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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国家提倡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成果相衔接的大背景下，为防止后扶贫时代“返贫”的发生，

从精准扶贫的视角，探究设计扶贫的相关研究，寻求符合新型农村贫困区发展规律的设计扶贫创新服务

建设机制。方法 归纳整理了现有的设计介入扶贫工作的相关研究成果，重点分析了相关政策措施、研

究理论、实践案例等现状，展望了未来发展趋势。结论 通过研究设计如何介入农村贫困地区建设，实

现了当地各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完善了新农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制度，提升了农村社区内在

发展能力的方式，巩固了现有脱贫成果，为新农村建设及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策略和建议，带来了新的研

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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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country promotes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paper explores and designs relevant research on poverty alleviation to find a 

new type of rural poverty area Regularly design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novative services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return to poverty” in the post-poverty alleviation era.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re-

lated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existing design interven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levant policy measures, research theories, and practical cases, and looks forward to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By re-

searching and designing how to interven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overty-stricken areas, this paper realizes the crea-

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local resources, improves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of new rural areas, and consolidates the exis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by enhanc-

ing the inherent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of rural communities. This paper proposes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con-

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us bringing new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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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及社会需求的更

新，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及社会各界设计师关注贫困

问题，并发起了一系列利用设计力量帮助贫困地区脱

离贫困的设计扶贫活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我

国脱贫攻坚在 2020 年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虽然在现

行标准下实现了贫困人口的消除，这并不代表脱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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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结束，反而代表该工作进入新阶段、新挑战。在

此阶段，提升贫困户的可持续性个人发展能力，防止

“返贫”的发生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国内一些学者通

过具体的设计扶贫实践，有了较多扶贫成果和丰富的

扶贫经验与经典案例，为了更好地开展后续的防止

“返贫”工作，需对目前设计扶贫的相关政策、理论及

介入方式进行整理总结。因此，本文以设计扶贫为研

究角度，回顾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和成果，探讨设

计如何为贫困户摆脱贫困提供相关的契机与平台，从

而增强农村原住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巩固现有的脱

贫成果，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 

1  设计扶贫政策概况 

“精准扶贫”于 2013 年 11 月在湖南省的花垣县

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此战略的指引下，提出了生

态扶贫、教育扶贫、易地扶贫、文化扶贫等多种更具

体的扶贫模式；为了发挥设计力量，设计扶贫这一扶

贫模式被提出。通过设计创新思维、设计艺术审美等

设计优势，将设计行为参与到扶贫工作中，发挥设计

的社会责任感，因地制宜服务贫困地区。以设计力量

的介入达到整合参与社区建设、非遗活化再造、规划

重塑乡村景观、传承传播地域文化、提升发展原住民

能力等一系列目的。 

2018 年 8 月，工信部印发的《设计扶贫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 年）》中明确提出以深度贫困地

区为重点，以产品品质提升、居民生活条件改善、乡

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升级为主攻方

向，充分调动设计行业组织和企业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为贫困地区普及设计理念，提供设计解决方

