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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生态环境建设为目标，探索价值共创介入乡村垃圾分类服务系统设

计的创新方法。方法 通过文献分析价值共创的内涵，阐述价值共创介入公共服务事业的影响因素，得

出价值共创乡村垃圾分类服务的必要性及服务设计要素；运用用户画像和用户旅程地图挖掘用户需求痛

点，利用服务蓝图和服务系统图构建设计方案。结果 基于价值共创理论梳理乡村垃圾分类过程，得出

价值共创下乡村垃圾分类具有经济价值、功能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基于能力、交互、目的和媒

介四个维度对各阶段展开设计要素分析。最后基于用户调研得出设计策略，输出分类服务平台、公共设

施等设计方案。结论 价值共创介入乡村垃圾分类让村民积极参与分类的同时，其他利益相关者都能获

得相应的价值体验，为乡村垃圾分类服务系统的创新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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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of Rural Waste Classification Service Based on Value Co-creation 

WU Lin-qing, DONG Shi-yu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objective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aper explores innovative methods of value co-creation involved in the design of rural waste classification service system. 

Through the literature, analyze the connotation of value co-creation, expou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alue co-creation 

involved in public service undertakings, and derive the necessity of value co-creation of rural waste classification services 

and service design elements; use user portraits and user journey maps to explore user needs and pain points, and apply 

Service blueprint and service system diagram to construct design pla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value co-creation, sorting 

out the process of rural waste classific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under value co-creation the rural waste classification has 

economic value, functional value, social value and ecological value; and based o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ability, interac-

tion, purpose and media, the design elements of each stage are analyzed. Finally, the design strategies are derived based 

on user research, and the design solutions for classified service platforms and public facilities are developed. Value 

co-creation involved in rural waste classification enables villager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classification, while other 

stakeholders can obtain corresponding value experience, which provides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rural waste classification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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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随着乡

村的振兴，村民生活方式城市化，消费结构多样化，

产生的生活垃圾也与日俱增，成分逐渐复杂化[1]。我

国乡村居民每天产生 0.8 公斤垃圾，一年中有 0.7 吨

以上的垃圾无法处理[2]，对大气、土壤、水体等自然

环境造成了污染[3-4]，给村民的安全健康带来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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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乡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6]。因此，

推进乡村生活垃圾治理既关系到村民的生活健康，也

关系到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和振兴乡村目标的实现。价

值共创作为公共服务、可持续设计的新思想和方法，

能够以乡村垃圾分类为核心，让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到

开放透明的公共服务系统中，通过持续性的对话、交

流和互动，维持良好、融洽的关系，在共同价值取向

下开展协同式的服务。 

1  我国乡村垃圾分类的问题与优势 

目前，我国乡村垃圾治理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

（1）资金匮乏、治理技术落后及运营机制的缺乏[7]

导致乡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垃圾只能靠露天堆

放、填埋、燃烧等方式处理，对农村生态系统破坏严

重；（2）乡村经济增长迅速，村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模

式的改变导致乡村垃圾量大、品种多、成分复杂[8]；

（3）信息和教育的缺乏让作为乡村生活主体及垃圾

主要制造者的村民处于被动参与状态，垃圾分类处理

意识的缺乏使村民在生活中任意丢弃垃圾[9]。 

许多学者认为，与城市相比，我国乡村具有垃圾

分类的先天优势，乡村更适合垃圾分类[10]。其优势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差序格局”下的社会结构优势。熟人社会的

