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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conducting merchandise management on an e-commerce platform, a series of attributes are 
often used to describe the SKU. Typical attribute characteristics can distinguish each item well.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clothing product attributes, and the metadata under each attribute cate-
gory is also very large and has a strong time-varying. However, attribute management for de-
scribing clothing goods lacks perfect metadata support, and problems such as incomplete product 
description and poor comprehensibility often appear. The paper takes the clothing products as an 
example, drawing on the Model Driven Architecture (MDA) proposed by OMG, building a metadata 
model for clothing products attribute management through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UML). 
And this model is applied to the empirical study of the blouse commodity attribute data on an 
e-commerce platform. The constructed model is easy to expand and reuse, and provides theoreti-
cal support for e-commerce platform for commodity attribute data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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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电商平台进行商品管理时，通常运用一系列属性来描述SKU，典型属性特征能够很好地区分每个商品。

服装商品属性种类繁多，各属性类别下的元数据表现体量也非常大，且有较强的时变性。而对服装商品

属性描述缺乏完善的元数据支持，常常出现商品属性描述不完整、可理解性差等问题。论文以服装商品

为例，借鉴OMG提出的元建模模型驱动架构(MDA)，通过统一建模语言(UML)进行服装商品属性描述元

数据建模。并将此建模方法应用于某电商平台女士衬衫商品属性数据的实证研究。构建的模型易于扩展、

复用，为电商平台进行商品属性数据管理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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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天猫、京东、亚马逊等一系列电子商务平台纷纷涌现，吸引众多商

家和消费者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交易。服装类商品一直在电子商务销售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且已成为

热门销售领域。当前，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时已经关注到商品的具体属性，不仅积累了产品级别的体验，

还积累了属性级别的体验[1] [2] [3]。在各大电子商务平台上，服装类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也是越来越庞大，

服装商品属性作为影响消费者感知的重要因素，对其的管理是目前电商研究领域中值得重视的热点之一。 

2. 研究现状 

在信息管理[4] [5] [6]领域中，利用元数据建模，产生不同领域的应用元模型，提供系统的标准化建

模方法和信息表达机制，可以有效提升信息管理的可维护性。同时，应用元模型，建立元模型和模型结

构的约束也能利于信息管理中语言的扩展[7]。在利用元数据模型进行产品数据管理时，基于资源元建模

的产品数据管理框架，将产品视为数据资源，可以识别出产品的特殊性[8]。形成专用于产品服务的通用

元模型，还有助于处理支持决策过程的各种问题，以管理复杂系统(如 PSS) [9]。元建模技术用于面向 LCA
的过程表示时，可以用于产品信息的收集和组织，并确保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和可追溯性[10]。构造需

求的元模型，还能实现产品信息管理生命周期多目标优化[11]。 
在进行电商平台应用和数据管理中，基于模型驱动架构(MDA)建立支持 Web 应用程序开发的电子商

务元模型，确保了语义互操作性，同时可以降低复杂性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创建和维护电子商务网站的工

作量[12] [13] [14]。在 UML 上进行扩展，添加电子商务元模型及数据库建模结构，可以为 Web 开发和数

据库应用实现元数据支撑框架[15]。采用统一建模语言 UML 和元建模语言 MOF，可以定义针对 web 应

用的面向对象建模语言，使得系统更加易于扩展、复用[16]。当前的相关研究中更加侧重实现标准化的描

述方法和通用的技术应用，很多模型追求通用性而缺少对不同商品信息的差异进行区分，另外，商品属

性的种类多，不同属性的元数据表现也缺少具体的实证分析，从而缺乏商品管理元数据支持。 
电商平台进行服装商品属性描述时，存在诸多问题[17] [18]，如商品属性集合不全面，商品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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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乱，极大地影响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商家文化程度不同，对商品结构理解不清晰，常常按照自己的理

