减少摩擦，提高供应效率，

降低成本。随着供应区块链技术的愈加成熟，对于供应链之

间实现数据共享有着独特的优势，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也可

以建立第三方平台。因此，基于 PoA-BFT 共识机制建立供

应链管理系统，可以有效解决管理过程中各用户之间信任度

低，造成交易难以进行的问题。系统中主要将零售商、分销

商、制造商和原材料供应商作为四个用户角色，这一系统的

主要功能则有订单委托、订单监听、发货通知等。并采取“去

中心化”结构，建立去中心化存储网络，通过 HTTP 接入至

区块链网络中，实现分层逻辑结构。

以泉州市某品牌服装为例，从 2015年至今面临着许多

发展瓶颈，如不能满足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产品体验感较

差、外销阻力较大等问题。基于以上几点考虑，该市建立了

以区块链技术为支撑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并借助区块链技术

特性如非加密技术、分布式共识算法等实现对整个服装供应

链的监控。从源头保证原材料的高品质、数据安全和真实性，

为具体的服装产业发展提供助力[5]。

四、结论

综上所述，积极应用区块链技术与服装供应链管理可以

帮助企业进行信息交流、共享，为其提供良好的信息安全保

障，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监管效率，为服装供应链管理的未

来转型道路提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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