案，培育设计专业人才，激发发展内生动力[1]。 

该文件强调必须充分发挥设计力量提升乡村产 
 

品品质、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改善村民生活条件、调

动产业创造性、普及设计理念、培育设计人才、激发

乡村内生动力。各省也发布了相应的各项扶贫措施，

见表 1。 

从各省份的扶贫政策措施来看，都着重强调提高

其农户自身的“造血”能力，以开发利用当地优质资

源为主，发展特色现代化产业，按需不断调整产业结

构，打造扶贫模式。这与工信部印发的《设计扶贫三

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要求十分符合。设计

可借助各项扶贫政策的支持，通过设计力量发展当地

特色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扶贫更扶智，使设计扶贫

与乡村振兴结合。 

2  设计扶贫的相关研究 

2.1  设计扶贫的概念与内涵 

早在 1980 年，英国政府因经济滞胀，已无法为

艺术承担高昂的补助费用，为此，当地政府提出使艺

术大众化、生活化，将艺术转化为创造性的资本来提

高经济收入[2]。王玲将设计扶贫定义为通过介入贫困

地区的商品设计开发、生产人员的生产模式、消费者

的各消费环节，以设计的力量从这 3 大部分来改善当

地贫困状况[3]。吴春茂提出“设计的善意”这一概念，

呼吁设计师利用自身的设计思维，从贫困地区人民真

实的迫切需求入手，提供设计产品及设计服务，使贫

困区人民感受到来自设计师的善意，享受设计为贫困

生活带来的改变[4]。2018 年 4 月，由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在我国

杭州良渚梦栖小镇召开了第二届世界工业设计大会，

大会发布了《设计扶贫宣言》，“设计扶贫”一词也被

正式提出。该宣言提倡，设计工作者们应该利用好自 

表 1  部分省份扶贫措施 
Tab.1  Poverty alleviation measures in some provinces 

地区 实施地 时间 措施 

河南 河南省豫西 2017.07.06 政策扶持，在创新中进行扶贫实践，创造复制性强的扶贫模式 

福建 福建省福鼎 2018.11.20 
因地制宜，可大力发展特色手工业、乡村旅游、电商平台等，以发展能力为

目标，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 

湖北 湖北省 2019.04.25 壮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为确保产业扶贫真正落地，实施十大工程 

海南 海南省 2019.04.27 
提出并实践了“公司+土地+贫困户”“产业扶贫基地+农民技术培训基地+扶贫

工厂”的扶贫模式 

浙江 浙江省 2019.05.05 提倡协同合作打赢脱贫战，提高扶贫深度，加大智力援助的力度 

天津 甘肃省 2019.05.07 结合甘肃当地“牛羊菜果薯药”六大产业的特色发展定位，发展产业扶贫 

上海 贵州省遵义 2019.05.08 通过产业园区、培育产业、旅游合作等方式推进农村产业革命 

河北 河北省承德 2019.05.09 因地制宜，着重扶持产业就业扶贫，大力发展地方特色产业 

陕西 陕西省延安 2019.05.09 多种方式带动贫困户增收；扶贫扶智，既重物质更重精神 

山西 山西省 2019.05.10 着重提倡产业振兴，发展农村现代产业集群 

江苏 陕西省 2020.06.18 建立创新协同共建平台，优化产业体系，完善扶贫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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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优势，运用设计的力量，多开展相关扶贫设计活动，

以设计为纽带在环境、经济、社会 3 大领域形成良性

循环[5]。张犇等人对设计扶贫的概念界定为以“物”

为切入点，利用自身的设计能力及特点，介入到扶贫

工作中[6]。设计不仅要关注贫困地衣食住行的民生需

求，而且要关注当地文化，运用设计对其进行文化转

化，将文化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收益，利用设计特性从

这 2 个方面对贫困地区带来从经济情况的改变到脱

贫主观的能动性提高。 

设计一直都是充满创造性的活动，早在 2018 年

“设计扶贫”一词被正式提出前，学术界就已提倡让

设计落地，运用设计力量来为贫困出力。艺术设计

应该适当走下“神坛”，通过艺术创意的助力，为贫

困地区设计更适用于贫困户，更符合当地资源环境

的产品，甚至于利用设计思维的能动性，整合协调

贫困地自身产业与当地特色资源，挖掘并传播地域

文化，转变固有传统思维模式，用设计激发贫困地

区内生动力。 

2.2  相关的文献研究综述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国内学者积极致力于设计

扶贫工作，让设计落地，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设计扶

贫的相关研究。以“设计扶贫”为关键词，在中国知

网进行搜索，共获得 356 篇文献。 初于 1996 年有

相关文献的产出，后续的 16 年内以“设计扶贫”为

主题的文献，年发文量均不超过 5 篇。2013 年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后，设计扶贫的相关文献

开始呈上升趋势，并逐渐增长。2018 年明确提出“设

计扶贫”后，设计扶贫领域的相关文献产出更为丰富，

见图 1。 

关键词是一篇论文的关键信息，是核心概括，对

其进行分析可对该研究领域的文章主题有整体大致

的了解。对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通过获取关

键词的聚类情况，分析其文献核心主题思想，不仅可

以了解该研究领域的热点，还能确定各热点之间的关

系。为此，对“设计扶贫”该领域的文章进行关键词

共现分析，如图 2。 
 

 
 

图 1  以“设计扶贫”为主题的文献发表年度趋势 
Fig.1  Annual trend of publications on the theme of “desig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图 2  以“设计扶贫”为主题的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 
Fig.2  Co-occurrence network of literature keywords with the theme of “designing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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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设计扶贫”为主题的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

中可知，设计扶贫是精准扶贫政策指导下的产物，而

设计扶贫扩散出了较多的相关主题，如“包装设计”

