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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是提高乡村整体精神文化生活的关键举措。协同设计是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质量的重要路径，城乡融合与一体化建设是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的必然要求。针对当前乡村公共文化服

务存在的诸多问题，从城乡融合的视角探讨多元协同的设计机制，目标是有效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

共建共享以及乡村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与案例分析法，定义了城乡协同关系下服务

“共建共享”的策略，深度解析了位于英国康沃尔的伊甸园项目，最终，基于“服务主导逻辑”与“为

服务而设计”等理论视角，建构了城乡协同式服务设计机制。结论 通过对城乡优势资本的整合、城乡

协同网络的构建以及城乡价值共创的实现，能有效解决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提高服

务效能，促进公共文化的协同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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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Rural Collaborative Design Mechanism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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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mplementing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RPCS) is a key action to improve the overall spiri-

tual-cultural life in rural areas. Co-desig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PC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are inevitabl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PCS. Regard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design mechanism of multi-actor collabo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goal is to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co-building & sharing of RPCS and the inno-

vat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By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the paper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co-building & sharing under the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deeply analyzing 

Eden project as a successful case which is based in Cornwall in England. As a result,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urban-rural 

collaborative service desig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service theory perspective of “service-dominant logic” and “design 

for service”.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dvantageous capital,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collabo-

rative network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value co-creation,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endogenous motiva-

tion in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can be effectively solved, service efficiency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e can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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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与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提出推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

置，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乡村公共

文化服务是面向乡村居民的具有文化属性的公共服

【工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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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目标是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振兴乡村文化

共同体。虽然当前的服务体系已逐渐形成，但以农家

书屋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服务存在诸多问题，包括服务

供给鲜有配合区域化需求、难以激发乡村的内生文化

动力、服务效能不足等。中国乡村形态差异大，各地

都具有独特的文化资源，如传统民俗、传统技艺、传

统艺术。在城乡融合的大环境下，如何使乡村外部力

量对重塑乡村文化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需要对乡村

公共文化服务的设计范式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因

此，本文旨在构建城乡协同下的服务设计新机制。 

1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协同设计需求 

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中，“公共”的含义具有开

放性、公民性，决定了服务是面向大众的、全体公民

共享的。“文化”定义了服务属性，在乡村的地域范

畴下，文化从多种维度涉及了民俗文化、物质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地域文化、村落文化、宗族文化等内容。

总体而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可以总结为针对特定乡

村群体、聚落、社区的文化教育、传承与创新。中国

自古以来就有公共服务的理念，直到现代，社会主义 

社会的性质更是决定了公共服务建设的责任落在了

国家层面[1]。因此，现有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多为自上

而下的外生型服务，其投入大，但存在诸多问题。例

如，顶层设计决定了服务供给方案，政府统一出资采

购，造成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形式单一，难以满足人

民的真实需求[2-3]；同时，均质化的服务又难以满足

区域文化特征，难以突出地区特色[4]。此类问题产生

的重要原因在于服务供给过程中忽略了城市与乡村

中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对乡村来说，以乡村居民为

主导的大众参与至关重要，村民作为“文化持有者”，

是对当地文化最有经验的专家，是整个服务协同中的

核心角色，是服务共建的重要规划师，也是服务共享

的重要受益人；对城市来说，城市在人力、资金与社

会力量方面具有强大的组织优势，在服务标准化供给

与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市场竞争机制更能够激发

服务质量的优化。因此，亟需结合“自上而下”与“自

下而上”的服务模式，探索如何在服务设计中创造城

乡协同的设计格局，在城乡的服务共建中探索服务共

享的功能与形式，提高服务效能，激发乡村内生文化

动力（见图 1）。 

 

 
 

图 1  城乡协同式服务设计的需求与目标 
Fig.1 The needs and goals of urban-rural collaborative service design 

 

2  城乡协同式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计策略 

2.1  协同设计作为公共服务设计的核心 

服务设计是对服务体验、服务供给过程及策略的

设计，以提高服务质量、满足用户期望为目标。公共

服务设计更是诠释了设计创造社会健康、合理、共享、

公平生活的根本宗旨[5]。该理念已被欧美众多公共服

务部门采纳，如英国 NESTA、丹麦 MindLab。近几

年我国也加大了对公共领域服务设计的投入，王国

胜[6]、郭晓蕾等[7]、胡飞等[8]、丁熊等[9]专家在教育、

健康、文化等公共领域均进行了实践探索。这些实践

经验中尤为突出的是，服务设计过程中的公民参与与

多方协同成为实现服务可用、易用的重要因素。然而，

这种协同设计成效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Steen 等提

出要考虑多方参与者的利益，保持各自目标与项目目

标的一致性[10]，Yang 等提出需要发觉不同类型利益

相关者的角色定位和激励因素，从而产生可持续的机

制[11]，Bowen 等阐释了英国国家卫生服务局的 EBD

方法如何在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间建立积极的工作

关系 [12]。由此可见，在服务的协同设计过程中，合

作 者 之 间 以及 他 们 与 项目 的 关 系 是协 同 过 程 的重

点，互惠与各方利益的平衡满足促进了“价值共创”

的发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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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乡融合下的多元角色与设计模式 

