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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时装周活力指数服务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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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都市产业的发展逐渐聚焦在时尚产业上，本文全球时装周活力指数服务系统，依托新华社全球信息采集网络

和国家金融信息平台资源优势，全面整合银联数据、三大运营商数据、企业财报数据等数据资源，通过数据清洗、数据模型处

理等技术，形成指数化、结构化、标准化数据，完成了系统总体结构及功能模块设计，最终为管理机构、企业及个人提供一个数

据可视化平台。 该系统实现了全部信息的采集、处理、可视化，为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全新模式，对传播时尚潮流文化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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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在时下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经济发展日益全

球化，创意经济的概念日渐走入大家的视野，可以说

是世界经济的根源，创意产业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显

得极为重要，尤其是当下发达国家都在追求知识经

济，带动创意阶层迅速崛起。 而时尚产业作为整个

创意产业的核心，可以有效推进城市发展，提高城市

影响力。 时尚产业提升了城市的创新能力、减少能

源消耗，全面增强整个城市的产业竞争力［１］，而且

对城市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区域

的时尚产业根植于当地的文化，展示出城市的精神

建设与文化底蕴。
纽约、米兰、伦敦、巴黎、东京为世界五大时尚之

都，其时装周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发达的时尚产

业、独特的时尚文化，为其带来了丰富的经济效益与

时尚话题热度，反映了较为强大的都市软实力，也令

这五大城市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品牌，令人极

向往之［２］。 而国内的上海、北京、广州、青岛等城市

也已经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时尚产业。 时装周展示了

该国的经济效益、产业特色以及文化风格，通过研究

时装周的发展历程，分析发现一个目前需要解决的

问题———如何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时装周的活力指

数？ 是哪些因素导致时装周活力的差别？ 是否能通

过某些举措提升某些地区的时装周活力指数？ 针对

这些问题，研发设计出了一种全球时装周活力指数

服务系统。
１　 系统需求分析

全球时装周活力指数服务系统，以“时尚来自

大众服务大众”为理念，以“时尚活力生态链”的发

展为逻辑主线，从企业服务、时装周监测和消费者洞

察等维度，以全球时装周活力指数体系为标准，研发

一套集数据分析、管理监测和可视化为一体的大数

据指数服务系统［３－５］。 为时装周相关参与机构、企
业和消费者提供立体化综合服务支持，满足不同受



众的信息需求。
１．１　 系统用户分析

根据产业链管理理论，形成时装周产业价值链

管理理论、时装周产业组织链管理理论和时装周信

息链管理理论，则时装周服务系统需面向时装从设

计到销售的全产业链信息管理，且将与系统相关人

员分为：
（１）普通用户：关注时装周的大众消费者、设计

师、时装零售商。
（２）系统管理人员：数据采集人员、数据维护人

员、技术服务人员以及系统维护人员。
不同的用户对系统有着不同的需求：
（１）普通用户：大众消费者、设计师、时装零售

商期望通过该系统获取最近时装周的基本信息、时
尚潮流趋势以及时装的预测价格。

（２）系统管理人员：数据采集人员、数据治理人

员、技术维护人员等，负责系统数据的采集、数据的

清洗治理、软硬件系统的研发和维护、系统的使用说

明等工作，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实时有效地为用户

提供数据服务。
