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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衣架IT資訊部：使用者思維的運用，讓我們廣受老闆和業務的好評
文 | 帆軟數據應用研究院 王立鑫

辛辛苦苦重構了數據倉庫，業務人員卻說不好用？
開發了數據補錄頁面，完善數據結構，業務人員卻說影響效率？
行動端報表用了一陣子，就沒人用了，也不知道原因？

問題的根結在於缺乏使用者思維。「使用者思維」已經成為IT人員的必修課，它幫助IT搭建從「技術」到「使用」的
橋樑，讓IT工具能夠落到實處，真正服務于業務，得到業務人員的認同與好評。東方衣架是一個知名輕奢女裝零售業
品牌，公司業務涵蓋服裝的研發、生產、流通、零售等多個環節，近年隨著業務的增長，企業的IT建設變得越加重要
，這裡介紹衣架的IT資訊部門在進行企業的大數據應用
平台搭建時如何充分踐行使用者思維，真正為企業的業務發展和效率提高做出貢獻的。

線上線下的結合，對數據應用有新要求

東方衣架成立初期，就一直強調數位化平台的建設能力，在2016年以前，衣架的IT平台架構是6層結構：
1.數據儲存層：通過企業伺服器和公有雲的方式實現分區數據儲存。
2.數據管理層：除了來個各個業務系統的基礎數據的管理，另外搭建了數據倉庫，根據業務場景建立了各個業務主題
。
3.後台服務：供應鏈管理、人資行政、財務管理；供應鏈管理涵蓋設計、開發。
4.中台服務：分銷系統，主要是為了解決店與店、店與廠之間怎麼高效的物流流轉，確保每件貨物都可以到它該去的
門市去。
5.前台：一套是店鋪運營管理平台，負責日常貨物的調撥、報表的查詢；另一套是POS系統，做收單。
6.渠道：電子商務渠道，目前是天貓。線下渠道有直營、聯營和加盟。

2016年，響應新零售的發展，衣架開設了電子商務天貓衣架旗艦店，管理團隊對於線上渠道的定位發生了變化，試
圖探索線上線下聯合的方案，以提高整體的庫存使用率。順應線上銷售的發展，IT資訊部需要對平台做以下三點改造
：
意圖實現線上線下的庫存共享；
意圖實現線上線下的訂單共享；
意圖實現統一的會員中心。

最開始想到的方案，是對中台的分銷系統進行重構，很快被使用者思維否定了，原因如下：
對技術團隊來說，圍繞著分銷系統，已經用帆軟報表軟體開發了很多報表，重構工作量很大；
對業務團隊來說，已經度過了新系統的試用期，併疊加了一些管理方法論，形成了管理效率的提升；
站在公司數位化全局，也無法接受重新走一遍從報表開發到報表運用的老路。

得出一個有意思的現狀：整個企業報表的沉澱的價值甚至大於整套分銷系統的價值。

最後得出的方案，對分銷系統開放了它的服務能力，也就是現在比較流行的微服務的概念，同時，保留分銷資料庫，
以確保整個報表體系的穩定性，持續形成數據分析層的價值沉澱。改造後的IT資訊平台如下：
1.線下實體渠道全部劃歸為自有平台，通過店鋪營運管理平台統一管理。
2.中台開放API，直接對接外部平台。
3.實現中台各中心的介面對接外部大數據，分銷資料庫更加壯大。

我們為什麼那麼重視業務人員的參與？

企業依賴的價值，就是發揮1+1>2的協作價值，IT資訊部時時刻刻站在業務人員（使用者）的角度，思考自己的視覺
化呈現策略，哪怕走彎路，哪怕撞南牆，也是值得！基於東方衣架的資訊平台，IT部從2016開始，著力數位化的應
用建設，旨在打造有管理沉澱能力的、好用的系統，IT團隊為此做了很多努力，尤其是帶動業務部門的積極參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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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的工作獲益無窮。今天我們只講4個典型的故事：

故事1：面料開發專案，使用者思維發現奇妙的行為過程數據

「現在很多企業都在提大數據分析
，那麼大數據，真的做好準備了嗎？對於數據來說我認為有兩種，一種是業務結果數據，比如進銷存的數據。還有一
種，目前越來越關注的企業行為過程數據。對於線上來說就是瀏覽量、點擊率，對於線下來說就是客流統計、客戶的
停留時長，這些數據對企業非常重要。因此，如何有效治理企業的過程數據，並且發揮出這部分數據的決策管理價值
，是企業面臨的一個新的課題。」
——東方衣架IT資訊部經理邵佳宇

