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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运用 AHP 层次分析法，以瑶族地区为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设
计扶贫模式进行研究，使设计扶贫落实更到位、机制更科学、范围更全面，以满足后扶贫时代农户的内
在需求。方法 运用可持续生计理论对少数民族村寨贫困户进行生计资本分析，以 DFID 可持续生计框
架分析模型为范式，构建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设计扶贫可持续生计框架，再通过德尔菲专家咨询法的定
性研究和 AHP 层次分析法的定量研究，得出相关评价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为后续设计扶贫实践提供
支撑，使设计有据可依。结论 在面对后扶贫时代新需求的前提下，通过对典型瑶族地区的设计扶贫研
究实践，证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层次分析法的结合，可以使设计扶贫方案策略有助于提升农户能力。基
于 DFID 可持续生计框架分析模型所构建的少数民族村寨设计扶贫可持续生计框架，可为其他少数民族
地区的设计扶贫提供分析范式。其研究思路可对设计扶贫实践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层次分析法；文化层次理论；设计扶贫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22)06-0157-09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2.06.021 

Application Designing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of Yao  

Nationality's Livelihood Framework 

YE De-hui, LIU Yu-cen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541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vitality framework theory, applying the AHP analytic method, taking the Yao are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design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so that the design 

poverty alleviation is more in place, the mechanism is more scientific, and the scope is more comprehensive, which meets 

the inherent needs of farmers in the post-poverty era. Applying sustainable livelihood theory to analyze the livelihood 

capital of poor households in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taking the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analysis model 

as a paradigm,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for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en qualitative research through the Delphi Expert Consultation Method Quantitative research with AHP analytic hier-

archy process obtains research evaluation data,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is performed, support for the subsequent desig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 is provided, and the design evidence-based is realized. Under the premise that the design 

needs to face the new needs of the post-poverty alleviation era, through the desig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typical Yao areas, it is prov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theory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can make the desig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generation helpful to farmers. Based on the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analysis model, the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design poverty alleviati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can provide an analysis paradigm for the desig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other ethnic minority areas. Its re-

search ideas can play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designing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s. 

KEY WORDS: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theor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cultural hierarchy theory; design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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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消除贫困”作为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简称为 SDGs）的首要目标被提出。贫困问题不

再是少数国家关注的问题，而成为世界重点关注的社

会问题。多年来，国际组织及多方学者，通过对乡村

反贫困与振兴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实践总结，衍生了许

多相关的理论范式。可持续生计的理论与方法框架，

作为一种用以理解贫困的产生原因并给出多种解决

方案的集成性分析框架被广泛应用[1]。2020 年为脱贫

攻坚的决战年，但这并不意味着脱贫的结束，农村贫

困将进入以转型性的次生贫困和相对贫困为特点的

新阶段[2]。扶贫工作具有系统性、发展性的特征，设

计是充满创造性的活动，当设计参与扶贫工作时，运

用科学、系统的理论范式及应用方法是极其有必要

的。在面对扶贫新阶段的需求时，将可持续生计的理

论与方法框架运用在分析和研究少数民族村寨各项

生计资本上，可以更系统、更直观地了解设计需求，

同时采用 AHP 层次分析法，对各层级设计元素进行

权重分析研究，从而为设计扶贫解决方案提供有效的

数据模型参考。 

1  可持续生计框架与少数民族地区设计扶贫 

1.1  可持续生计框架 

社会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对贫困形成原因的研究
不断深入，衡量贫困的标准也逐渐完善。收入与消费
的比重已不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贫困的本质从单一
到多维，“生计”一词开始出现在众研究学者的视野
中。“生计”指人们生存的能力和方式，是能够表现
技能掌握状况、收入水平等的活动[3]。20 世纪 80 年
代，在联合国举行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明确
提出了可持续生计观念，其含义是具备维持基本生活
所需要的充足的食品与现金储备量及流动量[4]。在人
们将可持续生计理论运用到解决贫困问题上时，此理
论不断被实践、应用，在此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扩展，
相关的范式开始出现，即“可持续生计框架”。学者
Scoones 在 1998 年发表了名为《可持续性农村生计：
一个分析框架》的相关文章[5]。世界各国的国际援助
组织也相继发表了有关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文章，
其中，DFID 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模型被运用得最
为广泛且认可度最高，见图 1[6]。 

 

 
 