乡村有利于利用村规民俗将村民组织起来，通过“点

-线-面”的关系将个人行为融入集体活动中，有助于

开展垃圾分类活动、培养村民的环保意识。 

2）“两委”领导下的管理优势。乡村的村委和党

委是连接基层群众诉求和政府行政的纽带，不仅有助

于乡村垃圾分类政策的传达和实施落地，还可以促进

村民参与的积极性，推动垃圾分类的有效执行。 

3）“习惯切合”的环境优势。乡村居民从事农业

生产和勤俭节约的内在品质有助于垃圾的回收利用

和多样化处理，独立式居住环境为堆肥和垃圾回收提

供了条件，灵活的时间安排让村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意

愿更强。因此，结合我国乡村优势，设计行之有效的

垃圾分类服务系统十分有必要。 

2  价值共创介入公共服务的必要性 

2.1  价值共创的内涵 

19 世纪，Storch 提出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共同合

作创造服务价值[11]，价值共创思想得以萌芽。随着学

者们对价值共创的研究，逐步形成了由 Prahalad 等提

出的基于消费者体验的价值共创[12-13]和 Vargo 等提出

的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价值共创[14]。随后国内外学者

基于这两种理论，从不同视角对价值共创理论展开研究。 

通过对学者们的研究梳理，可以看出价值共创以

互动共创为目标，使多元主体通过服务交换、合作交

流、资源整合等方式在动态服务生态系统中创造价

值、分享价值、促进价值可持续性[15-16]。因此，价值

共创强调参与的满足感、主动性和体验的延伸性[17]，

致力于构造开放性和整体性的多元主体协作环境[18]，

为公共服务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指导意义。 

2.2  公共服务系统的价值共创影响因素 

随 着 服 务 主 导 逻 辑 下 价 值 共 创 理 论 的 提 出 ，

Vargo 等开始探究价值共创在公共产品服务中的意义

和应用[19]。在价值共创下的公共服务需要了解公众价

值的偏好和需求，通过服务供给让公众积极主动地参

与其中，双方通过价值偏好的表达促进沟通互动。因

此，公众参与是公共服务产品实现价值共创的关键。

我国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复杂化、个性化和碎片化，需

要用户积极参与其中进行有效的互动[20]，价值共创的

介入有助于实现公共服务系统的整体性和开放性，打

破政府主导地位，以公众为核心创造多元价值[21]。 

根据整理和总结，将公共服务领域下的价值共创

影响因素分为四个方面：主体因素、客体因素、媒介

因素和环境因素。其中，主体是公共服务系统中具有

能动性的主要参与者和承担者，客体是公共服务系统

中主体实践和参与活动的对象，公共服务系统的价值

共创活动是在内外部环境的作用下才得以实现和发

展的，媒介是主体参与公共服务系统价值共创活动的

纽带。其影响因素如图 1 所示。乡村垃圾分类属于公

共服务活动，利用价值共创可以从更为细分的影响因

素入手，找出服务系统中的痛点与机会点，使设计的

介入更具针对性和明确性。 

 

 
 

图 1  公共服务系统价值共创影响因素 
Fig.1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alue co-creation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 
 

2.3  价值共创介入公共服务的方法 

价值共创强调用户参与下的多元主体互动，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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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共创下的公共服务设计应该注重公众的参与和价

值的发挥，通过构建良好的服务系统和互动反馈机制

促进政府、公众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协商

和交流，充分调动系统资源，共同进行公共服务的生

产。结合服务设计的方法，归纳出公价值共创下共服

务的设计干预方法为：通过挖掘共创机会、激发用户

潜能、搭建互动平台、设计反馈，促进服务系统可持

续发展，如图 2 所示。 
 

 
 

图 2  价值共创下的公共服务设计干涉方法 
Fig.2 Public service design intervention methods based on value co-creation 

 

2.4  价值共创介入乡村垃圾分类的趋势 

我国乡村生活垃圾具有成分复杂、量大面广、分
布散、有害成分上升、地域差异大的特点[22]。因此，
在进行乡村垃圾分类治理时，要充分考虑当地生态发
展特征，有效结合乡村熟人社会结构、新技术、新政
策的优势，构建符合我国乡村垃圾治理的服务模式。
价值共创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思想，以公共服务为核
心，让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到开放性的公共服务系统
中，通过在主体、客体、媒介、环境之间构建持续性
的互动，并在整合资源价值下开展协同式的服务。价
值共创介入乡村垃圾分类服务，首先，可以通过乡村
“两委”定位各方角色，调动村民参与度，促进村民
垃圾分类行为和意识的养成；然后，构建多元主体融
洽关系，结合乡村熟人社会特点进行价值共勉和价值
扩散，共创垃圾分类环境；最后，对感知价值进行梳
理和分析，让村民从被动参与状态到主动为乡村垃圾
分类作出贡献，通过互动反馈，为参与者提供良好的
体验环境。 

