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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设计整合的优势作用带领竞赛参与者深入农村地区，全面介入乡村特色产业，探寻竞赛

介入下的乡村振兴，实践农村业态内生性发展路径。方法 从乡村传统、文化、社会、产业 4 个方向明

确设计竞赛在乡村振兴中的路径特征，依据农村地区特征，通过精准农业、文旅融合、非遗文创、生态

科技 4 个主题，将设计创造美好生活，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理念融入乡村振兴战略，挖掘农村地区未来发

展方向，促进乡村非遗传承、农村文化旅游融合、农村产业升级转化和农村生态和谐发展。结论 设计

竞赛是建立特色鲜明、重点突出、布局合理、链条完整、效益显著的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格局的有效

手段，通过首届中国（怀化）乡村设计创新大赛实践，验证设计竞赛介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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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Design Competition Involving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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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sign and empower rural cultural industry, explore the new mod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competition, and practice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business.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rural tradition, culture, society and industry,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path characteristics of design competi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rural areas, through the four themes of precision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reation and ecological technology, the concept of “design 

creates a better life, culture promotes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integrated into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fu-

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in rural areas is explored to promote the design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Design competition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establish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industry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utstanding focus, rea-

sonable layout, complete chain and significant benefits.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he First China (Huaihua) Design In-

novation Competition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feasibility of involving design competi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ould be ve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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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明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将乡村振兴战略列为国家未

来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1]。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为传播乡村文化、促进农村业态的全面发展提供

了机遇与挑战，社会各界对乡村产业、社会、环境、

文化的关注与日俱增[2-4]。而现实的农村建设还处于

较低程度的发展，对乡村振兴战略而言，乡村文化产

业升级刻不容缓。真正要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需要

以乡村地域文化优势与潜力为根本，构建符合乡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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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实际情况的产业生态链，使农村更具吸引力[5]。设