图 1  DFID 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DFID's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 framework 

 
1.2  少数民族村寨设计扶贫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 

“资本”是人们创造、利用和维持物质及精神等
财富的一切资源的总和，并能够对其生计产生剩余价
值的价值。以少数民族贫困村为研究对象，从设计视
角根据少数民族村寨文化特色来重新审视村民的生
计资本。对原有五大资本进行再概括，从而更加突出
民族文化的特色及设计参与的作用，以增添文化资本 

与设计资本。针对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贫困村寨的

金融资本主要是分析政府、社会组织等的扶持资金及

投入，可将金融资本纳入社会资本。少数民族村寨设

计扶贫可持续生计框架将问题聚焦，使应用对象更加

具象。少数民族村寨生计框架保留了 DFID 框架的五

大构成部分，并根据少数民族资源特色及设计参与扶

贫工作特征而构成，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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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少数民族村寨设计扶贫可持续生计框架 
Fig.2 Design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for minority villages 

 

少数民族村寨设计扶贫可持续生计框架以贫困

户为主体，寻求全面、可持续的生计策略，以提高贫

困户在扶贫中的持续参与性，从而解决贫困代际传递

问题，发展地方经济。归纳其框架运用思路，选择具

体的实施地区，重点分析贫困户生计资本，通过对生

计资本的分析，提出可持续发展策略，见图 3。 
 

 
 

图 3  少数民族村寨设计扶贫可持续生计框架运用思路 
Fig.3 Thoughts on design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in minority villages 

 

1.3  瑶族地区生计资本分析 

瑶族历史悠久，且形成了众多支系。瑶族群居选
址多为较封闭的山地地区，这种环境利于其形成丰富
而独特的民风民俗、生活习惯及意识形态、礼教制度
及价值观念等。通过实地调研及文献研究等方法，以
五大生计资本要素为基础，对瑶族资源进行较全面的
分析，对其设计扶贫生计资本要素进行整理，见图 4。 

2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瑶族可持续生计评价

模型构建 

2.1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

广泛应用于各种判断领域，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层 

次化、系统化的分析方法[7]。该分析法将单一问题系
统化，该系统由总目标层（最高层）向下分解为多指
标、多准则的若干层级（中间层），最低层为各项备
选方案，通过定性方法搭建出整体分析体系，再进行
算法量化，并最终对比、排序出优化指标方案。 

2.2  瑶族可持续生计指标评价层级构建 

在利用可持续框架对瑶族贫困地区进行分析时，
仅使用定性研究的方式，容易在选择生计资本的各要
素时，受到研究人员个人因素的影响。运用层次分析
法，对生计资本进行权重类比，可以使要素选择更具
效度及代表性。为保留瑶族村寨特色，传承瑶族民族
文化，突出设计扶贫作用，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文化资
本与设计资本的各层级要素进行各指标的评价，判断
其权重，以提出适用的设计策略。为确保评价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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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瑶族村寨生计资本要素 
Fig.4 Refinement of livelihood capital elements of Yao villages 

 

专业性，运用德尔菲法（Delphi）进行指标的构建。

德尔菲法（Delphi）是美国兰德公司于 1964 年总结

并提出的一种可以应用于任何领域的咨询决策技术，

其核心是通过匿名方式来征求专家们的意见[8]。以瑶

族村寨设计扶贫为研究对象，出于对地域性及民族文

化的考量，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共 20 人，并对初

步建构的评价指标进行反复的意见咨询，见表 1。对

各专家的意见进行收集、整理，从而得出最终的评价

指标，见图 5。 

表 1  专家信息汇总 
Tab.1 Expert information summary table 

基本信息 

学历 职称 性别 名称

博士 硕士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男 女 

人数 8 12 10 7 3 13 7 

对瑶族文化及设计扶贫的熟悉了解程度 

程度 非常熟悉 熟悉 一般熟悉 不熟悉 

人数 11 9 - - 

 

 
 

图 5  瑶族村寨设计扶贫生计资本层级模型 
Fig.5 The Yao village design poverty alleviation livelihood capital hierarchical model 

 