3  价值共创下的乡村垃圾分类服务设计分析 

3.1  价值共创下的乡村垃圾分类过程 

乡村垃圾分类的价值共创过程可以看作是政府

等服务提供者通过相关媒介让村民积极参与垃圾分

类的全过程，村民通过对垃圾分类的感知价值共同参

与垃圾分类，最终通过资源整合和村民与垃圾分类的

互动，实现乡村垃圾分类的有效执行。在乡村垃圾分

类过程中，主体行为与分类媒介共同构成服务的基

础，通过设计创新让参与主体在垃圾分类的特定阶段

产生相应的目标行为是实现乡村垃圾分类的服务目

标。因此，以用户参与垃圾分类的交互行为为线索构

建了乡村垃圾分类价值共创服务系统过程模型，将乡

村垃圾分类服务流程分为三个阶段：垃圾分类服务准

备阶段、垃圾分类服务共创阶段、垃圾分类服务持续

阶段，如图 3 所示。 

3.2  价值共创下的乡村垃圾分类价值分析 

可持续的垃圾分类服务系统是实现垃圾分类价

值共创的目标，价值持续是服务的延续，可以强化用

户意识和吸引新的力量参与，让服务系统不断完善和

更新。价值共创通过多样化的合作形成多层次的协作

服务，多元主体在协作服务中不仅共创价值，为村民

参与垃圾分类带来良好的体验，让乡村垃圾分类可持

续发展，同时，为乡村生态环境和乡村振兴带来了多

维度的价值，如图 4 所示。 

3.2.1  经济价值 

我国乡村人口密度小于城市，垃圾集中处理成本

较高，且其成分与城市生活垃圾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其中，乡村有机垃圾和惰性垃圾含量较多[23]。因此，

就地处理和资源化处理是乡村垃圾分类的关键。在价

值共创下，通过有效结合村民生产生活方式，对乡村

生活垃圾进行堆肥、可回收利用等处理，节省垃圾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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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乡村垃圾分类价值共创过程 
Fig.3 The process of co-creating the value of rural waste classification 

 

 
 

图 4  乡村垃圾分类的共创价值 
Fig.4 Co-creation value of rural waste classification 

 

端处理和运输费用，推动乡村农业的发展；同时，价
值共创通过引入市场参与，多元主体的合作促进乡村
生态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乡村村民的就业机会。 

3.2.2  生态价值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乡村建设的核心，是乡村村

民生活和生产的基础，是实现乡村经济人与自然和谐

统一的关键。价值共创通过充分结合我国乡村以农业

生产的方式对垃圾进行精细化分类，使垃圾无害化、

减量化和资源化，从根本上改善了乡村生态环境，实

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2.3  社会价值 

相对于城市垃圾分类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雄厚的

财政补贴，乡村村民意识淡薄且基础设施匮乏。价值

共创强调服务的广泛性和平等性，引导村民积极主动

参与，有助于增强村民生态文明素质，培养他们的责

任感和对乡村文明的认同感。通过整合服务系统的资

源和信息，吸引更多资源入村，对解决“三农问题”

和实现现代化农业具有重要意义。 

3.2.4  功能价值 

村民乡村垃圾分类的参与主体和核心利益相关

者，受个人因素、环境氛围、流程管理等多方面的影

响，因此，提升村民体验是垃圾分类的关键。价值共

创通过对用户体验的感知价值进行梳理和分析，让村

民主动利用自身能力、资源和所熟悉的信息为乡村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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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分类作贡献。合理化每个分类环节，让垃圾分类简

单易操作，结合乡村熟人社会特点进行价值共勉和价

值扩散，有助于培养村民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3.3  价值共创下的乡村垃圾分类设计要素 

