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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消费领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国外服饰需求增

大，但消费者在跨境电商购买服饰时存在退货率高的现状，其主要原因是收到的服饰

试穿后达不到预期效果。为解决此问题，提高消费者和卖家在跨境电商交易成功率，

本研究探究 VR虚拟试衣技术在跨境电商的应用与商业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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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main contradiction in our society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consumption,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s, the 

demand for foreign clothing increases but there exists a high rate of return for consumers in 

cross-border e-commerce shopping apparel.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goods received after 

trying cannot achieve the desired effect.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and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customers and sellers in cross-border e-commerce transaction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fitting technology in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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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虚拟现实技术在服装行业中的发展 

虚拟现实技术（英文名称：Virtual Reality，缩写为 VR），又称灵境技术，是 20

世纪发展起来的一项全新的实用技术。虽然专家们的定义也各不相同，但有一个普遍

的定义是：VR就是让使用者在人工合成的环境里获得“进入角色”的体验（Firth，2013；

Faisal，2017；Anderton，2016）。VR应用在很多场景。例如：遥操作（Taleoperation）、

科学数据可视化（Scientific Data Visualization）、空间考察（Space Survey）、通过计

算机的协同工作、教育、训练以及娱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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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以及消费者在跨境电商中购物需求，VR虚拟试衣这一

想法随之提出，成为一个新的科学技术领域。VR虚拟试衣基于我国虚拟现实产业快

速发展的基础（中商产业研究院，2020），在服饰销售中的创新应用，即用户实际上

并没有试穿衣服，但在虚拟的环境中却可以看到试衣效果。 

 

1.1 在服装行业来看 

目前服装行业盛行，除了门店，更多的是网店以及直播的潮流方式进行销售衣

服，因此网购服饰成为主流。但网购服饰面临尺码是否合身、实物与图片是否相符、

试穿效果等问题，同时也越来越多消费者进行跨境消费，未来服装行业必要向网络发

展，而网购服饰遇到的问题将逐步解决，VR虚拟试衣则是解决该问题一个出口，因

此，VR虚拟试衣在未来将呈上升发展趋势（前瞻商业，2019）。 

 

1.2 从 VR虚拟试衣系统来看 

目前已有的虚拟试衣系统，一般都由三维人体测量技术、数字化试衣人体模型、

衣片的交互式缝合和虚拟三维试衣仿真等技术构成，为了让 VR 虚拟试衣系统可以

让人真实感受到服饰面料和试穿效果，虚拟试衣系统的面料仿真是研究的难点和热

点；而使用者体型如何精准的投映在设计的 APP上，则是另一个难题。目前市场上

有许多 3D试衣间，使用者进入应用后选择与自己体型相近的模特，并进行换穿试衣

切换不同背景进行效果展示（胡万月等，2014；张雯，2016；姚怡等，2014）；但应

用中服饰有限，模特的体型和使用者自身也有一定差异，无法达到较高的试衣效果，

因此 VR虚拟试衣研究有一定的技术需求。 

要想知道虚拟试衣的技术需求，首先需要了解 VR虚拟试衣系统的原理：首先需

要获取顾客身体的详细数据，这可以用过两个方法，第一种是可以通过立体视觉原理

来获得顾客身体的信息，而另外一种是通过系统给顾客提供的测量方法，来收集顾客

提供给你的各种身体信息（比如身高、体重、胸围、肩宽、腰围、臀围等），然后以

此为基础，构造顾客身体的三维人体模型；其次用计算机来存储服装效果图像，建立

样衣库，顾客可按自己喜好来选择款式，之后通过计算机图像和图形学原理，从而显

示出顾客人体三维模型的立体效果图（朱光宇，2008；黄灿义，2010；张晓丽等，

2016）。故要真正实现网络虚拟试衣系统，技术需求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 

 

1.2.1 三维人体建模 

由原理可知三维人体模型是通过输入人的各项身体数据，或利用一些特定的仪

器测得详细数据，然后利用计算机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得到我们想要的人体模

型，这其中涉及的庞大的计算量，与计算机的性能息息相关。 

 