１．２　 系统功能需求分析

本文设计的时装周服务系统，其功能主要包含

以下 ４ 个方面：
（１）数据采集：数据是否可以实时全面的采集，

对预测时装周的时尚影响力尤为关键，利用三大运

营商数据、企业财报数据、问卷调查以及网络上的

Ｐｙｔｈｏｎ 爬虫获取数据，实现对时装周产业各个关键

点的数据抓取，并按照一定数据分析规则进行数据

归类形成数据库文件。
（２）数据处理与存储：在数据处理方面，对经过

数据质量检查后的数据通过转换、衍生、规约等操作

进行数据预处理，确保采集数据的质量，并将其按照

规定的数据格式存入数据库中。 一般在 ＭｙＳＱＬ 数

据库中存放结构化的数据；在数据存储方面，通过数

据建模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分类存储，将时装周的影

响进行抽象化处理。
（３）数据信息服务：结合信息管理、各个时期的

理性元素特征以及流通环节信息的管理，实现基本

信息的统计分析，将数据的分析结果通过可视化功

能更加直观地展示给用户。
（４）数据可视化展示。 对此可表述为：
① 数据图表模块：数据可视化部分将采用直

观、灵活、多样的前段数据图形展示方案，图表类型

根据需求可选择柱状图、折线图、地理图、雷达图、热

力图、关系图、日历图、数据表格等。
② 文字报告模块：系统将通过预先设置的报告

模板以及显示规则自动生成报告内容，授权用户可

在线查看报告内容或下载 ＰＤＦ 版报告。 文字版报

告格式将自动完成目前人工编写的报告内容，彻底

将优质人力从重复性工作中释放。
１．３　 系统性能需求分析

（１）用户交互功能。 将数据以实时、直观、多方

位的效果展示给用户，集数据图表展示、导出等功能

于一体。 将时尚以数字化的形式展示给用户，更加

直观，且提高了关键信息提取效率，提升用户体验感

满意度，使用户轻松了解时尚趋势。
（２）系统权限控制功能。 为了设计出一款个性

化服务系统，针对不同用户提供不同个性化服务，需
要不同数据和功能对应不同用户人群，因此必须做

好系统权限的控制，保护数据以防外露。 时装周活

力指数服务系统实现全产业链信息化管理，将数据

处理的各大流程与产业链涉及到的环节信息有机结

合起来。
（３）高效的数据处理性能。 本文的数据存储方

式是将关系型数据库和非关系型数据库相结合，为
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本文采用了数据质量分析和数

据插补技术，在数据挖掘与分析过程中，采用相关分

析、预测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进行，合理有效的

数据存储、预处理和分析可以大大提高数据的处理

性能。
（４）良好的可扩展性和开放性。 本系统采用相

对独立的模块化设计，降低了系统内部的相互依赖

性能，有利于复杂系统的简化与改进，提供了一个开

放可扩展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并且全面覆盖了时装

周产业的业务。
１．４　 系统的目标

全球时装周活力指数服务系统，以全球时装周

活力指数体系为标准，研发一套集数据分析、管理监

测和可视化为一体的大数据指数服务系统。 系统目

标如图 １ 所示，该系统将基于位置大数据，跟踪时装

周的人流、车流、消费流、客群画像及舆情等信息，为
时装周活力的提升提供数据基础，为时装周相关参

与机构、企业和消费者提供立体化综合服务。
２　 系统总体框架设计

全球时装周活力指数服务系统的总体框架流程

如图 ２ 所示。 该系统依托新华社全球信息采集网络

和国家金融信息平台资源优势，全面整合银联数据、
三大运营商数据、企业财报数据等数据资源，通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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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洗、数据模型处理，形成指数化、结构化、标准化

数据［６］。 最终为管理机构、企业及个人提供一个数

据可视化平台。

今年的流行趋势？
设计怎样的服饰才能更亮眼？
卖什么样式的服装最赚钱？……

综合
服务

系统

用户

功能模块

大众
消费者

时装
零售商设计师

功能模块 功能模块

图 １　 系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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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视化展示

数据信息服务功能

数据存储与处理

数据采集
（数据来源：三大运营商、
互联网、问卷调查、用户
访谈、统计数据……)