“产品设计”“扶贫模式”“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文

化”。国内学者在从事设计扶贫工作时，多以设计包

装、产品等方式参与设计扶贫，对于设计扶贫的研究

方向，也呈现出由浅到深的趋势变化。 初设计扶贫

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当地产品的设计优化。如谢汇

对高校艺术设计教学课程与校农扶贫机制做了相关

研究，从视传、产品、环艺这 3 个专业各自的优势，

对贫困地区进行了帮扶，用包装设计、品牌设计、产 

品设计等对乡村产品进行了优化再造[7]。李琳等人对

马坡玉峰茶进行了系列农产品包装设计，用 直接快

速的方式，提升了玉峰茶的品牌形象，促进了马坡茶

业的发展[8]。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设计可以做到更

多，并开始侧重于对产业结构的改变，通过设计力量

系统地整合各方资源，以发展设计产业为目标，从传

统的“设计输血”转变为“设计造血”。如高旻洁以

首饰为主体开展了产业创新，利用湖南非物质文化遗

产资源、自然矿物资源、传统冶炼产业基础，整合了

设计研学、生产加工、营销宣传等各环节，从全链路

探究了设计扶贫路径[9]。田洪刚在“设计强县、文创

兴州”的政策支持下，搭建了设计扶贫平台，从传统

文化挖掘、设计赛事、文创产品开发、营销模式转变

等多方面运用设计力量致力于精准扶贫[10]。 

当扶贫工作进入后半阶段，仅对经济产业的帮

扶，已经无法匹配该阶段扶贫的新需求。学术界开始

从“扶贫”转化到“扶志与扶智”，艺术工作者也开

始研究如何将设计思维与文化扶贫、精神扶贫融合在

一起，以此达到发展贫困户主观能动性的目的。如许

平探讨了扶贫工作、非遗活化、融合设计三者的关系，

提倡在融合设计中通过创新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激发

村民文化素养及创新能力，达到长远扶持效果[11]。设

计教育精准扶贫作为一种指向未来文明结构的社会

创新，是介入经济发展和乡村地区改造的一项影响深

远的有效扶贫方式[12]。段胜峰等人通过对比城市儿童

与农村儿童的受教育程度、教学资源、教育需求，设

计出了线下集体生活学习区＋线上 APP 结合的模式，

营造学习共同体，以农村儿童为设计对象，“扶智”

为 终目的，升华了设计扶贫的价值，达到了精神扶

贫的要求[13]。 

2.3  设计扶贫的作用和意义 

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帕帕纳克曾说世界上

75%的人生活在贫穷、饥饿中，这些人显然需要设计

机构在其时间表上挪出更多的时间来给予这些人关

注[14]。将设计与扶贫工作碰撞在一起，是设计社会责

任感的体现，设计发挥着它的社会属性，这不是无用

的，而是真正能为世界带来改变的，是有力量的。正 

如韩超所提倡的，从伦理学角度来看，虽然没有要求

设计必须帮助贫困地区人民摆脱贫困，但是设计作为

一种协调人与自然、人类甚至是社会之间各个关系的

客观存在，它必须融合于其中，并且需要履行相应的

责任，无法孤立存在[15]。扶贫是一项高度复杂且需要

创造性的工作，设计恰好能够起到“协调人”的作用，

在政策、社群、机构和资本之间，创造可持续的系统

去运营[16]。 

联合国发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首要的目标就

是“消除贫困”。在国家大力支持脱贫攻坚的政策支

持下，设计师作为国家的一员，社会振兴发展与其息

息相关，设计师应该承担起扶贫的社会责任。众多设

计扶贫实践表明，设计这项充满创造性的活动在复杂

的扶贫工作中，可以起到协调文化、社会、政策、组

织等多方资源的作用。克里斯·拉兹洛认为“贫困”

应该被定义为多维的概念，在其著作中将“贫困”划

分为“有形贫困”与“无形贫困”2 个方面[17]。有形

贫困指金钱、环境住所、福利保障等物质层面因素的

缺乏；无形贫困指社会关系、生活经验、知识能力等

精神层面因素的缺乏。艺术设计作为一种系统性方法

论，通过对文创产品、非遗、文创产业的挖掘和开发

赋能品牌，帮助农民建造可持续的“再生造血”系统，

促进贫困地区的文化提升和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达到精准扶贫的目的[18]。在未来的设计扶贫工作中，