1.2.2 建立样衣库 

样衣库可以事先在操作员的干预下完成，用计算机来存储服装效果图像建立。把

样衣图象分成网格，生成的网格结构既要保持样衣的皱褶、影调等三维信息，还要能

体现样衣的总体结构和模特的体形信息，样衣模型的数据结构用有限的方法，在样衣

上选择有限个关键点，自动地形成样衣的网格（郑永红，1996）。 

为了更好体现顾客的试衣效果，模特穿的样衣还必须进行调整，以适应顾客的身

体尺寸。为此，对样衣库中样衣的网格模型进行变形，保持网格的数目不变，只使网

格的形状加以变化，再逐网格地将样衣图像映射到新的网格模型上，形成新的服装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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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增加服装设计功能 

当顾客对已有的服装风格不满意时，可以通过线上互动请设计师为其设计服饰，

还可以自己参与设计。进行服装设计时，可选取面料，然后传到替身模特身上进行修

整剪裁；设计好衣服后可以上传到样衣库里，然后联系设计师定做。利用三维服装虚

拟试衣系统，可以在服装制作完成之前就看到着装效果，既可以帮助设计师更好地构

思设计，又可以让顾客根据着装效果，方便快捷地做出最理想的选择，一举两得；而

且系统也将根据消费者选择的服装款式风格，自动匹配并呈现最合适的设计。要实现

这样的功能，就需要在布料仿真上下功夫，通过 3D仿真技术，设计出模拟效果好的

布料（于明媚，2016）。 

 

1.2.4 提高真实感，模拟实际穿着效果 

这个是最关键的一步，也是虚拟试衣系统所需要实现的最基本的功能，甚至可以

说可将其用来评定试衣系统好坏的标准。一个好的虚拟试衣系统，需要让顾客体验在

不同环境下的试衣效果，需要通过计算机来模拟灯光和背景色，从而给顾客造成一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其次还应该可以显现服装的面料悬垂性，随运动的光泽变化及褶皱

等。 

 

1.2.5 关于服装的手感模拟 

除了前述问题外，还有衣服的面料问题。有些人购买时觉得很满意，但回家试过

后却退了回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服装的面料不符合期待，故需要这方面的技术

支持；随着时代进步，无法想象到的远程接触面料或将成为现实。通过查阅资料可得，

利用 3D Touch 技术，通过 Phantom，使用者可以用人的感官感觉到虚拟 3D 对象，

而 Phantom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努力研发的成果，代表了 Sensable Technologies

研究的重大突破性成就（梁大秀，2017）。如果可以实现，那么必然会使得 VR虚拟

试衣系统更加完善的同时，也可解决消费者网上购物的一大困扰。 

 

1.3 从 VR虚拟试衣与跨境电商平台相结合来看 

目前来看，网络购物是大势所趋，将 VR虚拟试衣与跨境电商平台相结合，可以

让消费者在网上购物的同时，实现网上亲身体验试衣效果，有利于提高电商交易成功

率，降低退货率，提高消费者满意度，推动跨境电商的发展。 

 

2. 虚拟试衣在跨境电商中的应用目的 

为了解决跨境电商中，消费者在网络购物收到实物上身效果与预期不符，降低了

购物的愉悦心情，增添退换货的问题，提出 Fantasy Showing（FS）虚拟试衣 APP是

结合 VR技术，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进行试衣的虚拟试衣 APP，实现所见即所得，

可以看到消费者本人的三维立体模型试穿效果。目前市场上也有某些网购 APP提出

类似想法并做出实物，但体型较大的仪器设施携带不方便，而且消费者并不了解该功

能，更没有机会接触和使用。FS虚拟试衣 APP可通过简单换装操作进行试衣，如此

一方面可以提高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二方面可以减少退换货，降低商家运营成本。 

 

3. 基于 TAM模型的满意度分析 

3.1 调查目的 

本研究调查消费者通过跨境电子商务购置服饰时的体验满意度，以及对于 VR虚

拟试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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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调查对象 

有过跨境电子商务购物经验的消费者，以及跨境电子商务的从业者。 

 

3.3 调查时间 

2020年 3月 20日～2020年 3月 31日。 

 

3.4 调查问卷设计 

根据消费者对跨境电商虚拟试衣的满意度，本研究基于 TAM（技术接受模式）

将问卷分成四部分，共 25个问题。技术接受模型（TAM）是运用理性行为理论，研

究用户对信息系统接受时所提出的一个模型。该模型来源于态度理论和理性行为理

论（TRA）（Fishbein，1963），而 Davis（1986）在 TRA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技