2.3  判断矩阵构建及权重确定 

根据已建构的瑶族村寨设计扶贫生计资本层级
模型，分析各层的因素关系，将各项影响因子构建为
成对比较的判断矩阵。 

在指标权重赋值过程中，共邀请 20 名相关专家，
包括瑶族文化领域专家、少数民族地区相关专业教授
及拥有长期设计扶贫实践经验的人员，依据对瑶族文 

化的认知程度和设计扶贫的实践经验，对各项指标进

行对比、打分。采用 1—9 标度法，假设有 i 与 j2 个

元素，将定性研究量化成标度数据，使评价指标有据

可依，其评判依据见表 2。 

根据单一层级每 2 个指标互相比较的重要程度

判断矩阵，数据计算方法为方根法、幂法、和法。分

别对其各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 max ，以及与其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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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 评分标度法对照 
Tab.2 1-9 Scoring scale method comparison table 

重要性标度 意义 

1 i 与 j【同等重要】 

3 i 比 j【稍微重要】 

5 i 比 j【明显重要】 

7 i 比 j【重要得多】 

9 i 比 j【极端重要】 

1/3 i 比 j【稍不重要】 

1/5 i 比 j【明显不重要】 

1/7 i 比 j【强烈不重要】 

1/9 i 比 j【极端不重要】 

同时 2、4、6、8、1/2、1/4、1/6、1/8 表示重要性介于

1、3、5、7、9、1/3、1/5、1/7、1/9 之间。 

 

特征向量 W 进行计算求解，计算判断矩阵 M 中每行

数据的乘积 iM （ , ,i n 1,2 ），其过程描述如下： 
n

i ij
j

M a



1  

(1) 

计算 iM 的 n 方根，此时 W 1 如下： 

n
i iW M

 
(2) 

将向量 W 归一化，此时 W 如下： 

i
n

j
j

W
W

W





1  

(3)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瑶族村寨设计扶贫生计

资本各级指标权重值，如表 3 所示。 

根据评价模型量化的数据结果，可以直观地得出

各指标要素在瑶族村寨设计扶贫生计资本中的重要

性排序，为后续设计实践提供了定量研究的数据支

撑。一级指标中 A（文化资本 0.67）的权重大于 B（设

计资本 0.33），表明在设计扶贫的过程中不能只注重

设计，如何使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体现出来，更值得设

计师思考。二级指标中前 3 名的权重差距不大，B3

（设计提升当地村民 0.65）权重最大，其次是 A3（精

神文化层 0.58），最后是 A2（行为文化层 0.31），设

计扶贫主要体现在提升精神层次、创意思维、艺术美 

 
表 3  评价体系各级指标权重 

Tab.3 Evaluation system index weight table at all levels 

目标层 要素层 iW  要素层 iW  指标层 iW  

A1a 村寨自然环境生态性 0.2257 

A1b 民族文化古迹的特色性 0.1276 

A1c 民族文化古迹的保存度 0.0823 
A1 物态文化层 0.1095 

A1d 民族产品符号的本真性 0.5644 

A2a 瑶族传统工艺的独特性 0.3987 

A2b 工艺制作流程的完整性 0.1394 

A2c 传统制作技艺的原真性 0.2611 

A2d 瑶族歌舞艺术的独特性 0.1181 

A2 行为文化层 0.3090 

A2e 瑶族歌舞艺术的传承度 0.0826 

A3a 民族信仰的认同感 0.4634 

A3b 瑶族文化民俗的独特性 0.1913 

A3b 瑶族文化民俗的独特性 0.2048 

A3d 民族传说神话传承性 0.0719 

A 文化资本 0.6667 

A3 精神文化层 0.5816 

A3e 瑶族村寨制度文化合理性 0.0685 

B1a 传统工艺产品的美观性 0.0900 

B1b 民俗服务体系的创新性 0.2302 

B1c 生产系统流程的整合性 0.1306 

B1 设计优化 

原有产业 
0.1220 

B1d 民族文化符号的特色性 0.5492 

B2a 感受民俗的方式多样性 0.2069 

B2b 当地民俗项目的特色性 0.4640 

B2c 体验过程流畅舒适性 0.1677 

B2 设计面向用户

人群优化 
0.2297 

B2d 民族歌舞艺术的传播性 0.1614 

B3a 传统工艺技能传承重视度 0.3020 

B3b 传统工艺品的设计创新性 0.1060 

B3c 当地村民职业素养的专业度 0.2290 

瑶族村寨 

设计扶贫 

生计资本 

指标评价 

B 设计资本 0.3333 

B3 设计提升 

当地村民 
0.6483 

B3d 瑶族文化的创新传承性 0.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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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等。二级指标的权重占比也体现了可持续理念，重
视对村民能力、精神文化的提升。三级指标中权重排
序前 5 的分别是 A3a（民族信仰的认同感 0.18）、A2a

