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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设计参与的特色文化产业的产学研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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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当下设计专业参与贫困地区以特色文化产业带动精准扶贫的产学研模式展开分析。方法 

结合设计产学研的新形式以及设计参与特色文化产业扶贫的新模式，基于典型的“三重螺旋”，构建纳

入“文化持有者”在内的“四重螺旋”协同创新模式，讨论文化持有者、学术界、政府和产业在合作中

的角色与优势，并以“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项目为案例，探讨其协同创新网络机制与模式的构建方

式。结论 通过将文化持有者纳入产学研网络，激发他们的脱贫主体性，创建其与高校、企业、政府之

间的协作关系，培养出一批掌握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语言的新型手艺人，有助于他们融入全球化的商业

与社会创新网络，有效地实现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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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on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Mode in the Field of Featured Cultural 

Industry Involving Design Discipline 

JI Tie, GUO Yin-ma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analyze the present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mode which happens in the field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mong poverty-stricken areas driven by featured cultural industries that design participates in. Com-

bined with the new trend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 design discipline and new mode of design participating in the 

featured cultural industr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he typical "triple helix", it builds "quadruple helix" collabora-

tive innovation model including "culture holders" and discusses the role and advantages of culture holder, academia, gov-

ernment and the industry in collaboration. And "New Channel" design and social innovation project as a case is used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s mechanism and mode. Through the incorporation of 

culture holders into the network, it can stimulate their subjectivit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reate its cooperation with 

universities,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By cultivating a number of new craftsmen who own the language of traditional 

crafts and modern design, it can help them integrate into the global business and social innovation network, and realiz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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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生存土壤的变化，传承意识的衰退，与湖

南省大湘西类似的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急需构建

设计参与的官产学研新模式，通过重构社会空间的组织

结构、增强社会互动并引入市场经济模式，使非遗文化

的产业化发展与精准扶贫有机结合，这在学术研究、经

济效益及社会效益上都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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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参与产学研的动态路径 