术接受模型（TAM），该模型认为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影响态度的两大重要

因素。目前 TAM已经广泛运用于公司管理以及基于互联网的远程教育、购物、游戏

等领域。 

TAM模型旨在研究信息系统使用者，在经过一段时间与系统的交互后，对该信

息系统的接受情况，得出个人的信念因素与个人的使用态度、使用意向及真正的使用

行为间的关系（Davis，1989；Garcia等，2016；陈子菊等，2018）。TAM模型的研

究重点是如何通过提高某一特定技术的有用性和易用性及其他特性，来增强用户的

使用意愿。因此我们采用 TAM模型来研究消费者对 VR虚拟试衣的使用态度和使用

意向，从而设计出更完善的 VR虚拟试衣设备。 

 

 
资料来源：媒数微信公众号 

图 1. TAM模型 

 

3.5 调查方式 

本研究采取随机的问卷调查，通过各大跨境电商相关微信公众号以及与跨境电

商相关的微信群发放问卷。问卷调查发放到以下微信群调查：第三届跨境电商运营年

会、紫鸟若亚−莆田大会、2019年合规−跨境电商盛典、厦门跨境电商交流基地、福

建省电子商务协会理事单位群、福建省电子商务协会 6 群、FJ 省电商协会一群、FJ

省电商协会二群、FJ省电商协会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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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调查内容 

本研究主要调查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们，对于 VR虚拟试衣的了解和看法，

以及对于虚拟试衣类平台的需求；除此之外，还调查人们对于 VR虚拟试衣在跨境电

商中起到作用的看法。 

 

3.7 调查结果 

TAM理论认为决定消费者购买态度的主要因素来自于消费者的感知，而感知有

用和感知易用决定了消费者是否购买，因此提高消费者购买意愿应提高消费者的感

知，而 VR虚拟试衣在不用去实体店的情况下，让消费者在跨境电商购物中大大提高

了感知；同时依据 S-O-R（刺激-机体-反应）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反应是在外部刺激的

作用下产生的，消费者在接受 VR虚拟试衣时受视觉刺激，也就是试衣效果良好的感

知刺激后，进行跨境电商购物的反应（柴寿升等，2019）。 

从回收的 224份调查数据可中得出，跨境电商主要参与者年龄段处于 18~39岁，

其中 34.82%的职业是外资/合资企业的普通员工，该年龄段的消费者有一定的经济能

力去进行跨境购物（新浪科技综合，2018；悦悦，2020；钟声，2020）。而对于 VR

虚拟试衣 47.77%的人来说是比较有吸引力的，且 80%左右的人较同意 VR虚拟试衣

可以解决跨境电商中关于尺码不符合、实物与图片不符合、颜色不适合、退换货麻烦

等问题，同时 51.31%的人认同 VR 虚拟试衣可以增强在跨境电商的购买欲。由此可

以看出 VR 虚拟试衣在跨境电商中占据一定的市场和吸引力（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

中心，2019；彭启远，2014）。 

从消费者满意度的角度分析：45.09%的人认为使用 VR 虚拟试衣可以带来更真

实的购物体验感；46.42%的人认为使用 VR 虚拟试衣时感觉十分愉快；45.09%的人

认为自己会尝试 VR 虚拟试衣；52.24%的人会对 VR 虚拟试衣产生兴趣；47.77%的

人认为 VR 虚拟试衣是一款不错的技术；52.23%的人认为使用 VR 虚拟试衣由于有

更直观的试装效果，因此可以提升服装搭配能力（经明莲等，2018；孙晓晨，2011；

艾媒网，2019；艾媒咨询，2019）。 

综上所得反映出消费者在 VR虚拟试衣的满意度良好，且 VR虚拟试衣在市场上

有一定的需求。 

 

4. 市场需求分析 

随着信息科技的进步，在习主席提出并建设“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下，跨境电商

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目前跨境电商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消费者在网上