仍需要通过多元路径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力，使这

些路径有效延伸至地域产品价值链，提高产品附加

值，重塑衰败村落，提升乡土文化[19]。 

设计在参与扶贫工作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仅

限于关注较浮于表面的“有形贫困”，还在于用设计

思维的力量关注其“无形贫困”。一方面，设计可利

用自身的审美素养提高贫困区原本产品品质、利用专

业设计技能改善生活景观环境及产业结构、利用设计

需求洞察力转化当地各项资源。另一方面，设计应利

用其创造性的思维模式，活化当地传统文化，使文化

在创新中传承，将文化转变为经济收益，提高贫困区

村民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自信。设计思维的植入能帮助

贫困区村民开拓思维，创造更多可能性，提升自身可

持续发展能力。 

3  设计扶贫模式研究 

3.1  设计扶贫模式 

整理现有的设计扶贫成果，主要从介入方式、内

容、深度等方面进行分析，可将其归纳为 4 个方面的

设计介入模式。 

1）直接介入型。通过设计介入，对现有乡村生

产的各资料再造利用，使贫困户的生活、生产更方便

快捷，多为直接且实用的设计扶贫项目。如英国的发

明家特雷佛·贝里斯设计了一款无需电力驱动的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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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让非洲穷人通过该收音机接受了教育，该收音机

的生产也为其提供就业机会。中央美术学院张绮曼教

授 2002 年就已开始扎根本土，着手为农民设计，并

且在博硕士课程中安排了甘肃、陕西、福建、山西等

相关地区生土民居的设计调研课程[20]。中国美术家协

会环境设计艺委会组织了由中央美术学院、西安美

院、北京服装学院环艺专业、太原理工大环艺专业组

成的四校联合公益设计活动，对西部地区进行了农村

生土住宅调研，开展了“为西部农民生土窑洞进行改

造设计”无偿公益项目[20]。该项目分别对当地 10 组

住宅窑院和 7 组地坑窑院进行了改造设计和修复改

建，并获得了 2012 年“亚洲 具影响力可持续发展

特别奖及设计组环境设计银奖”和 2013 年“北京设

计周年度设计大奖”“第十二届全国美展金奖”。王建

华等人为侗族地区特色农产品——侗茶设计了系列

产品包装，以鼓楼为设计元素，优化了当地农副产品

包装，强化了其卖点，传播了侗族文化[21]。陈惠对当

地各类民俗文化资料进行了挖掘重构，运用设计专业

知识，将重构后的名胜景观及民俗文化进行了图形化

处理，并将其转化为了文创旅游商品[22]。 

2）协同介入型。通过设计介入，设计师与贫困

户合作，共同参与乡村本土的特色产品的优化，以此

启发村民的自主创新能力。桑德斯曾说过，在协同设

计中，人人都可以成为设计师，而专业设计师的角色

也从专家转化成了“促进者”[23]。湖南大学的张朵朵、

季铁通过“花瑶花”实践项目，探索了协同设计的方

式介入，搭建了地方共享平台，促进了当地村民与设

计师、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创新[24]。“花瑶花”的精准

扶贫项目协同了 15 个国家、300 多支专业设计力量

完成了文创产品 300 余件，当时预计 2016 年以瑶花

为源头的文创产品产值将达到 300 万元左右，其中能

提供 50~80 个就业岗位，当地织娘劳务费约为 100 万

元。截至 2016 年底，为当地打造的农产品品牌预计

可提升销售额 300 万元，创造就业岗位 60~80 个，生

态旅游产业可组建约 20 个手工匠人队伍，孵化 1~2

个村级合作社，2016 年创造年产值约 100 万元。四

川美术学院的程琦等人将设计思维与材料再造融入

传统荣昌夏布技艺，组织学生与传统手艺人共同创

作，实验出了多种应用设计素材[25]。四川美术学院的

谢亚平整理了设计扶贫展览中的 5 大模块，其中

“互·联”模块分享了大量数字服务设计创新案例，

在大数据技术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运用互联网的优

势，以线上整合资源的模式，用数字化的方式驱动村

民与设计师、企业等协同创新，以共同协作的方式深

度参与自身的脱贫工作[26]。杨勇波等人对十八洞村提

出“扶智·扶志·扶质”，用设计思维激发了苗绣手

艺人用自身力量实现脱贫的斗志；用设计知识优化了

苗绣图案，提高了其时尚性美观性现代性；用设计创

新升级了苗绣产品，创新了其工艺、材质及产品类型，

拓展了苗绣发展前景，利于苗绣手艺的传承发展[27]。 

3）开发介入型。通过设计介入，整合多方资源，

提倡对贫困地进行系统化的开发，以发展新产业来改

变当地本土的生产结构，增加就业机会。如单德启等

人通过设计建设生态风景园区，开发了贫困地区旅游

项目，该扶贫项目的有序进行，不仅能规划当地旅游

资源、提供就业机会，还能推动环境、生态、文化等

的建设和发展[28]。经典扶贫案例“柿子红了”来自“中

国柿乡”陕西省富平县，该县通过打造“柿子红了”