设计始于人类学会制造工具，它作为一种以制造

符合人们生活所需为目标的实践活动，具有非常强的

实用性与功能性。自工业革命后，包豪斯为设计学科

的产学研奠定了基础，强调设计与产业的结合。而近

年来，设计已经跳出了对“物”的设计，它存在于社会

人类学和科学技术的范畴之内，被看成是一门共栖的

学科[1]，与电子科技、信息工程、服务体验、空间环

境等多学科都发生了交叉合作。作为一门参与性很强

的学科，设计对各个产业都可以很快介入。而设计高

校如何在这种形式下来开展产学研，已不仅限于简单

的线性合作了，它应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多元的、

网络的、非线性[1]的过程，有多种变化的可能性。如

大疆与小米，两个典型以设计为驱动的企业，它们都

萌芽于高校，而在产品成熟并产业化后又开始与教育

结合，通过致力于研究、培训、孵化，培养带动新生

态企业家。因此，基于传统的工作坊、项目合作、联

合实验室等校企合作方式，在新的背景下，设计学科

如何更有效地参与产学研以及推动产业转变，是一个

需要继续摸索的议题。 

2  设计参与文化产业扶贫的新兴模式 

世界形势在快速发展，而设计所面临的问题与挑

战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设计的边界正在不断扩大

模糊。在设计学方面，最早提出社会创新领域的系统

的工作方法、进行社会实践并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杨氏

基金会[2]，强调社会创新是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标而驱

动的，并支持成立了世界上最主要的社会创新协作联

盟。设计史学家维克托·马戈林等人提出设计实践的新

“社会模式”[3]，通过将产品设计作为社会服务来介入参

与。设计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能够参与解决旧模式所不

能满足的社会需求，改善人类的福祉和民生。 

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与贫困区具有空间耦合性，

近年来众多学科领域都开始探讨如何有效开发文化

资源，发展地方特色文化产业，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

富。其中，设计很快的、明确的在此领域找到了参与

方式。以设计参与文创公益，实现文化创新、产品创

新。丁智才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因其出色的民族性、

历史的传承性以及作为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它是民

族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差异化资源，同时，通过产业

化发展，能增强其自身发展能力，唤起广泛认同[4]。

金江波提倡运用非遗文化为改变生活理念、为提升当

代生活品质、为融入当代生活功用而服务[5]。张朵朵

等人提出对有着广泛民众基础的非遗项目（如传统手

工艺）的“生产性保护”，通常与地方的产业经济发展

规划结合在一起，成为复兴传统社区、发展地方经济

的重要手段[6]。 

在这种背景下，众多高校加入了文化扶贫的大军

中，通过与地方政府、村民、企业的多方合作，利用

设计专业学生的创造力、地方的文化资源、企业平台

的市场推动，创造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这种产学研

合作就形成了一个以问题制出发的教育模式，合作的

核心是要解决问题：传统文化的创新机会点在哪里？

如何使传统文化走入现代生活？以问题为出发的模

式的实质是研究，以研究来触发教育最后推出产品，

这样的模式是有众多创新的可能性的[7]。 

3  文化产业扶贫的产学研四重螺旋模式 

在“非遗热”持续升温的同时，也能看到一些失败

和质疑，这其中包括，由于一些形式化的保护举措，

导致很多真正具有价值的非遗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

保护方式也没有真正下功夫去深入研究，行政主导

的、唯经济论的行为有时适得其反，无意间对非遗造

成了毁灭。并且非遗文化的持有者自身通常也缺乏发

展能力，若仅仅依靠他们所掌握的手艺，也无法将文

化可持续地长期维持下去，因此，要想这些传统的非

遗社区发生根本的“社会跳跃”[8]，需要所有利益相关

者积极合作，形成协作式组织的新形式。基于亨瑞·埃

茨科威兹的“三重螺旋”非线性融合模式[9]，增加“文化

持有者”这一维度，形成它与高校、政府、产业之间

的四边网络，见图 1，通过创造一个具有共同理念与

文化价值的合作系统，通过多方协作，可在以下 3 个

层面上获得突破，一是非遗文化的恢复并再现，二是

有选择性地产业化发展，三是实现非遗文化在艺术、

设计上的创新。 

 

图 1  “四重螺旋”模式 
Fig.1 "Quadruple helix" mode 

3.1  文化持有者 

针对传统文化的协同创新是一个“自下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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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从文化持有者出发，他们是天生被赋予丰富的

本地知识和资源的对象，他们的参与决定了文化创新

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在创新网络中，他们是连

接文化的传统到创新的衔接者，只有在协作中将他们

培养成同时掌握了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与创新能力

的人，引导他们成为创新主体，才能实现可持续的保

护发展。在协作中，他们所贡献的知识是隐形的、是

具身化的，参与协同设计的其他个体需要在特定的文

化环境中长期体验、亲身实践才能获得[10]，通过“做

中学”，使隐形知识能在成员间连结、转移，外化为

显性知识，知识创新才会成倍增加，这也是针对非遗

文化成功开展产学研协同设计的基础。 

3.2  高校 

高校在设备、技术、创新能力、平台与网络方面

具有优势，能够提供 3D 打样、模型制作、各类不同

材质产品试制或小批量生产等服务，还能集结各种国内

外设计师、设计专家，发挥他们的设计文化和创造力，

提供愿景理念。但高校需要在协作过程中吸收传统文

化，通过工作坊、合作项目等形式，让受过基础设计训

练的学生走出校园下到地方，向文化持有者学习，在“做

中学”的实践中学会协同创新。通过将变被动学习转变

为主动探索，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11]。 

3.3  政府 

政府具有创新规模化的资金、组织结构和稳定

性。同时，政府可以从政策方面创造和推动有利于产

业发展与文化创新的环境优势，引导手工艺人和企业

的发展方向。2017 年文化部发布了文化扶贫工作实

施方案，提出加快贫困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任务，鼓

励依托特色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各地方政府

下属平台、协会、机构，有更多的资金与更好的环境

来投入发展地方特色文化产业。同时，地方政府还掌

握了当地海量、权威的信息资源，在产学研合作中有

支持公共服务配置和宏观调配的服务能力。 

3.4  产业 

产业中多种不同的角色会参与到协同合作中，如

与文化企业及附属子公司、文创产品设计公司、社会

企业、风投资本、商会行会等。企业以社会责任的方

式参与，通过提供创新的产品和服务的方式来实现。

社会企业重视社会价值，运用商业的手段来实现社会

目的，是参与协同创新中非常有效的一种组织形式。设

计团体在合作中，能够提供非常有效率的产品开发经验

与技能。产业这一角色在合作中，能够发挥产品研发推

广、营销渠道建设等综合性的产业知识及技能，高效地

实现落地的产品输出；另一方面，学生、手工艺人在与

产业的接驳合作中，能获得培养快速成长。 

4  “新通道”协同创新网络的机制与模式 

自 2009 年以来，由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发起

的“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项目构建了一个稳定有

效的产学研模式。项目以文化保护为目标，以发展文

化产业为手段，聚焦于具备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与丰

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经济发展落后的少数民族地

区，通过构建国内外高校的学生、国际设计师、企业、

研究所、政府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本地人共同参与的

跨学科协同创新网络，整合各部门的优势，在保持当

地居民的和谐生活形态和发展需要的前提下，通过设

计使这些地区凭借文化优势和资源特点获得发展机

遇，参与式地促进当地居民的文化自主意识和产业创

新。有效的产学研合作使非遗文化得到了保护与传

播，非遗传人获得了新的生产力，企业获得了经济效

益，当地居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学生获得了很好的设

计实践机会，增强了社会责任感。 

4.1  协作基础 

湖南大湘西区域作为多民族文化资源富集区，由

于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偏远的地理劣势，普遍

存在文化保护意识薄弱、文化产业创新能力缺乏、品

牌理念淡薄等问题。湖南的旅游商品生产企业的规模

都偏小，还有一些以传统手工艺为主作坊式经营，几

乎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创新设计。而湖南的工业设计

高校资源、文化和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如湖南大学设

计艺术学院在全国工业设计教育中属于领先水平，学

院具有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和网络，与国内外多家知

名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多项产品获得专利并实际投

入生产，因此，以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领头，通过

整合资源与网络，能够在设计、生产和销售之间构建

有效的合作机制。 

4.2  模式构建 

自 2009 年起，在湖南省通道县政府的支持下，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与美克美家、诺基亚北京研究