购物的过程中只能看到物品的图片、数据以及材质等信息，这与实物还有一定的差

距；尤其是网购服饰，因此消费者经常出现退货、换货等现象。 

若商品只能以二维图片的形式展示，消费者无法对其进行深入了解，或者收到货

物与预期不符合，退换需要付出较高的邮费，那么将客户导致购买欲望下降，从而制

约了跨境电商交易的成功率。所以提出 VR虚拟试衣给客户带来一个虚拟试衣间，首

先借助网络摄像头识别人体数据，之后客户输入自身形体数据，两个数据结合配对出

最相近的模特模型，再根据客户自身调节肤色和发型，并且进行脸部替换；戴上 VR

仪器就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衣服试穿的效果。 

在跨境电商发展过程中，能够保证打造自由、开放、通用以及惠普全球贸易平台，

在互联网支持下让全世界连接在一起。今后跨境电商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占据的贸易

市场份额也更大。iiMedia Research数据显示，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增长迅速，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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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在 2020年达到 12.7万亿元（艾媒咨询，2019）。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国民消费

的升级，带来用户对于产品质量和产品种类的要求提高，而跨境电商平台能满足消费

者对高品质商品的追求、需求发展以及国际之间物流链的完善，推动着跨境电商交易

规模逐年增长。 

 

 
资料来源：《2019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市场研究报告》 

图 2. 2016-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及预测 

 

其次，跨境电商服装行业在近几年总体呈逐年增长态势。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整

理的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有 76.9%的消费者购买服装是通过线上渠道，且 60.9%

的购买者更加注重衣服的款式；该数据同时显示，60%左右的消费者更注重服饰的质

量和款式。就该情况而言，我们需要就此需求结合新技术，设计出 VR虚拟试衣，从

而提高网络服饰购物的交易成功率，降低退货率（前瞻产业研究院，2020）。 

 

 

资料来源：《2020年中国服装电商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图 3. 2019年中国消费者购买服装渠道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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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20年中国服装电商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图 4.中国消费者网购因素关注因素分布情况 

 

5. 在跨境电商市场应用现状 

5.1 中国 VR市场规模 

近年来，我国虚拟现实产业快速发展，相关关键技术进一步成熟，在画面质量、

图像处理、眼球捕捉、3D声场、机器视觉等技术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工信部电子信

息司表示，今年 5G牌照的发放，为虚拟现实技术在更广泛领域的应用开辟了新天地，

预计 2021 年我国的虚拟现实市场规模将达 544.5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91.2%（新

华社，2019）。 

如图 5所示，2015年开始我国 VR 市场规模迅速增长两年后，增长速度急速下

降，在 2020年迎来第二个爆发期。2015~2017年是 VR虚拟试衣在中国兴起阶段，

投资者把目光转移到新鲜技术上，因此 2015~2017 年 VR 市场规模呈现迅速增长的

现象（中商产业研究院，2019）。而随后行业技术不够成熟无法满足客户需求，在设

备上还不能提供出良好的体验，且许多客户带上 VR头套设备会头晕，体验感较差；

其次 VR 产品设备价格昂贵，对于客户来说性价比不高并且体验感较差；最后由于

VR产品所涉及的领域较窄，例如：游戏、虚拟游乐场等，没有设计出有新鲜感且有

创意的内容，无法持续吸引客户，因此在 2017 年 VR 市场规模增长速度急速下降。 

近四年来 VR行业不断开拓市场，在教育、文化、健康、购物等领域都有了较大

的进展，因此 VR市场规模目前又呈现迅速增长趋势。随着 5G的诞生，其将推动 VR

技术的发展，5G技术将降低 VR设备的硬件负担，提高 VR设备的视觉处理效率，

提供良好的客户体验，VR市场正逐步前进。 

 

5.2 市场应用 

5.2.1 新冠疫情对 VR虚拟试衣影响 

2020 年新冠疫情使许多人无法出门实现商场户外购物，但这并未阻止电子商务

的发展，此时直播带货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消费者的需求促进了直播带货的发展。服

饰行业也跟随潮流加入直播行列中，真人模特现场试穿服装并现场互动，直接冲击消

费者的内心，仿佛在商场购物般增加消费者购买欲。在直播火爆的情况下，依然有着

较高的销售量，同时也存在着较高的退换货率，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直播间的灯光、镜

头等衣服外观影响较大，客户收到货物时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而退换货；其次，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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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模特通常有着标准身材，消费者看到模特穿着好看但却忘了考虑自身体型，因此

收到货物时并不符合预期。总体而言，即使是直播服饰带货由模特现场试穿，也还是

没有解决网络服饰购物存在的根本问题，因此 VR虚拟试衣需求迫切。 

 