解添加商品属性描述，容易出现缺漏、错误标示等问题；对于平台没有提供的属性类目，商家还会通过

商品标题来体现，导致元数据的可理解性差，数据管理成本提高。另外，对服装类商品属性和商品描述

的相关研究较少，无论是理论还是知识运用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周妍和王军[18]引用阮冈纳赞在图书馆

学中的分面分类法，以女装商品为例，建立服装商品属性的分面元数据模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32670 [19]中制定了电子商务交易中服装类商品信息描述的方法。在 2019 年 7 月即将实施的国家标

准 GB/T 37600.13 [20]规定了服装商品核心元数据的统一建模语言描述，但是国家标准中提出的通用模型

描述较笼统、泛化，对不同属性的具体表现还需要另外分析，缺乏较好的元数据支持，无法用于信息化

建设的指导。随着服装商品数据的日益增加，需求的不断变动，应用的规模和复杂度的日渐提高，对于

不同的商品应用传统的通用方法管理会难以维护、扩展。另外，不同属性类别下的元数据表现具有一定

的时代特征，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变化，对其的研究还需要立足于具体的实证数据分析上。 

3. 电商平台服装商品属性描述元建模方法 

对于电商平台的服装商品来说，商品属性是构成整体产品的基本单位，一件服装必须由一组属性组

合而成。商家进行商品描述时运用的属性不仅要与商品本身的性质有关，而且要能够与买家查找、挑选

商品相联系。那就需要建立高效的元数据框架来对复杂多样的商品属性进行分类与管理。在论文中，以

服装商品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服装商品属性描述元数据建模。 

3.1. 元数据建模元层次 

电商平台在进行商品信息及其属性的管理时，对于不同的商品，除了商品特殊属性的管理外，对其

他属性的管理要更加易于扩展、复用也是我们在进行服装商品属性管理值得重点考虑的。因此论文在建

立电商平台服装商品属性描述的元数据模型时，借鉴 OMG 提出的元建模模型驱动架构(MDA)，制定适

用于特定领域的元模型，从而大幅提升数据管理的效率，构建的模型更加清晰的同时又易于后台的商品

数据信息管理。建立电商平台服装商品属性信息管理的模型架构体系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meta-modeling architecture of clothing commodity attribut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图 1. 服装商品属性信息管理元建模架构 

 
在对电商平台的服装商品属性信息进行管理时，元模型层(M2)及模型层(M1)的数据管理是极为重要

的。在元模型层(M2)中，电子商品平台在进行商品数据管理时，服装商品属性种类多，数据繁杂等，没

有统一的标准，需要提出一种规范化的元数据管理模型体系帮助平台进行数据管理。另外，在模型层(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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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于不同商品属性的表现还需要立足于具体商品的实证数据分析上，能够挖掘出具体商品属性元数

据模型区别于通用元数据模型的特殊性，为电商平台商品数据管理及服装数据库等领域提供实证参考。 

3.2. 元数据模型描述方法 

在元数据模型中，用 UML 类图体现商品属性实体和属性元素之间的关系，用类的概念表示属性实

体(商品属性)，用类的属性概念来表示属性元素(商品各属性类别下的元数据表现)。建立元数据模型时，

属性管理元数据模型描述如图 2 所示。将抽象的服装商品属性描述元数据模型表示为三元组 ( ), ,C E A R= 。

其中， 

( )1 2, , , nE E E E=  是实体集合，表示服装商品属性实体； 

( )1 2, ,A A A=  是属性集合，表示各属性实体下的属性元素(元数据表现)； 

( )PR R= 是语义关系集合， PR 表示服装商品属性实体间的聚合关系。 
 

 
Figure 2. The metadata model description of attribute management 
图 2. 属性管理元数据模型描述 

4. 电商平台服装商品属性描述元数据模型 

在分析元模型层的服装商品属性实体时，通过比较当前国家标准 GB/T 37600.13 (2019.07.01 实施)中
对服装商品属性核心元数据的统一描述中，发现有以下几点不足： 