院等企业单位，联合发起了“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

项目，参与者包括了非遗传人及在地村民，研究院的

高级研究员，来自国内外高校的工业设计、建筑、景

观、规划、环保、信息、影像艺术等不同专业的教授、

博士、研究生，以及企业来自社会责任部、产品开发

部的管理和研究人员等。政府在整个过程中，利用自

身所具有的资源与网络，使团队与当地能快速联结，

帮助寻找最具文化价值的关键人，如织锦、剪纸、芦

笙制作等技艺传承人，见图 2。工作营团队在工作中，

与当地村民生活在一起，通过与他们平等地合作，产

出一系列设计成果。项目组还于湘西侗族、花瑶聚居

区设立多个基地，如“新通道”侗文化研究基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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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花”白水洞精准扶贫研究基地等，这些根植于本土、

地方的研究基地，为协同设计研究提供了稳定的、开放

的创作空间，见图 3，创新网络中的成员，包括本地的

“文化持有者”、师生、研究员、设计师等，可以在此形

成知识流的多向输入与输出，实现稳定长久的合作。 

 

图 2  工作坊小组在村落进行文化探查 
Fig.2 Workshop groups do cultural probes in the village 

 

图 3  学生、设计师、手工艺人协同创新 
Fig.3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mong students, designers and 

craftsmen 

4.3  合作内容 

在设计创意环节，通过学习和借鉴台湾、日本、

意大利、荷兰等地区的优秀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案例，

吸收国际经验。将本土的特色工艺文化与国际上突出

的设计院校或品牌合作，挖掘传统文化的创新方式，

发掘新的思路，帮助传统艺术的现代化，发展新语言

表达形式。通过专题项目、工作坊、商业合作、国际

设计大赛等多渠道，集成创新力量。搭建起学生、设

计师、企业与本土手工艺人之间沟通合作的公共知识

平台，使知识的共享与积累更加方便，提高知识在协

同设计中的重用度，提供协同设计的效率[12]。 

在生产制造环节，以跨媒体的方式建立数字化记

录（如侗锦数字原型库的建设）、数字制造（如 3D

打印）以及新材料新工艺的公共服务平台，减少本地

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成本。通过政府支持和引导，促

进手工艺人、手工作坊与工业化的生产结合，促进地

域间资源的合作，在文化驱动的影响下，形成技术交

流、市场共享、资源节约型的创新网络，形成本土的、

带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质的地域特色品牌。 

在产品推广环节，对国际资源进行整合的同时，

对地域文化进行清晰的认知和定位，深挖其潜力所

在。以国际平台为展示空间，在国际上举办数次文创

产品展示推介会，例如米兰展，北京国际设计周等，

打造国际化的少数民族文化名片，为产品开拓国际市

场，促进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区域性的束缚和限制，更

好地融入到国内外文化交流的良性互动中去，从而增

强文化的总体软实力，见图 4。 

4.4  实践成效 

“新 通 道 ”设 计 与 社 会 创 新 项 目 的 设 计 成 果 在

2016 年、2017 年连续两年获教育部直属高校精准扶 

 

图 4  “新通道”官产学研网络 
Fig.4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network in "New Channel" 

贫第一名等，还荣获了“2011 年十大公益典范奖”，

2012 年日本 GMARK 公共领域社区研究奖，人民日

报文化创新奖、获红点传播设计奖等各种专业奖项

30 余项，获得专利授权近百项，成果转化应用 50 项。

项目充分挖掘地方的扶贫开发潜能，激发了村民脱贫

致富的内生动力。其中，以粟田梅领导的织锦创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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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项目使村里的织娘们过上了有保障的生活，织娘们

的年收入由 1800 元变为月收入 1000 元，越来越多的

织娘及年轻人踏上返乡路。 

5  结语 

在网络化的今天，文化传播与生活形态、生产方

式与消费行为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诸如湖南省湘西

片区之类的特色民族文化聚集的市郊和乡镇地区需

要凭借其独有的文化优势和资源特点实现“社会跳

跃”，势必要融合“四重螺旋”各方的优势资源，高校

需承担起培养兼具传统与现代两种语言人才的重任，

企业和政府应加强对人才的引导和支持，构建起基于

网络、开放的良性可持续发展模式，才能实现从传统

的手工艺文化向后工业和现代网络社会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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