计竞赛介入乡村振兴，充分发挥设计学科优势，以新

概念、新方案、新设想，在乡村特色文化环境中寻找

相关的可利用的资源机会，对乡村的自然资源和文化

资源的创意进行整理与挖掘，并通过创意设计将其以

全新的容貌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中[6-7]。设计竞赛通过

汇聚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参与者研究乡村经济社会

发展的现状，针对农村现有的问题定向提出解决方

案，从多个角度集思广益，提高农村经济的市场竞争

力，打造符合乡村环境的文化生态[8]。同时，伴随互

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设计竞赛携手电商平台、云处

理技术等，将竞赛优秀成果与当地企业及网络资源结

合，形成从理念到作品再到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线上

线下融合的乡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构建农村经济产

业内良性生态链，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 

1  设计竞赛对乡村振兴发展的价值 

设计竞赛作为一种引领产业发展的方式，在创新

设计与制造产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设计竞赛在凝聚

优势资源、探索文化信息、吸收创新要素、转化竞赛

成果、推动产业转型等方面充分发挥优势。同时，它

对经济市场发展中的关键因素起着整合的重要作用[9]。

纵观各类设计竞赛，以其多样性、专业性、高品质等

优点吸引了各行业人才参与，并且越来越多的优质资

源在设计竞赛的统筹下融入其中。 

自从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至今，国内外各类型设

计竞赛相继成功举办，设计竞赛得到了不断发展[10]。

通过不同范畴的观察调研及对当代需求的洞察与把

握，设计竞赛在产品创新、社会创新、服务创新、文

化创新等领域，寻求符合时代前进的解决方案，并以

此作为引领产品创新发展、鼓励产业创新、开拓新服

务模式的重要依据[11]。另一方面设计竞赛不断寻求符

合比赛宗旨与理念的设计人才，为设计领域增加活

力。在众多竞赛的催化下，公众的设计观念得到调

整与改变，创新的设计方式、产品工艺、服务体系诞

生[12]。同时，设计竞赛汇聚不同行业的专家、学者、

企业家等，以跨专业的合作方式产生跳跃性思维，打

破传统设计惯性与常规的产业状态，并以创新的角

度突破现有产业障碍，获得具有特色性、文化性、

原创性的创新设计。最终将竞赛作品转化为实际成

果，再进一步向产业转换，从竞赛作品当中择出最

优方案，实现优秀创意作品同现实产业的结合，将

资源全面转化为具有可实现性并附有实际经济效益

的业态结构[13]。 

近年来，通过设计竞赛的介入，竞赛的号召力与

影响力被作为提升产业转化的重要途径，从而实现竞

赛成果在经济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中国家用电器

制造商“海尔集团”与 iF 国际设计大赛合作，推出

“海尔设计奖”，以不同主题为导向给予参赛者发挥

设计才能的平台，从中选取优秀作品并以合作的模式

实现落地转化，丰富海尔产品生态链，有效将设计竞

赛成果转化为可生产使用的实际产品，带动经济产业

前进。中国品牌“小米”旗下的米家写字灯、小米对

讲机、米家全景相机等产品，斩获红点设计奖、iF 设

计奖等国内外设计大奖。它们代表中国设计在国际设

计竞赛中崭露头角，将设计产业化，以竞赛的标准优

化产品品质提升产品国际知名度。国内电商平台以商

业众筹模式，支持设计竞赛获奖产品向产业转化。在

设计竞赛的介入下，竞赛成果以多渠道、不同形式转

化为有效的经济产业，为产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

的作用。 

作为有效提升产业经济效果的手段，将设计竞赛

引入乡村振兴，通过大赛参与者的加入，利用外界优

质资源为乡村和农业赋能，促进农村地区特色乡村经

济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2  设计竞赛介入乡村振兴路径分析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面对乡村文化和乡村产业建

设中的实际问题，通过设计竞赛的介入，探索乡村传

统、乡村社会、乡村文化、乡村产业等在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并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设计竞赛的举办将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专家人才引

入农村地区，从设计的角度分析问题，寻找乡村地区

内生性发展策略。 

2.1  促进农村产业兴旺，为传统农业注入新的活力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促进农村产业兴旺的总

要求，通过设计竞赛的介入，促使参赛者合理利用现

有乡村产业资源，结合乡村地域特色，为农业设计出

精准、适宜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兴旺农村地方产业。

我国农村产业长期经历由家庭作坊与小农经济组成

的产业模式，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模式已经扎根于农

村生产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农村产业化水平与高新

技术的应用直接关系到农业核心竞争力[14]。由设计参

与从农村产业源头出发，通过服务设计构建产业全局

的理念，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结合现代化农机设备、

物联网、科技物流等技术手段，促进农业科学化生产，

改善原有农业生产模式；以设计为思维导向，引入实

时数据监控，创新农机产品，对农业生产环节实现精

准监控，优化农民生产方式，提高农副作物产量与生

产效率，促进小农经济向现代化发展；搭建适合传统

农业销售的乡村产业链，从乡村工艺生产到产品销售

渠道，设计出可量化的农产品并完善其销售路径，让

农产品走出大山，创造以设计驱动乡村传统产业经济

模式的精准农业发展模式。 

2.2  增强乡村文化魅力，促进乡村文旅融合 

乡村旅游是乡村业态构成的重要部分，为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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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将乡村旅游线路的规划与优