1) 国家标准中提出的是一种通用的商品属性核心元数据统一描述，没有对商品属性描述进行区分，

无法对商家进行商品描述提供指导和帮助。 
2) 服装商品的基本属性有属性缺少的情况，如服装的装饰细节、适用场合、穿着方式、组合形式等

属性。 
3) 商家在电商平台进行商品交易时，相关营销及促销信息也是极其重要的。如 Lee H 和 Shin S 等[21]

的文章中指出，在浏览网站时，消费者可能会遇到特别优惠，不同颜色或理想的设计，这可能反过来引

发购买。Hong H 和 Lee SG [22]强调各种选择，价格或促销以及感官属性是通过互联网鼓励服装购买意图

的关键，且研究的重点是与浏览相关的属性。因此，在提出的模型中加入商品的营销属性。 
4) 对于不同的商品，除了有适用于所有商品的通用属性信息，还有仅适用于该类商品的专有属性信

息，将通用属性及专有属性区分开可以更高效的对商品属性进行管理，也帮助商家与消费者更清晰的区

分开不同的商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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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以上问题，论文以电商平台服装商品为例，提出电商平台服装商品属性描述的元数据模型

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Metadata model of clothing commodity attribute in e-commerce platform 
图 3. 电商平台服装商品属性元数据模型 

 
在模型层，是对元模型层的实例化，主要体现服装商品属性的具体元数据表现。当前没有针对服装

商品属性元数据表现的相关规范化的元数据研究，电商平台上的商家标示商品属性时，常常出现属性乱

用或者错误标示的情况，缺少相关的元数据支持。以女士衬衫商品作为对象，得出的模型层的元数据表

现如图 4 所示(在图 4 中仅列出电商平台进行商品描述时的属性信息，对于商品通用属性中的生产信息、

发布信息、联系信息不在论文讨论范畴内)。在对模型层的元数据表现进行相关研究时，还需立足于当前

电商平台商品属性描述数据的实证分析上。论文将在第 5 章通过具体实证分析为电商平台服装商品属性

描述提供元数据支持。 

5. 电商平台服装商品属性运用实证研究 

在上文中，我们构建了一个有效的元数据模型来对繁杂多样的服装商品属性进行整序管理，但是对

模型层中具体元数据表现的描述还较简略。因此，在该章节中，我们对电商平台中女式衬衫商品属性描

述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了解属性的分布及应用情况，进一步理解元数据模型中模型层的元数据表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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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metadata performance of blouse commodity in model layer 
图 4. 女式衬衫商品模型层元数据表现 

5.1. 商品属性分布 

在当前的电子商务平台上，服装商品属性情况通常以商品标题描述和商品详情情况来体现。通过比

较天猫、京东、亚马逊三个平台对服装商品的描述发现，天猫、京东两个平台的商品详情情况通常以结

构化的方式呈现，而亚马逊平台上的商品详情大多以非结构化的语言描述进行呈现。各平台上服装商品

的商品详情中对服装商品属性的描述也不全面。 
通过网络爬虫爬取天猫、京东两个平台在 2019 年 3 月月销量前 5000 的女士衬衫商品标题和商品详

情情况，经过数据整理后发现，天猫平台服装商品详情中共出现了产品名称、品牌、货号、销售渠道类

型、衣长、材质、面料、厚薄、风格、服装版型、服装款式细节、流行元素、服饰工艺、袖长、袖型、

领型、衣门襟、颜色、图案、尺码、适用年龄、穿着方式、组合形式、年份季节、街头、甜美、通勤 27
个属性类别。京东平台服装商品详情中共出现了商品名称、商品编号、店铺、商品毛重、货号、腰型、