曹建中等基于戏剧“五位一体”理论提出的服务

设计五要素：人、行动、目的、媒介、场景[24]，具有

一定的广泛性和灵活性，可以帮助解构服务设计方

案，通过分类清楚地呈现服务系统整体的进程，发现

服务系统中的问题并为下一步的设计决策提供思路

和参考依据。因此，基于服务设计的五个要素，并根

据前期乡村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和过程分析，将乡村

垃圾分类服务系统的设计要素归纳为能力、交互、目

的、资源四个维度。 

3.3.1  能力维度 

能力维度是实现垃圾分类可用性和易用性的关

键。用户参与垃圾分类的能力维度具有一定的动态

性，尤其是乡村村民对于垃圾分类这个陌生的服务活

动，缺乏一定的认知和参与能力，要使村民完整地参与

垃圾分类过程并实现垃圾分类的精准性，单靠村民现有

的能力是无法完成的。因此，需要服务提供者根据村

民特性和现有能力，结合当地的文化传统，寻找当前

任务和目标的平衡点，在服务的过程中提供赋能式的

服务环境，提升用户的参与能力和对环境的认知能力。 

3.3.2  交互维度 

交互就是用户与在服务过程中通过媒介与服务

对象发生多层次和多层次的互动，服务的价值也是在

服务互动中产生的，由此可见，服务交互是决定用户

参与服务系统获得良好体验的关键。乡村垃圾分类过

程中的交互包含用户与用户、环境、媒介之间的交互

以及服务提供者与环境、媒介之间的交互，是多维度

复杂的交互，因此为了服务活动的有效实施，为用户

营造良好的体验环境，需要充分了解用户的交互行为

习惯，通过精心的规划和设计让整个服务过程有序、

合理地进行。 

3.3.3  目的维度 

目的维度是服务系统的一切指导[25]，它决定了整

个服务系统的性质和结果。乡村垃圾分类的服务目标

就是通过精准分类和有效处理实现垃圾的减量化并

提升垃圾的回收利用率，促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最

终实现乡村振兴。乡村垃圾分类服务系统是多元主体

参与的复杂服务系统，因此需要明确每个主体的需求

目标和价值诉求。目标越清晰越容易将不同利益相关

者统一在一起，充分发挥服务设计的全局性、开放性

和主动性，完善服务功能，激发用户参与垃圾分类的

行为，协同创造价值。 

3.3.4  媒介维度 

媒介维度是实施乡村垃圾分类的基础。乡村垃圾
分类的资源包括垃圾桶、垃圾车、垃圾站、宣传考核
平台等实体媒介和虚拟媒介，也包括垃圾分类知识、
分类经验等隐性媒介以及环卫工人、监管人员等人力
媒介。在垃圾分类服务过程中，媒介是无形服务转化
为有形体验的重要依据[26]，是实现垃圾分类服务的重
要载体。因此，要根据每个阶段的任务和目的配置合
适的媒介，让垃圾分类的每个过程都能顺利完成。 

根据垃圾分类过程的划分和需求分析，基于能
力、交互、目的和媒介四个维度对各个阶段展开设计
维度的分析，如表 1 所示。 

 
表 1  乡村垃圾分类各阶段价值共创服务设计要素 

Tab.1 Design elements of value co-creation service at each stage of rural waste classification 

阶段 能力维度 交互维度 目的维度 媒介维度 

服务关键行为 知识获取 组织沟通 服务机会识别 服务宣传 

个体背景差异 知识易获取性 用户需求 可信度 

价值感知 服务可触及性 环境价值 广泛性 
价值准备阶段 

设计要素 

关系建立 沟通无障碍性 经济价值 传播性 

服务关键行为 
共创能力 

分享能力 
分类动作 

垃圾分类 

共创意愿 

分类设施 

分类平台 

知识整合 人性化 共同愿景 设施材质、颜色、外观

能力培养 易用性 需求动机 

价值共创阶段 

设计要素 

能力实践 协作性 情境刺激 
平台布局、内容 

服务关键行为 
内部共勉能力 

外部扩散能力 
服务传播 服务延续 反馈机制 

及时互动 传播性 服务对接 反馈内容 

能力扩散 数据化 社会价值 反馈方式 

价值持续阶段 

设计要素 

专业辅助 奖励机制 环境价值 传播方式 



362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9 月 

 

4  价值共创下的乡村垃圾分类服务设计实践 

4.1  用户调研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乡村垃圾分类服务系统中核

心参与用户为中年妇女、老年人，经过深度访谈和现

场行为观察了解用户的生活习惯和垃圾处理的行为

特征，建立两类用户角色模型（如图 5、图 6 所示）。

并根据价值共创过程绘制用户旅程地图（如图 7 所 
 

示），深度了解不同用户的需求痛点和服务过程中的

体验感受，从而提炼出服务的设计介入机会。 

通过核心用户角色模型和用户旅程地图可以得

出，现有乡村垃圾分类存在以下服务缺口：一是村民

对垃圾分类的知识学习和认知有困难，环保意识淡

薄，参与分类的积极性不高；二是现有乡村垃圾处理

基础设施简陋，投放过程复杂且难以操作；三是缺乏

对村民投放需求的深层次挖掘，管理体系不成熟，导

致村民参与积极性不高。 

 
 

图 5  乡村妇女用户的角色模型 
Fig.5 Role model of rural women users 

 

 
 

图 6  乡村留守老人用户角色模型 
Fig.6 User role model for left-behind elderly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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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用户旅程图 
Fig.7 User journey map 

 