 
资料来源：《2019年中国虚拟现实（VR）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预测》 

图 5. 中国 VR市场规模 

 

5.2.2 VR虚拟试衣与 APP结合所面临的问题 

目前市面上已存在几款较为知名的虚拟试衣，但他们皆存在一些问题。 

 

（1）淘宝 

从本质上来说，淘宝的虚拟试衣不是依托于虚拟模特实现试衣服的技术，而是反

其道而行，将用户想要购买的衣服，制作成可以 360°旋转的三维模型，让用户在选

购的时候，可以拉近拉远旋转视角，查看各种想要获知的细节。从定义上来说，说它

是虚拟试衣，倒不如称其为虚拟看衣。 

 

（2）京东 

相对于淘宝的 360°看衣，京东的虚拟试衣就要高级很多。因为京东和英特尔达成

了战略合作，用户通过自拍头像上传，并输入参数来对自己的人物进行建模，在建模

后还可以简单微调。不过在虚拟试衣间内可选的衣服数量，相对于京东整体的服装数

量只能算沧海一粟，并且试衣仅能查看正面效果，对于整体试衣效果来说也是大打折

扣了。 

 

（3）优衣库 

相较于前述两家，优衣库明显打造了一个不同的风格，既不是虚拟看衣也是仅看

正面的虚拟试衣，而是将原有的 2D模特展示进行了 3D渲染，并且不能上传自己的

头像，仅能使用原有的模特头像。这样的试衣体验，让用户可以自由搭配挑选的服装，

而衣服是否合身，是否可以匹配自己的长相，就只能靠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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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日新款 

在App store中搜索虚拟试衣，根据搜索提示出现的第一位是每日新款虚拟试衣。

每日新款的虚拟试衣，是将原有的模特展示图片进行抠图处理，用户可以通过摄像头

或者选取照片，进行替换来虚拟试衣，但是 2D虚拟试衣和现在真正的 3D虚拟试衣

比较起来短板也很明显，娱乐性大于实用性。 

 

在传统渠道下，用户可以直接观察到衣服的细节、材质，根据自己的身材选择衣

服的尺码，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衣服款式的搭配。传统渠道解决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材质、身材、尺码、搭配。而在目前的虚拟试衣中，淘宝解决了材质问题，京东解决

了身材问题，优衣库解决尺码问题，每日新款解决了搭配问题，他们都没有达到用户

真正想要的虚拟试衣效果，而且使用成本高局限性大。 

相比之下，VR虚拟试衣结合以上的优势，避免了劣势。VR虚拟试衣不仅是 360°

看衣，更能够 360°观看试衣效果，且给用户所展示的模特是通过对用户所上传的数

据、照片等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后，呈现出服装与模特 1：1 的试衣效果展示。在 VR

虚拟试衣 App上，具有搭配推荐以及具体的服饰材质信息；VR虚拟试衣更加真实的

解决了用户在跨境电商中购买服饰遇到尺码、搭配等一系列问题。 

 

5.2.3 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 

目前已有的虚拟试衣系统主要是由三维人体测量技术、一片的交互式缝合和虚

拟三维试衣仿真等技术构成，近些年来仿真技术的提高，也将有助于 VR虚拟试衣的

进一步发展；同时移动终端的虚拟试衣系统也在不断完善。目前我们常见的还是一些

换装类手游，但是这些游戏的人物与服饰，与现实有着较大差距；但是随着技术发展，

我们可以在完善的 VR 虚拟试衣上结合手机软件两者互通，打造出 VR 设备与 App

一体化的效果，让使用者更方便快捷地实现虚拟试衣，提高消费者的网购效率，降低

网购退货率。 

 

5.3 VR虚拟试衣的技术需求 

建设 VR虚拟试衣系统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5.3.1 功能升级 

将 VR虚拟试衣的功能建立到跨境电商平台以及电子商务平台上，VR体验将从

App上进行设备连接。 

 

5.3.2 人体三维建模 

三维建模是为了构建出与消费者本身较贴合的 3D 人体模型，能够在 App 上展

示，让没有购买 VR设备的消费者，也能够看到较贴合自己人体模型的试衣效果。通

过拍摄用户头部照片获取五官数据，建立头部三维模型；并通过输入用户的身高、体

重、体型类别、腰围、臀围等数据，建立用户人体模型。该方法建立的人体模型形象

较为自然，无违和感，且身体维度较多，可较为真实地呈现试衣效果。 

 