化设计作为设计竞赛的四大主题之一。中国是农业大

国，在历史的传承中，经历了五千多年农耕文化的沉

淀，因此乡村孕育着诸多影响深远的优秀文化。农耕

质朴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乡村传承并保留了丰富

的文化、旅游资源。首先，以设计竞赛的方式，吸引

参赛者深入农村地区，参与乡村传统文化调研，追溯

乡村传统文化对乡村振兴的意义，并以农村本土文化

为设计背景，与当地村民以乡村特色文化的发展与保

护展开对话，研究设计过程中当地居民的心理变化与

文化变迁的适应度，提高人们对乡村文化的自信心与

文化认同感[15]。其次，以农村文化特色为设计元素，

搭建多层次乡村文化结构，为乡村文化旅游赋予新的

内涵，吸引城市及外来人口深入农村体验乡村文化风

情；依托现有自然景观与农村人文风貌，打造乡村特

色文化景点，避免与城市同质化，增强乡村文化的魅

力。最后，结合农村当地资源特产，以设计赋能，充

分利用本土农产物，发挥本土工艺优势，将其运用于

旅游环境、设施建设，活态传承乡村文化。 

2.3  传承乡村传统技艺，赋能乡村非遗 

纵观我国农村传统技艺发展的历史轴，农耕文化

作为重要的元素一直伴随着农村传统技艺的发展，由

此形成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通过设计参与

研习乡村传统技艺难点，了解农耕传统造物方式，搜

寻设计的突破点，在保护中传承乡村特色传统技艺。

其次，运用现代技术将乡村传统技艺资源进行合理

化、专业化、数字化保存，通过互联网和现代技术搭

建数字资源平台，以数字化形式进行量化并编整为电

子资料库，促进乡村传统非遗技艺传承。再次，运用

新技术记录、分析乡村传统非遗文化的核心内涵，并

将其作为农村非遗设计运用的资源库，设计出既满足

现代审美又能通过乡村传统技艺实现的创新产品，推

动农村非遗文化发展。最后，研究乡村传统手工技艺

中的核心流程方法，以设计角度将其规范化，并创新

非遗产品生产工艺，使非遗产物变为可批量、可工业

化生产的工艺品，实现传统手工业向工业化发展，形 
 

成可批量生产制造的产业生态链，促进乡村非遗技艺

向现代化转变。 

2.4  协调农村自然资源，导入生态科技 

根据“生态宜居”的总要求，设计竞赛应融入绿

色设计、可持续设计等观念方法，加强乡村生态文明

建设，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概念融入乡村

社会发展中，打造环境适宜、生态宜居的环境友好型

乡村，并将其作为乡村未来的发展方向。首先，从设

计的角度，建立人与自然的联系，构建和谐乡村，以

物以致用、依地取材为生态目标，在现代化进程中最

大程度保留乡村现有生态环境。其次，以绿色设计为

根本，在构建乡村生态中科学规划，构建以绿色节能

为主导的生态系统。再次，在设计竞赛参与乡村生态

建设的同时，有效整合有限的乡村自然资源，并以

机械、计算机、材料学技术为依托，提高乡村自然

资源利用率，最大化将可利用资源变为行之有效的

经济产出。最后，以可持续设计为指导，引入人工智

能、环境规划等现代方法，通过设计干预定义农村生

态模式。 

乡村振兴下的设计竞赛，为乡村创新设计相关参

与者提供了明确的创新方向。通过整合不同机构与参

与者的优势，为农村产业提供了环境、技术、政策、

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并为乡村振兴的创新探索出不同

的道路。设计竞赛的举办吸引了跨地域、跨学科的国

内外创新资源的参与，引进了乡村振兴产业服务专家

与新兴产业服务体系，开拓了创新乡村业态市场，并

寻找到了以乡村文化为主的创新设计方向。在设计竞

赛的介入下，从传统、社会、文化、产业 4 个角度，

以设计思维助力乡村振兴，首届中国（怀化）乡村设

计创新大赛主题方向，见图 1。 

3  首届中国（怀化）乡村设计创新大赛实践 

怀化，是武陵山片区的中心城市和湖南省大湘西

扶贫攻坚主战场之一。根据怀化市“深入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工作部署，在怀化市政府与京东集团战略合 

 
 

图 1  设计竞赛介入乡村振兴路经  
Fig.1  Design competition involved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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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背景下，2019 年 6 月，由怀化经开区管委会、怀

化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和京东集团主办的“首届中

国（怀化）乡村振兴设计创新大赛”全面启动。大赛

以“设计驱动、文旅融合、科技赋能、公益创新”为

理念。通过大赛的举办，以及在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

的进程中，寻找真正关注乡村振兴的设计师、高校及

企业，共同探索设计如何介入乡村振兴。 

通过设计竞赛，采用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方式，

以怀化及周边地区的文化与生态资源为依据，针对怀

化地区社会、文化、传统、产业 4 个方面，为乡村而

设计。以设计竞赛介入乡村振兴的路径为指导方针，

从农村产业精准可持续角度、乡村传统非遗资源整合

角度、农村生态环境发展角度、乡村文化旅游路线开

发角度，确立“精准农业”“非遗文创”“文旅融合”