图 ２　 总体框架流程图

Ｆｉｇ． ２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

３　 系统功能设计

全球时装周活力指数服务系统的功能结构设计

可阐释分述如下。
３．１　 数据采集子系统

数据采集子系统主要包含数据填报模块、批量

导入、通用接口和数据抓取三个模块，设计结构见图

３。 数据填报，包括采集点数据填报和问卷调查两大

类。 其中，批量导入，将历史数据、大量外部数据可

由人工简单整理后通过批量导入功能录入系统。 通

用接口，由于所需数据的多样性，根据所涉第三方系

统建立特定接口，比如三大运营商数据需要实时接

入、计算、展示时，也应通过此模块接入。 数据抓取，
随着对基础数据需求的增长、范围的扩大，来自互联

网的数据也将作为重要的数据源，通过数据抓取技

术，可实现对特定网页中的内容进行定时抓取。

自助建表

原始数据数据审核数据抓取
批量导入

图 ３　 数据采集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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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数据计算子系统

数据计算子系统包含数据处理、模型计算、数据

实时发布、数据挖掘和数据预测模块。 其功能设计

结构见图 ４。

对关键指数进行
走势分析和预测

流式计算模式
实时更新

建立数据关系

清理修正数据

调用模型对数据
进行计算

数据预测

数据挖掘

数据实时发布

模型计算

数据处理

数据

计算

子系统

图 ４　 数据计算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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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数据展示子系统

数据展示子系统如图 ５ 所示。 系统中包含数据

图表和文字报告模块。 其中，数据图表方面，数据可

视化部分将采用直观、灵活、多样的前端数据图形展

示方案，图表类型根据需求可选择柱状图、折线图、
地理图、雷达图、热力图、关系图、日历图、数据表格

等。 文字报告方面，系统将通过预先设置的报告模

板以及显示规则自动生成报告内容，授权用户可在

线查看报告内容或下载 ＰＤＦ 版报告。

图表展现

文字报告
指数数据

图 ５　 数据展示子系统

Ｆｉｇ． ５　 Ｄａｔａ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４　 服务系统应用

４．１　 指数数据

本文以时尚数据、媒介数据、消费数据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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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模型，采用层次分析法［７－８］ 解析全球时装周活

力，为客观评价全球时尚产业提供了量化分析工具，
填补了该领域空白，评价指标体系如图 ６ 所示，通过

调查研究，本文将时装周活力指数的一级指标设定

为时装周影响力、时尚引领力、设计成长力、商业效

益转化力和大众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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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活力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Ｆｉｇ． ６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４．２　 应用实例

以全球时装周活力指数服务客户端为例，软件

使用流程为：打开客户端应用程序，输入用户名和密

码，以默认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号登录，登录界面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　 登录界面图

Ｆｉｇ． ７　 Ｌｏｇｉｎ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本文时装活力指数服务系统采用 Ｂ ／ Ｓ 架构，在
访问中，通过请求浏览器来响应服务器的模式，以不

同人员不同接入方式进行，通过浏览器访问 Ｗｅｂ 服

务器中的时装周相关文本、图像、视频、数据等信息，
统计时装周数据，充分有效地保护数据的一致性，控
制系统管理访问的权限。 本系统通过活力指数构建

评价模型，能够准确、及时、有效地反映时装周的综

合实力。 种种数据表明该系统在时装周产业中处于

优势地位，发挥了巨大作用。 图 ８ 为系统访问操作

界面，通过三大运营商、问卷调查、社交网络数据进

行数据抓取，图 ９ 为数据图表展示界面，可以通过此

界面了解时装周活力指数排名、时尚界企业活力及

品牌活力。

图 ８　 系统访问操作界面

Ｆｉｇ． ８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ｃｃｅｓ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图 ９　 数据图表展示界面

Ｆｉｇ． ９　 Ｄａｔａ ｃｈａｒｔ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５　 结束语

利用时装活力指数服务系统，提升全球时装周

品质，促进各大时装周快速、健康发展，该系统将以

全球时装周影响力为根本，以经济利益为关键指标，
紧紧围绕群众满意度与产品认知度，有效整合各方

数据资源，为时装设计师、时尚周边企业、各大服装

服饰协会，提供高端、全方位的数据信息服务和决策

研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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