4.2  乡村垃圾分类服务设计策略 

4.2.1  熟人社会下的服务价值易识别与易获取策略 

村民正确的认知是乡村垃圾分类成功推行的关

键。利用乡村差序格局的社会特征将村民的社会关系

融入垃圾分类行为中，使村民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习

惯和意识，同时，结合村内的发展和村民的生活习惯

划分垃圾的分类标准，让垃圾分类知识易获取；通过

优化互动体验提升分类的准确性，促进村民参与的积

极性和自信心，让村民感知垃圾分类带来的个人价

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最终推动乡村

垃圾分类价值共创的有效实施。 

4.2.2  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共创过程便利化、资源化

策略 

我国乡村居民的生活样态特征为：灵活的时间安

排和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27]。乡村垃圾分类行为的养

成和实践需要与用户的生活环境深度契合。因此，便

利性和资源化是设计的重点。优化垃圾桶和分类垃圾

箱的结构和交互，设计符合乡村特色的垃圾设备，分

类标识易懂且易区分，提升准确性和可操作性；在垃

圾分类处理上，结合我国乡村小农化生产方式和有机

农业的生产类型，实现垃圾分类处理的在地化、资源

化和微循环再造化。 

4.2.3  多元合作下的服务体验传达与价值延续策略 

乡村是一个熟人的社会[28]，其差序格局的社会特

征有助于服务体验的传达和价值的延续。因此，可以

对乡村中具有威望和地位的村民进行专业的培训指

导，再通过邻里间的互帮互助，扩大宣传，共同培养

乡村内部的荣辱观和责任感，节省宣传成本的同时提

高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先进家庭和典型代表的评选、

垃圾分类情况的测评公示、垃圾积分的兑换等方式有

助于培养村民的分类意识和互相监督的责任感，提升

村民参与意愿；搭建村民交流平台，增强村民的交流

互助，同时，获取更多反馈，为服务系统的更迭提供

方向的同时也为乡村的对外宣传和价值的延续提供

了途径。 

4.3  乡村垃圾分类服务系统设计 

4.3.1  服务蓝图 

根据乡村垃圾分类服务系统的调研分析，基于价

值共创理论和服务设计原则，即用户体验为中心、多

元主体协同参与、可持续发展、系统整合，对服务系

统中的用户和相关触点进行系统性的创新设计，通过

服务蓝图的方式展现乡村垃圾分类的服务过程，如图

8 所示。在整个服务系统中，将提供以下服务：（1）

服务前，村办公室将为每户村民实名注册垃圾投放

卡，并为村民培训相关分类知识，用户可根据需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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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 APP 上查询相关信息，后台根据用户的数

据采集进行精准化推送，方便用户了解；（2）服务中，

用户通过软件可查询到附近投放点的相关状态，根据

自身需求选择最佳投放点，同时智能投放点将对村民

投放量进行称重积分，管理者和工作者通过信息技术

的数据处理，可精准了解每个投放点的情况；（3）服

务后，用户前往积分超市进行积分兑换，也可浏览线

上活动平台查看垃圾分类相关活动或进行相关反馈，

管理者可在平台上发放相关公告并处理用户反馈，促

进社群交流，提升管理效率。 
 

 
 

图 8  价值共创下的乡村垃圾分类服务蓝图 
Fig.8 The blueprint of rural waste classification service created by value co-creation 

 