品牌，对其柿子的相关资源进行了系列的创新发掘，

以柿子为基点，开发了多条产业链[29]。2019 年富平

县一跃成为全国 大的柿子生产基地县，年产鲜柿子

约 20 万吨，年产值达到 32 亿元，同年 5 月，顺利完

成脱贫摘帽。成鲁盼针对菏泽传统的编织手工艺，用

设计开发的方式，对国内外各地传统编织工艺进行了

多方面对比，以此寻找到了菏泽编织工艺所面临的问

题困境，为中小型企业产业优化升级提供了设计思考
[30]。陈瑶以包装设计为切入点，提出了 CBCP 模式，

将贫困户、企业、品牌、合作社 4 部分内容相结合，

该模式将生产、包装、营销整合起来，不仅优化了

产品外在的包装，还为黔南农产品提供了整条产业

模式 [31]。云南艺术学院的刘钰舜等人改变了河北省

秦皇岛市三拨子乡玉露香梨的传统乡村农产品销售

模式，通过衍生多种消费模式、延长当地产业链，

聚集村民实现了当地就业[32]。 

4）输入介入型。通过设计介入，传授创新设计

思维方法，改变陈旧思想，提升贫困民众的创新能力

和创新精神，对乡土文化进行再造提升设计项目，达

到观念脱贫和文化脱贫。2013 年浙江省发布了《关

于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意见》，一年内在省内各

农村建立了 1 000 余座农村文化礼堂，2014 年中央美

术学院团队为其设计的视觉形象系统方案，得到了浙

江省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从全省 12 个先进县中选出

了 12 个村进行设计项目的落地实施。中央美术学院

的宋建明通过“农村文化礼堂”项目，系统形象地建

构了当地乡村文化，从而丰富了农村精神家园[33]。中

央美术学院的团队不仅重视文化脱贫，也重视艺术创

新思维的植入。为防止“返贫”，实现持续“造血”，

创办了“艺创小镇”，其规划面积为 3.5 km²，投资规

模达到 165 亿元，2019 年 9 月被命名为浙江省第三

批省级特色小镇。该小镇的核心在于艺术与科技教

育，目标是成为全球 大的艺术教育社区。兰翠芹将

设计介入乡村建设分为 3 个步骤，首先需要梳理清楚

当地传统民族文化的内涵所在，其次思考设计创新精

神如何与地域民族文化相融合， 后根据前面的思考

建立文创设计产业，使文化有效地转化为经济效益，

使其成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34]。杨熊炎等人对三省

坡特色优质侗族文化资源进行了研究，在充分了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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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种设计扶贫介入模式对比 
Tab.2  Comparison of four design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tervention models 