從一個簡單的專案開始
做整個面料開發到樣衣設計環節的專案時，就遇到了企業內部的過程數據。開始其實目的非常簡單，還不涉及過程數
據：
1.人員檔案進系統;
2.成衣檔案進系統;
3.流程進系統。

產生一個複雜的管理需求
做完這些之後，管理層提出了更高的需求，開始關注公司的一季面料，因為衣架的面料都是自己開發，管理層希望能
夠用數據驅動面料的開發。管理層希望看到：
1.一季面料開發成功了多少失敗了多少？
2.哪個供應商的打樣成功率最高、返工最少？
3.哪些樣衣開發進度正常，哪些有風險，風險是怎麼造成的？

眼光轉向過程數據
可以看到，上述這些數據都在過程數據裡面，那過程數據在哪裡？答案是，在公司的共享服務資料夾裡面！我們發現
企業會建很多的共享資料夾，這些檔案可能是Excel，需要多個部門去管理去填入數據。可能有的檔案不需要共享，
在某位員工的電腦里，或者在某封郵件或者某堆紙裡面，最重要的可能是數據已經丟失了或者在已經離職的員工電腦
裡面。那麼對於企業的數據分析來說，這些數據都是沒有價值的。
IT資訊部嘗試過把共享文件夾里的報表提取出來來回答管理層提出的上述問題，但發現無法確保這些數據的質量！於
是，資訊部門意識到：要將企業的行為過程數據進行收集和沉澱。在剛開始推進這個項目的時候就遇到了問題，就是
管理和效率之間的衝突，下面這個過程充分展示了這類衝突。

過程數據帶來效率的問題
如下圖是一個面料開發員自己電腦里的excel表格，左邊是這次所有要開發的面料，可能在某個時間節點，這個面料
到了，把這個填進去。然後要知道不同的面料現在開發的進度，所以他通過不同的背景顏色去標註。他提議說，資訊
部能不能做到填數方便，一填這些數據就進入系統裡面？

IT資訊部給的解決方案是：在系統里已有的面料檔案管理報表中，把excel中的資料維護上去，增加一個欄位，點進
去讓面料維護員填寫行為過程進度。拿著這個方案與業務溝通。

溝通完之後的結果是這樣的：一件兩分鐘可以完成的事情結果要耗費一倍甚至更多時間來做這件事情，因此業務人員
對方案是有抵觸的。某種程度上說，為了實現管理，犧牲了很多效率。

尋求效率和管理的雙贏方案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資訊部對這種類型的數據進行了研究，發現行為過程數據有兩個特點：
1.流程非常短，不像要先期建立合同然後某主管審批，再某老闆審批，這個面料進度數據直接填完就行了，而且靈活
度高，這些都是圍繞開發員的日常工作習慣建立的。
2.監控困難，有些東西要填，但是有些東西從公司的角度來說是非常難監管到的。
總結後發現，如果沒有業務人員的積極配合，這個專案真正落地是很困難的。除非可以把數據填報入庫，做得比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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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還要方便，真正從操作人員的工作效率出發考慮問題。幸運的是，他們從帆軟FineReport報表與BI系統
軟體的填報功能中找到了答案。

帆軟填報工具的實用性
採用帆軟FineReportb報表工具的填報頁面設計效果如下圖，有幾個亮點：
1.保留了Excel的填寫方式，操作和離線PC一樣，一個個填進去就結束了。
2.歷史的面料數據，也可以隨時查看。
3.只要填出供應商的關鍵字，供應商也可以直接帶出來。
4.背景顏色也按照業務經驗做預設，保持一致。
5.這個表每月要給主管彙報，按照彙報簡報的模版，再做一張報表專用於彙報，系統直接匯出。

這個頁面得到了業務人員的廣泛好評，好的報表自己會流行起來！

使用者覺得好用，才會有主動性！
後來，這個面料開發員主動提出，還有一個面料調樣的excel，能不能也做到系統中。
結果各個部門的負責人，主動要求把工作記錄資料轉移到企業系統裡面去，很多共享資料夾裡面的很多要填的東西都
被系統取代。對於企業來說，最重要的價值在於數據的質量可以得到保證，報表非常方便，而且可以確保準確性。