4.3.2  服务系统图 

服务系统图将系统中利益相关者的服务流、信息

流、资金流等转换关系可视化，可以帮助设计师形成

具体的设计定位[29]。根据前文推导出的乡村垃圾分类

服务系统设计策略和服务蓝图构建的整体性分析，笔

者构建了基于价值共创的乡村垃圾分类服务系统，如

图 9 所示。价值共创下的乡村垃圾分类服务系统具有

以下创新点： 

1）垃圾源头分类通俗易懂。根据我国乡村的实

际情况，针对村民不会分、不愿意分的难题，因地制

宜确定分类标准，形成便于村民接受和易操作的“一

卖、二换、三投”三步操作法，即可回收垃圾可拿到

废品回收处卖钱，有机垃圾可换取有机化肥，其他垃

圾投入集中投放点。 

2）投放过程简单化。根据乡村智能手机没有完

全普及的真实情况，通过设置垃圾投放卡的形式，让

没有智能手机的用户也能享受到智能垃圾桶带来的

便利。 

3）模范示范带动提升分类意愿。通过多层级、

多样化带头示范作用，可以有效提升广大村民参与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 

4）积分兑换制度。积分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累计，

村民通过手机 APP 或垃圾投放卡到村内的积分兑换

超市进行积分兑换，换购相应的物品。乡村村民具有

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利用积分兑换的方式可以极大

地调动村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5）最大限度利用乡村闲置资源。租用村民闲置

的房屋并设置可回收垃圾收购站、积分兑换超市，将

闲置荒废的农田改为阳光堆肥房，减少政府建筑公共

设施支出的同时也让乡村闲置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 

4.4  乡村垃圾分类服务设计方案呈现 

针对乡村垃圾分类的服务需求，进行乡村垃圾分

类平台、家庭分类垃圾桶及集中投放点的设计。将乡

村垃圾分类服务 APP 命名为“芬芬”，给人亲切感。

其核心功能分为首页、活动室和我的三个功能模块，

首页包含刷码投放、回收预约、垃圾识别、附近投放

点、投放积分五个模块；活动室包含公告、榜单、消

息、话题、意见箱五个模块；我的包含设置、个人信

息、我的成就三个模块；logo 设计以“F”为设计元

素，采用不同程度的绿色为视觉展现，代表活力、健

康和环保，象征垃圾分类带来绿水青山的美好祝愿，

如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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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价值共创下的乡村垃圾分类服务系统图 
Fig.9 Rural waste classification service system diagram created by value co-creation 

 

 
 

图 10  “芬芬”APP 信息架构与 logo 
Fig.10 "Fenfen" APP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and logo 

 

在 APP 的视觉界面设计上，主色调采用绿色，

象征乡村山清水秀的美丽生态环境，给人传达希望和

环保可持续性理念。辅助色为黑白灰，减少绿色的冲

击感，给人干净明亮简洁的视觉感受，如图 11 所示。

整个界面设计以分类知识易获取、便利性、可操作性

为设计要点，信息展示采用列表式，以图形符号和图

片的展示方式提高信息传递效率，让村民便捷高效地

获取垃圾分类知识。情感化设计可以增进村内的交流

互助，激励用户积极参与。 

乡村垃圾分类的硬件设计主要包括家庭分类垃

圾桶和集中垃圾投放站。 

1）家庭分类垃圾桶。根据前期调研，村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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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不够是因为分类基础设施的缺乏，

因此由政府统一发放分类垃圾桶，用户根据具体情况

摆放，刺激用户参与分类。该分类垃圾桶将垃圾分为

两类，可腐烂垃圾和其他垃圾，进行容量和颜色区分，

易识别。采用脚踏式，桶内设置提手，优化投放体验。

采用秸秆材质，环保，实现乡村材料的最大化利用，

降低生产成本。效果图如图 12 所示。 

2）集中垃圾投放站。包括可腐烂垃圾箱、其他

垃圾箱、多功能垃圾箱、洗手池、休息座椅。其他垃

圾箱不采用智能式，节省成本，脚踏式开箱方式优化

投放体验；可腐烂垃圾箱采用智能垃圾桶，扫码投放；

多功能垃圾箱底部投放可回收类垃圾，中部为操作平

台，用户可查询积分等，顶部为荣誉榜。效果图如图

13 所示。 
 

 
 

图 11  “芬芬”APP 高保真设计 
Fig.11 "Fenfen" APP high-fidelit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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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家庭分类垃圾桶效果图 
Fig.12 Family classification trash bin renderings 

 

 
 

图 13  集中垃圾投放站效果图 
Fig.13 Effect drawing of centralized garbage disposal station 

 

5  结语 

价值共创通过服务系统中多元主体的互动交流
和资源整合，提升用户的感知利益，促进系统的良性
循环，帮助公共服务事业挖掘共创机会、激发用户潜
能、提升服务体验、传播服务价值、促进服务系统可
持续发展。价值共创介入乡村垃圾分类，不仅整合了
主体、客体、媒介和环境的分类系统价值，还明确了
各方价值，促进了分类共创环境的构建，极大地提升
了乡村垃圾分类的体验。最后，通过对成渝地区的乡
村进行调研，利用用户画像、用户旅程地图挖掘用户
需求痛点，利用服务蓝图、服务系统图提出了乡村垃
圾分类服务系统设计方案。在价值共创理念下，在村
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的同时，其他利益相关者都能获
得相应的价值体验，通过乡村垃圾的分类处理实现垃
圾资源化，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实现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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