“生态科技”4 个主题线。通过大赛主题的设定挖掘

怀化地方性特色，设立并遴选怀化本地项目，使其与

设计机构开展 1+1 的定向设计合作，并引入行业标杆

及典型案例，深入挖掘企业与农民的真实需求。 

3.1 “精准农业”类 

“精准农业”即在农业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上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现代地理技术、检测技术、分类

筛选技术等来进行精耕细作，目的是在不增加农村资

源负担的同时提高投入回报。通过信息技术与农业生

产的全面结合，构建现代化新型农业系统[16]。充分了

解当地耕地生产力，精准定位农作物的品类，通过地

理标志农产品的生产种植、生态孵化、服务物流、包

装与品牌设计、商业模式创新等探索未来现代化农业

的可能性。 

设计竞赛在此切入，意义在于通过设计驱动产品

创新、服务系统（PSSD）升级、数字化区域平台的

建立，结合乡村地域特征，构建更加高效的 B2B 和

B2G 的新型现代农业公共服务体系。设计师深入怀化

当地展开调研，精准定位当地企业需求，将科技与农

耕特色结合。通过设计的引领，使信息技术与农业生

产全面结合形成新型农业系统。以模块化的农业技术

集群及信息系统为基础，根据当地农业现状与京东云

数据资料，分析本土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具体案例，并

结合乡村企业销售数据、电商平台销售数据等资料，

提出发展“地域性”“创意性”的创新精准农业模式，

引入包括针对农产品的加工工艺、服务物流、包装与

品牌设计、商业模式创新等内容，着重将原有的线下

销售单一模式转变为多种线上精准农业销售渠道。通

过设计角度的创新解决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整合资

源，提升产业结构，快速实现农村市场产业升级。 

精准农业组参赛选手以怀化当地农业生产水平、

农产品种类为依据，调研当地农业从业者需求，设计

智能农业服务系统、农机、农产品包装等。本次竞赛

“精准农业”组共征集作品 184 件，其中作品“基于

多地形农业播种机”针对怀化当地梯田播种现状，通

过机械改良、耕地探测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创新，有效

解决了怀化当地农民生产需求，推动了农业转型与发

展，精准农业参赛作品（部分）见图 2。  

 

 
 

图 2  精准农业参赛作品（部分）  
Fig.2  Precision agriculture entries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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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文旅融合参赛作品（部分）  
Fig.3  Entries of 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part) 

 

3.2 “文旅融合”类 

本次共征集“文旅融合”主题作品 375 件。该类

别是集农村生态旅游、农业旅游、农村文化旅游等于

一体的新文化旅游业态。设计作为促进文旅融合的核

心动力，在文化资源挖掘与保护、文化媒介与业态融

合、旅游信息服务与场景构建、文化体验等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参与新民宿设计、智能旅游

服务设计等多种项目，从乡村娱乐休闲规划、生态景

观设计的角度打造美丽乡村风貌，推动高品质农村文

化旅游路线和服务的产生。 

设计竞赛充分发挥前瞻性与整合性作用，以怀化

当地文化旅游资源为背景，通过服务设计的全局性特

点，使乡村旅游项目创新发展，从旅游起点到旅游终

点的定制，整体提高乡村、文化的旅游品质，为乡村 
 

文化结合旅游产业提供了新机遇。同时互联网科技的

介入，以云技术为支撑，以 3D 虚拟旅游场景构建、

民宿设计、旅游地智能导航系统设计等方式构建智慧

文旅系统，为乡村文旅融合提供新的途径[17]。 

“新民竹”参赛者同怀化市通道县白水洞村特色

民宿展开合作，在对当地文化进行田野调研后，以当

地竹业为生产背景，利用现代竹产品的构建技术，结

合本土文化，设计出系列竹质家具，见图 3。 

3.3 “非遗文”类 

本次共征集非遗文创主题作品 428 件，该类别通

过对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设计，将优秀传统文化

资源变为特色文化产业的养分。首先，通过创意转化、

科技提升和市场运作，以设计为驱动，结合新的文化

生产方式，凝聚参与群众的文化记忆并激活其创新能

力；其次，以手工业与数字工业生产的双轨制实现优

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提供具有鲜明区域特点和

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及稳定的农村文创产业形态，

这也是“新时代”地域文化和公共服务创新发展的

新方向。 

侗锦系列文创作品通过与白水洞侗锦非遗传承

人粟田梅等传统手工艺人合作，依据原有侗族织锦技

艺，提取当地代表性图案中的元素，与当地手工艺人

和居民深入了解图案背后附着的文化意义，并通过文

化—技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产品再设计，产出具有乡

村文化特色的现代化产品，见图 4。 

 
图 4  非遗文创参赛作品（部分）  

Fig.4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ntries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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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生态科技参赛作品（部分）  
Fig.5  Entries of ecological technology (part) 