（瑶族传统工艺的独特性 0.08）、A3c（民俗节庆文化
原生态性 0.08）、B3d（瑶族文化的创新传承性 0.79）、
A3b（瑶族文化民俗的独特性 0.07），这些都表明对少
数民族地区进行扶贫设计需要因地制宜，在不破坏当
地文化生态性和特色性的同时植入设计，可以使瑶族
文化创新传承。 

3  瑶族地区设计扶贫应用实践 

选择国家第 2 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九屋镇东源村委老寨村作为

应用实践对象，虽然当地拥有良好的资源，但贫困问

题仍难以得到解决，且解决方式较单一。依据上述权

重分析结果，以突出瑶族地域特色文化扶贫为目标，

提取瑶乡典型民族文化元素进行设计实践。 

3.1  瑶族文化的设计元素提取 

案例研究对象为典型的桂北瑶寨，因当地地处偏

僻山区，所以其文化、语言、民风民俗、衣着服饰、

生态资源等都保存得十分完整。通过上文对可持续生

计的分析及对资本权重的排序，对瑶族文化资源进行

分类，以方便后续的设计元素提取，见表 4。 

表 4  瑶族村寨典型设计元素选取 
Tab.4 Selection of typical design elements in Yao villages 

类别 资源名称 典型 图片示例 

男性服饰 

       
瑶族服饰 

女性服饰 

       

民族建筑 瑶族民居 

       

物态文化 

自然物质 竹木资源 

       

织染工艺 

       
传统工艺 

刺绣工艺 

       

行为文化 

歌舞艺术 长鼓舞 

       

民俗节庆 盘王节 

       
精神文化 

民族信仰 图腾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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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方案设计实践 

通过对各指标权重的排序，以及对东源村典型设
计元素的提取，选择各个层级权重排序较高的典型元
素进行设计转化，其资本选择及设计转化研究思路见
图 6。 

物必须成为符号，才能成为被消费的物[9]。行为 

与物质是精神的载体及具象形态，文化资本用物质的

载体进行呈现，这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在文化资本层

级中选择民族产品符号的本真性、瑶族传统工艺的独

特性、民族信仰的认同感这几项权重较大的指标作为

设计重点，分别从文创产品及景区设备 2 个方面进行

产品设计。 
 

 
 

图 6  资本选择及设计转化研究思路 
Fig.6 Research ideas on capital selection and design transformation 

 
首先在物质载体上，为突出民族产品符号的本真

性，选择具有民族符号的产品进行设计输出。文化创

意产业不仅是“眼球经济”，而且包括了“原创”和

“创新”的创意经济[10]。在文创产品方面，长鼓和长

鼓舞作为江华瑶族宗教祭祀文化的载体，同时也代表

着源自瑶族人民生产生活实践的文学艺术形式[11]。长

鼓舞作为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舞蹈及音乐都极好

地传达了瑶族人民对艺术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根

据长鼓作为乐器可发声的特征，选择音箱作为载体，

使设计输出更具合理性。其次在产品行为上，为提高

瑶族文化的传播性，在音箱中植入代表性的长鼓舞音

乐节奏及瑶乡特色歌曲，以此作为开关提示音和自带

音源。模拟长鼓舞的拍打方式，增加“拍”这一交互

行为，通过“拍”来触发相关操作。最后在产品材质

造型上，图形符号的运用能有效的降低用户的认知负

担，利于彰显地域特色[12]。通过家用音箱箱体上定制

的装饰带，将瑶乡人的民族符号刺绣纹样融入设计，

以此增强民族符号的传播。便携式音箱选用了木质的

材质，一是符合长鼓特性，二是瑶族地区拥有丰富的

竹木资源，使用竹木材料不仅可以就地取材，还更绿

色环保，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见图 7。 
 

 
 

图 7  瑶族长鼓舞音响 
Fig.7 Yao chief drumming sound 

在景区设备方面，选择可以自行体验瑶族刺绣工

艺的自助体验机为物资载体，旨在突出瑶族传统工艺

的独特性、增强游客的参与感、优化游客的体验感。

为使游客在动手实践中真正感受到工艺的独特性，在

景区放置此款自助体验机，游客可在电子屏的自助服

务终端选择相应的服务，通过参与绣品的设计，游客

可以了解绣品的针法、瑶族民族图腾纹样的寓意及传

统刺绣的工艺流程，见图 8。 
 

 
 