介入方式 方法 目标视角 特征 

直接介入型 利用现有资源，进行设计改造 优化视角 快速便捷；可短期获得成效；投资较少 

协同介入型 
贫困户与设计师协同设计，共同参与

产品升级 
参与视角 

共创中相互学习；利于传统工艺传播传承；投资

较少 

开发介入型 系统整合，开发新产业链 赋职视角 
更具系统性、全局性；提高当地就业率、资源转

化率；投资较大 

输入介入型 
输入创新思维，重点为观念脱贫和文

化脱贫 
赋智视角 

可持续发展；可防止“返贫”，可持续“造血”；

帮扶难度系数较大 

 
贫困地区资源优势及文化特色的前提下，对聚居区进

行了整体的规划，包括构建特色节庆品牌、宣传侗族

特色节庆文化、构建特色产业输出模式框架，并合理

配置社会资本、政府扶持、设计服务、工艺匠人等多

方资源，整合产业、文化、人力，使三省坡村民可以

真正依托该模式框架实现长期持续“造血”[35]。 

3.2  不同设计扶贫模式的对比 

对 4 种设计扶贫介入模式进行分析对比，总结各

介入方式的特征，见表 2。 

2020 后的脱贫工作侧重于巩固并拓展脱贫攻坚

的成果，与乡村振兴相衔接。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

到：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机制，保

持财政投入力度总体稳定，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

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

续帮扶工作，加强扶贫项目资金资产管理和监督，推

动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36]。 

虽然 2020 年为脱贫攻坚决战年，但是从十九届

五中全会制定的五年规划中可以体现，脱贫是长远持

久战，2020 年并不意味着脱贫工作的结束，反而应

该成为扶贫工作的新开始，各项设计扶贫及防返贫机

制尚未健全成熟，后续工作任重道远。现有设计扶贫

方式的 4 大介入类型，各有其优势与不足，在后续设

计扶贫工作中，应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根据不同

地区、不同阶段的需求，运用 合适的介入方式。面

对后续更复杂、要求更严苛的扶贫工作，单一的介入

模式已经无法满足贫困地区的防止“返贫”需求，设

计扶贫可以多种介入方式相结合的模式，根据各阶段

的需求不同，发挥各方式优势，补足各方式缺失部分，

更系统、全面地建立设计扶贫机制。 

4  设计扶贫研究展望 

我国关于设计扶贫的相关实践和理论研究已为

后续研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理论基础及实践经验，为

新时代环境下的新农村设计扶贫提供了十分坚实的

基础和条件。针对后续研究有以下 3 点启示。 

1）设计扶贫助力培育农村村民主体意识。设计

强调“以人为本”，为真正防止返贫的发生，就应该

以精准式的设计扶贫代替粗放式的设计扶贫，对贫困

户进行设计需求精准识别，不管是传统社会的农村聚

居区还是新型农村社会关系，村民都是贫困区的主人

翁、是地域的核心、是农村社区保持活力的根本动力。

设计扶贫过程中，应该把培育农村村民的主体意识放

在重中之重。运用服务设计系统思维逐步培育社区村

民的主人翁意识，针对不同贫困者的贫困类型提供具

体落地的设计服务，保证各资源达到其 优配置，使

设计帮扶真正用于村民，受益于村民，确保村民在设

计扶贫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2）设计扶贫衔接农民协同创新。真正意义上的

设计关怀不仅是聚焦于贫困人群的设计享有度，还应

观照他们的设计参与度，贫困决计不是剥夺设计的理

由[37]。朱庆祥等人以河北省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设计

扶贫与设计教育需同步进行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设计

介入扶贫工作不仅需要建立符合市场机制的参与模

式，还需要进行设计教育，构建协同创新的设计生态

扶贫系统[38]。设计扶贫的新需求在现阶段应主要致力

于防止“返贫”发生，不仅如此还应该与乡村振兴相

匹配。通过设计介入，发展农村社区设计组织，增强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能力，衔接社区内村民的协同参

与，并在此过程中使农民真正参与到社区建设设计事

务中，通过设计参与，真正做到从参与设计实践和学

习培训掌握设计知识技能，为防返贫提供持续的内在

驱动力，提升村民协调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

农村社区内各成员的权利意识和社区建设责任感。 

3）设计扶贫构建多元主体合作的设计服务体系。

长期困扰中国农村的原发性的绝对贫困基本消除之

后，中国农村贫困将会进入一个以转型性的次生贫困

为特点的“新贫困”治理阶段[39]。新阶段的贫困，不

仅反映在收入的绝对薄弱上，而且主要反映在收入水

平、社会服务、知识能力、精神文化等多维度上。传

统农村的认同感基础主要为血缘，而新农村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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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发展为认同感基础。新技术的支撑下传统农村

急需向新型农村转型，对于新型农村而言，必须重视

乡村内信息化、合作化建设，通过将村民组织起来参

与合作发展的形式让贫困户在社区中获取更多的机

会，让村民可以依靠社区中的集体力量和共同合作的

努力，充分利用好“互联网＋”的作用，扩宽社区维

度，给予社区居民更多就业发展机会，增强农村社区

的凝聚力和归属感，重塑农村社区认同，提高其生活

幸福感。 

5  结语 

设计作为充满创造性、美学性、实用性的一种创

意活动，面对长远复杂的扶贫工作，可发挥其自身专

业优势，以设计的社会责任感，助力消除贫困的发展

目标。本文对设计扶贫的概念内涵、国内相关扶贫措

施政策、设计扶贫实践案例与介入模式和未来发展展

望进行了论述，其研究不仅梳理了现有设计扶贫的研

究成果，还对设计扶贫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和

介入方法借鉴。面对国家新阶段的经济规划，扶贫工

作面临着更严峻、更艰难的挑战，相关学者与设计师

应总结吸取已有的研究精华，规避经验不足的问题，

使设计能真正助力扶贫，升华设计价值，体现设计的

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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