5.3.3 面料仿真技术  

面料仿真技术是突破 VR 虚拟试衣的一大难题，如何展现出最真实的服饰垂悬

感和曲面光泽感等。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和三维图形，显示硬件的

飞速进步，计算机三维面料仿真技术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仍未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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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圈高簇绒地毯外观的三维仿真。随着三维图形技术的发展，织物结构和外观

的三维模拟成为近些年来研究的热点，借助 DirectX、OpenGL 等开发工具，

把织物的光照和材质因素引入织物三维结构模型中，可以实现机织物外观的

三维模拟。 

（2） 真实穿着在人体上的服装面的动态三维仿真。首先是通过对织物的性能和各

种物理模型的分析，采用质点−弹簧模型，并对其进行改进得出了相应的动力

学方程。接着分析各种数值求解方法，选用四阶龙格−库塔法对微分方程进行

求解，获得织物在三维空间中的运动形态。 

（3） 基于自适应龙格−库塔方法的柔性织物仿真。采用经典的弹簧−质点模型，分

析织物的运动微分方程，并采用自适应的龙格−库塔方法求解，实现了对织物

实时的动态仿真，并给出了试验得到的结果。 

 

在未来，虚拟现实产业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1） 云虚拟现实加速。在虚拟现实终端无绳化的情况下，实现业务内容上云、渲染

上云，成为贯通采集、传输、播放全流程的云控平台解决方案。其中，渲染上

云是指将计算复杂度高的渲染设置在云端处理。 

（2） 内容制作热度提升，衍生模式日渐活跃。硬件设备的迭代步伐逐步放缓和 VR

商业模式的进一步成熟，内容制作作为虚拟现实价值实现的核心环节，投资呈

现出增长态势，衍生出体验场馆、主题公园等线上线下结合模式，受到市场关

注。 

（3） 虚拟现实+释放传统行业创新活力。虚拟现实业务形态丰富，产业潜力大、社

会效益强，以虚拟现实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虚拟经济与

实体经济的结合，将给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 

（4） 硬件领域将成为主战场。目前国内的虚拟现实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

明确的领跑者，参与到虚拟现实领域的企业大幅增加，主要集中于硬件研发及

应用配套领域。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将来 VR虚拟试能够得到完善以及推广

应用至跨境电商中。 

 

6. 促进跨境电商商业模式创新应用的对策和建议 

跨境电商的发展，以亚马逊、全球速卖通为例的跨境电商平台，以 B2C模式的

开放平台，通过整合平台服务资源的同时共享数据，为买卖双方服务。目前 B2C商

业模式是通过出口企业，与海外消费者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完成交易的服务，通过电子

支付结算以及跨境电商物流和异地仓储送达商品，实现国际商业活动。收益来源主要

是会员费收入、增值服务、店铺升级、认证、广告以及研究报告收入和金融服务。但

其劣势在于消费者通过简单的平面图，无法更加具体的了解服饰类、饰品类等商品，

且退换货物麻烦。 

随着 5G网络的到来，将加速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VR虚拟试衣能够使消费者

与商家更加直接地进行交流，消费者能够直观感受服饰的款式特点以及试穿效果。结

合当下的直播模式，消费者可以更有效地和商家跨越地域困境进行交流，仿佛是消费

者与商家进行面对面交流的线下沟通模式进行交易。 

近 5 年来跨境电商保持着逐年增长的趋势，对于我国商家想开拓国外市场是一

个有利的局面，但商家必须面对国际文化、运输、国内外需求等因素的差异。借助 5G

利用大数据分析，商家通过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对不同类型消费者乃至个人浏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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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以及购物的记录等数据，能够更加准确的了解到国外不同地区消费者的喜好，配合

VR虚拟试衣设备，从而精准掌握客户衣服尺码，精准推送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降

低退换货率，提高跨境电商交易成功率；对商家来说也能够优化生产线，降低库存压

力。虽然目前 5G技术和 VR虚拟技术尚未成熟，但 VR虚拟试衣是促进跨境电商中

服饰行业发展的重要技术，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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