图 8  瑶族刺绣工艺自助体验机 
Fig.8 Yao embroidery craft self-service experience machine 

 

在服务设计方面，产品设计部分偏向利用实物载

体来呈现文化资本，为瑶族文化传播提供了文化创意

产品设计实例，但其对提高村民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

还有欠缺。设计资本拟在通过设计植入来优化当地产

业、创造附加值，并利用服务设计的方式，着重提高

当地贫困户的生计资本利用率及可持续发展能力。产

品设计与服务设计相结合的方式使设计实践更具完

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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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资本中目标权重较高的是瑶族文化的创新

传承性、传统工艺技能传承重视度、当地村民职业素

养的专业度、当地民俗项目的特色性。服务平台的搭

建以这几项高权重指标作为设计重点，来发展瑶族地

区艺术品牌，用艺术品牌设计助力乡村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13]。以手机 APP 为主要的呈现方式来构建扶贫

社区服务平台，该平台不仅可以为村民提供生计转化

及能力培养的平台，还可为游客提供节庆文化体验、

感受非遗、购买和定制特色产品等服务。 

设计驱动创新可以成为扶贫活动的战略工具，利

用设计的协同连接功能，可以关联融合产业、构建文

化品牌、整合资源[14]。首先，用服务设计来优化原有

产业，可以突出瑶族文化特色，平台整体界面色调以

当地代表的瑶族蓝为主，功能以突出瑶乡特色文化为

主，以此连接当地村民与外界游客。一是面向当地村

民进行发展，加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度。二是向游客

传播瑶族特色民俗文化，以完善其整体游玩体验，并

以此增加用户黏性，从旅游服务为基准点向外扩散出

多重产业，通过设计整合资源，并提供相关平台，使

当地可以基于此平台，可持续地将生计资本进行资源

转化，见图 9。其次，为使瑶族文化更具创新传承性，

平台设置了创意设计模块，该模块不仅可以为设计师

和村民提供协同设计平台，还设置了设计师艺术家主

页、设计专业学生及教师主页，以此向村民植入设计

创新思维，通过学习相关课程知识，村民可以提高职

业素养，以及创新思维、艺术美学等能力。瑶族文化

传承人主页模块主要用于上传工艺作品、工艺教程

等，可以为非遗传承人及手工艺人提供可持续发展平

台，传播瑶乡文化，增加人们对传统工艺技能传承重

视度。社区、活动及商城三大部分主要用于向外来用

户传播瑶族特色文化，提升用户黏性，以及当地产品

的购买转换率，见图 10。最后，设置工作坊体验模

块，此模块不仅能让游客在参与中感受当地民俗的特

色，还能使村民在帮助游客创作的过程中，熟练自身技

能并激发创意灵感，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还

可以提高村民自身能力，使扶贫可持续发展，见图 11。 
 

 
 

图 9  瑶族地区文化服务平台界面展示 
Fig.9 The interface display of the cultural service platform of the Yao area 

 

 
 

图 10  瑶族地区文化服务平台各功能界面 
Fig.10 The functional interfaces of the cultural service platform in the Yao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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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瑶族织绣工作坊体验预订服务流程 
Fig.11 The Yao ethnic group embroidery workshop experience reservation service process 

 
4  结语 

以瑶族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对少数民族地
区贫困户的生计资本进行研究，以 DFID 可持续生计
框架分析模型为范式，建构了更具针对性、更符合文
化诉求、符合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设计扶贫分析模
型。“志智双扶”战略是后扶贫时代的必要措施及要
求[15]，通过分析模型对瑶族各项生计资源进行深入分
析，寻求可供当地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运用 AHP 层
次分析法建立瑶族地区设计扶贫评价体系，对专家反
馈信息进行数据量化及权重计算。根据各准则层因素
的权重占比，可以直观地感受众多影响生计因素中各
因素的重要优先级，从而厘清设计扶贫的思路和思考
问题的层面，使瑶族特色民俗文化资源通过设计真正
转化为生产力。该分析框架及研究思路，对其他少数
民族地区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具有可适性，同
时，也对设计扶贫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和研究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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