故事2：補吊牌，使用者思維主動幫業務簡化流程

商品通過倉儲、物流，難免有吊牌遺失。在沒有系統之前，門店要填申請單，到商品部，收集起來申請單之後到生產
部，吊牌的資料都是在生產部的電腦里，word檔案整理出來后，生產給到工廠，工廠到商品，商品給到督導，再到
門店，可能這件衣服都不在門店了。

那麼，能不能把吊牌做到系統裡面去，以後也不需要在詢問工廠，系統能夠直接製作出來？
經過IT團隊的努力，現在可以實現店鋪在系統裡填寫補吊牌申請單，自動流轉到倉庫，倉庫一鍵把吊牌列印出來，然
後發給門店。

這個功能很受業務人員歡迎，通過這樣小小的變化使整體的效率大幅提高，縮短補吊牌周期。

故事3：商品色樣會，使用者思維發現業務短板

樣衣做完之後會召集各部門，大家開一個會，對這個衣服打分。以前都是列印一堆A4紙，大家在上面評分，評分之
後會議暫停，資料員各件商品的評分紙收集起來，把上面的數據一張一張往報表裡面填，報表出來之後再次召開會議
討論結果。這樣的會議非常低效。於是IT資訊部門在考慮，有沒有可能用行動設備來做填報打分？

這樣只要在色樣會之前，把所有的商品資料錄入系統，開會當天大家直接可以在finereport開發的行動端報表中對每
一件衣服進行評分，然後現場直接展示評分結果，大家再對結果進行討論。效率提高了一倍。

故事4：流程可視，讓審批有跡可循

審批，是管理層的一個痛點。審批依據在哪裡？可能要把員工叫過來，整體彙報一遍。IT資訊多審批流程上的可視化
工作，這裡舉兩個例子。
1.色樣BOM單變更歷史版本對比
在樣衣開發過程中，BOM經常會變的，而且會牽涉到多個部門之間的溝通。很多時候到下一個部門，一個流程到下
一個部門的時候，他不知道上一個部門改了什麼，甚至到管理層去審批的時候也不知道變了哪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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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部門就思考，能否讓系統做記錄員，記錄下每個部門的修改足跡？
經過努力，為了讓每個部門修改的內容區分開來，設計了如下頁面：

左邊是這一版本的BOM，右邊灰色的是上一版本的BOM，更改的部分用紅色高亮出來，這樣就很清楚這個流程變了
哪些東西。

2.店鋪拓展利潤試算
每一個門市開之前，都會對利潤進行試算，首先需要營運和拓展將一些開店的基礎數據（包括預估的數據）全部進入
系統裡面去。原先這些信息進去之後，到財務那邊，打開表格，把資料填到Excel裡面去，然後算出一個利潤，看這
家店開設賺不賺錢。不賺錢，反過來再找對應的要找誰溝通。
思考：溝通的過程，能否線上自動化解決，同時兼顧財務數據的安全性？
經過資訊部的努力，為了方便做開店試算和溝通需求，設計了如下頁面：

財務只需要填寫表單資料，點擊「利潤計算」，一鍵就把整個利潤全部測算出來，賺不賺錢，甚至細到科目的資料都
算出來了，如圖：

不僅如此，既然是試算，就要有試的功能，所以對每個科目對應的內容允許做調整，調整後利潤即可相應變化，這樣
小小的動作提升了開店利潤試算的效率。

衣架內最流行的報表軟體

前面講的都是帆軟的報表的應用，帆軟FineReport報表本身是一款非常優秀的報表與BI系統工具，衣架內部的使用率
非常高，日均訪問次數在2000-3000之間，下圖是訪問統計：

資訊部也開發了很多的報表，數量在100張左右，並且數量還在增加：

東方國際創業品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衣架」，在帆軟FineReport的報表工具平台上，跑出了獨特的身影，堅持
使用者思維，讓數據的價值，沉澱到企業管理中，固化成企業的數據生產力，這，遠比做一兩張報表，意義深刻的多
。期待2018年的衣架，發生更多這般樸實的故事，在企業數位化的潮流中，邁開堅定的步伐，更上一層樓。

「當衣架遇見帆軟，是美好的，也是充滿激情的，更是腦洞無限的。」
——上海東方國際衣架品牌資訊部經理 邵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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