 
3.4 “生态科技”类  

本次共征集“生态科技”主题作品 544 件，该类

别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的科技发展形势。环境、

能源、可持续发展等成为全人类越来越重要的共同发

展议题，面向未来的乡村振兴目标，需要构建全新的

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首先，“生

态科技”提倡以技术助力生态设计，在技术层面上，

采用生物技术、环境科学、信息管理等跨学科的研究

成果解决一些复杂的社会、生态、环境、技术问题；

其次，在设计层面上，用可持续设计的系统性思维思

考城市、乡村、自然、人居的包容和协调发展。 

生态科技组以怀化地区特征为背景，构建整体生

态产业模式，从服务设计、社区营造 

、环艺设计、数字化监控，以及大数据模型构建

等方式进行全面设计，将绿色设计、持续设计的理念

带入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当中，生态科技参赛作品（部

分）见图 5。 

4  设计竞赛对乡村振兴促进的总结与反思 

首届中国（怀化）乡村设计创新大赛吸引了 20

余个省市地区的超 100 所高校的设计学专业师生、企

业及独立设计师等人员的参与。据统计，组委会共征

集到设计作品 1 531 件，根据初评筛选出 29 件作品

入围最终评审会，经由评审团现场终评后，“流动的

图案—挑花系列文创设计”获得至尊大奖，“侗脉 2.0

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等 5 项参赛作品获得最佳设计扶

贫奖，“与自然共生—重庆三河村萤火谷农场、农业

环境生态复育与乡村振兴”等 5 项参赛作品获得最佳

绿色设计奖，“木趣系列扁平化榫卯家居产品”等 5

项参赛作品获得最佳商业潜力奖，“生态矿山系统设

计”等 5 项参赛作品获得最佳产业创新奖，“往来藤

编工艺体验产品服务系统设计”等 5 项参赛作品获得

最佳社会创新奖，“侗听·侗纹音响”等 3 项参赛作

品获得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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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怀化）乡村设计创新大赛在乡村振兴

发展道路中主要从以下 4 点起到了促进作用：第一，

深入农村地区，从源头寻找乡村居民的迫切需求，以

此为背景定义设计竞赛举办宗旨，圈定范围与目标，

为参赛者明确设计方向，最大程度提高了作品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第二，从当地乡村传统文化出发，带领

参赛者追寻农村文化根基，使外来参赛者更深入了解

农村地区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乡村特色文化设

计，而且本次大赛有效利用了本土资源，设计出具有

乡村特色的文化产品，从而避免与城市发展同质化；

第三，设计竞赛的筹办，以乡村现有产业为基础，吸

引外来参赛者、专家学者等与本土农村企业开展合

作，使作品有效转化为产品，并通过外来优秀人才与

本土资源结合的方式，共同开辟农村文化产业内生性

发展路径；第四，以设计竞赛的吸引力扩大农村文化

产业的影响，让返乡农民、青年农民与竞赛选手携手

加入新型农村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建设当中。 

通过大赛的成功举办，以及在设计竞赛的帮助

下，大赛 4 个主题方向从传统，社会、文化、产业 4

个方面拓宽了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符合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以此次首届中国（怀化）乡村设计创新大赛的举办为

契机，不断探索设计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性，促

进乡村文化产业发展。 

5  结语 

设计竞赛介入的乡村振兴模式不仅有效提高了

企业的需求及满足的质量，而且在协调社会、政府、

企业、高校之间的联动融合机制上发挥了促进作用，

推动了乡村振兴。经过首届中国（怀化）乡村设计

创新大赛的实践证明，该模式具有显著成效，可以

有效推动乡村振兴中创意产品的开发，具有引领和

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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