风格、领型、使用年龄、图案、组合规格、主要材质、面料、廓型、流行元素、袖长、袖型、分类、衣

门襟、上市时间、衣长、版型、商品产地、厚度、颜色、尺码、填充物、洗涤方式 28 个属性类别，但是

大部分商家在撰写商品详情时都仅列出 18~22 个左右的属性类别。其中，天猫平台上出现属性类别乱用

且有错误标示的情况，如街头、甜美、通勤三个属性类别应该属于风格中，另外对于服装适用场合、腰

型等多个属性也未进行描述。而在京东平台上，对服装风格的描述进行大量堆积，无法识别商品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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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另外，对适用场合、服饰工艺等属性类别也未进行描述。 
分析各个属性类别下的元数据表现后发现，在服装商品属性描述中，服装图案、服装装饰细节、风

格、流行元素、服饰工艺、袖型、年份季节七个属性变化较大，而其他属性较稳定。同时，服装商品属

性描述有以下几个特点：1) 地域特点。不同区域的服饰由于当地民族文化特点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少

数民族服饰。同时，不同地区的气候特点也不尽相同，如一些紫外线较强地区会凸显商品防晒功能，较

热区域凸显商品吸汗功能等。2) 时代特点。不同时间有不同的风格和流行元素。3) 季节性特点。在各个

季节，电商平台的服装商品有不同的特点，如冬装凸显保暖性，夏装凸显轻薄凉爽。 

5.2. 商品标题属性运用现状 

商品的属性有一定的时变性，不同商品上架时间也不近相同，因此很多商家通常在商品标题中加入

当前比较重要的商品属性来吸引消费者购买，另一方面消费者也更容易从搜索引擎中查找到该商品。在

此次实证研究过程中，爬取天猫平台上 2018 年 9 月、2018 年 11 月、2019 年 1 月和 2019 年 3 月四个月

女士衬衫类商品销量前 2000 的商品标题信息，分析商品标题中的属性运用情况。通过结巴分词统计商品

标题中的商品属性，以商品属性作为关键词，运用 CiteSpace 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共现分析，得出 2018 年

9 月、2018 年 11 月、2019 年 1 月和 2019 年 3 月四个月的商品标题中商品属性聚类共现网络图谱如图 5  
 

       
(a) Sep.2018 (2018 年 9 月)                                 (b) Nov.2018 (2018 年 11 月) 

       
(c) Jan.2019 (2019 年 1 月)                      (d) Mar.2019 (2019 年 3 月) 

Figure 5. Attribute distribution clustering network diagram of blouse product title 
图 5. 女式衬衫商品标题属性聚类共现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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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从图中可以发现商家在撰写商品标题时，常用的属性包括服装分类、年份季节、服装版型、风格、

材质、袖长等属性。另外，商家在撰写商品标题时有很多组合特点。如“职业装”、“正装”类的商品

标题中通常出现“工作服”、“工装”类的相似商品分类，还会出现“ol”的风格及“面试”、“商务”

等工作场合的描述。商家撰写的“心机”这样的描述通常与“设计感”、“小众”、“漏肩”等属性描

述出现。对于不同风格的商品都有其常用的属性，如“甜美”风格通常与“小清新”、“可爱”等描述

同时出现。 

6. 结论 

论文借鉴元建模模型驱动架构(MDA)的思想，构建电商平台服装商品属性描述的元数据模型，使得

电商平台进行商品属性数据管理时有较好的数据结构性且易于扩展。同时，构建的元数据模型为平台进

行服装商品属性管理及服装数据库构建等领域提供元数据支持，利于信息化建设的指导。帮助商家进行

商品管理时克服属性乱用、错误标示等问题。同时也帮助平台进行商品管理时克服商品属性描述非结构

化、杂乱无章等问题，从而更高效地进行数据管理。最后通过实证数据分析挖掘出电商平台上服装商品

属性分布和属性特征也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实证参考。 
论文在进行电商平台服装商品相关属性研究中，仅考虑了电商平台进行商品描述的属性情况，未对

商品发布信息、生产信息等进行研究，缺乏完整的元数据描述方案。另外，对于服装商品属性的具体表

现具有较强的时变性，无法进行完整、详尽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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