在城乡多元主体协同设计的情况下，公共文化服

务需要消除城乡二元的对立关系，打破自上而下的单

向供给关系，挖掘城乡融合中的多种互动模式。通过

将服务在提供与接受双向维度上的参与者拓宽至乡

村、城市与城乡三种对象，并将其服务主客体置于纵横

两轴进行交叉分析，便能获得九种服务关系（见图 2）。

其中，位于四个顶点的服务模式产生于城乡分离或二

元对立的环境下，而位于中间十字区域的服务关系更

加符合了城乡融合的目标，在服务提供者或者服务对

象中至少其一包含了“城乡”关系。其中，居于正中

的共建共享式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是一种最能体现城

乡融合、城乡一体化的服务类型。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城乡协同包含了两个层面

的意义，一是服务构建中的城乡协同共建（Co-design 

in Service Delivery），另一种是服务使用过程中的城

乡协同共享（Co-design in Service Usage）。当城乡从

供给到使用都实现了协同时，才真正实现了乡村公共

文化服务的共建共享：乡村内部和外部的多元角色，

包括村民、文化能人、设计师、研究者、开发者、城

市市民等，共同参与到服务构建中并创意性地合作以

实现服务交付，之后，以多种服务用户与服务提供方

的角色身份，在服务触点发生交互互动，实现服务使

用中的协同共享。服务的共建与共享是相辅相成的关

系，服务的共建为共享打下了基础，服务的共享为共

建提供了动力与反馈。多元协同的服务中体现的这种

“协作性”，对社会关系网络会产生积极影响，能够

增强社区的可持续性与社会复原力[14-15]。 

 

 
 

图 2  服务供需角色与对应的服务模式 
Fig.2 Roles of service supply and demand and corresponding service models 

 

3  对英国伊甸园公共文化服务的案例分析 

英国的伊甸园项目（Eden Project）是在服务中实

现了城乡协同、共建共享的典型案例。它在 2001~2020

年的 20 年间吸引了 1 900 万游客，创造了 19 亿英镑

的经济收入，使康沃尔郡从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缺乏

发展机会、失业问题严重的地区，转型成为了文化生

活丰富的可持续社区，对全英乃至全球都产生了具有

影响力的文化吸引，笔者对该地进行了走访调研，对

案例进行了广泛的资料收集与深入分析。 

3.1  英国伊甸园项目的起源 

伊甸园项目的策划人 Tim Smit 发现此地曾是英

国较为古老的庄园之一，便萌生想法恢复庄园，并于

1990 年开始与当地人合作建设。经过两年时间，“The 

Lost Gardens of Heligan”庄园正式开放，逐渐吸引了

各地游客，该庄园成为了康沃尔的主要旅游景点之

一。基于该工作基础，自 1995 年起，Smit 联合多方

力量，共同协作将经济寿命接近尾声的陶土坑改建成

为了以气泡造型为灵感的伊甸园（Eden），并于 2001

年 3 月首次正式开园。伊甸园生态公园营造了两个由

数组相邻穹顶搭建而成的巨型封闭温室（见图 3）， 
 

 
 

 
 

图 3  伊甸园生态公园建造前后 
Fig.3 Before and after the construction of Eden eco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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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了热带、地中海等多种生物群落，展现了不同气

候下的环境生态。伊甸园基于本地自然条件与园艺历

史，对荒废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变革性重建，吸引了大

量的城乡居民参与到该文化服务中。 

3.2  伊甸园项目中的服务共建 

自 Smit 启动伊甸园项目到服务的全面开放，其

过程包括了城乡的多重协同共建（见图 4），项目组

根据不断出现的建设需求去寻找合作伙伴。面对巨额

的建设成本，项目团队初期通过广泛的资金募集获得

了一系列贷款和赞助，其中，英国“千禧委员会”作

为项目的主要出资者给予了项目大力支持。伊甸园的

内外部景观总体规划由 LUC 与 McAlpine 公司执行，

同时纳入了当地园艺师菲利普·麦克米兰、彼得·索

德及园丁团队的专业贡献。对于建筑设计，设计师

Grimshaw 设计了气泡状结构，当地建筑师乔纳森·博

尔与建筑顾问戴维斯·朗敦也参与其中。面对地质结

构的不稳定性、陶坑底部积水等一系列工程难题，环

境工程师埃拉普等众多工程领域的专业人员参与共

建。为提高伊甸园对于不同年龄、能力的所有人的体

验，还加入了包容性设计顾问 Sensory Trust。同时，

伊甸园还受到来自里斯托摩尔市议会、康沃尔理事

会、西南区域发展局、教区议会等行政机关以及民间

力量海利根之友的支持。项目最终由伊甸园信托公司

全资拥有，定位于社会企业与慈善机构。团队成员已

发展至 500 余人，包括了艺术、科学、园艺、教育、

管理、零售、餐饮、设计、研究等多种服务工作，全

方位拓展园内服务内容，最大化利用伊甸园的场地条

件，使其成为了符合城乡多种文化需求的服务集成与

弹性空间。 

伊甸园项目的共创行动过程体现了宝贵的协作

经验，展现了人们通过协作改变不可能、创造美好未

来的凝聚力。人与人之间的“互联社区”能解决人类

面临的重要问题，这成为了伊甸园的价值核心，伊甸

园也通过每年 6 月举办的“大午餐”活动向全英推广

这种协同行动经验，鼓励邻里间通过社交性的集体用

餐来构建更紧密的社区网络，支持人们的社交和情感

互动。自 2009 年活动启动以来，“大午餐”逐渐在全

英产生大范围影响，延续了伊甸园项目的共创精神。

新冠疫情期间超过四百万人通过网络连线参与了虚

拟大午餐活动，在危机期间更加凸显了互联社区的协

同精神对解决本地与全球挑战的重要性。 

3.3  伊甸园项目中的服务共享 

伊甸园的服务供给对当地人和外部人没有明显

的受众界限，为城乡游客提供了一致性的、公平性的

服务体验，并对本地居民具有特惠关照，成为了英国

乃至全球的旅游胜地。到访者均可享受多种不断更新

的、不同目的与周期的文化活动，如对生态群的故事

讲述、季节性展览与艺术装置、园内慢跑活动、为隔

代亲子聚会设计的游戏课程、为家庭设定的周末户外

俱乐部、圣诞花环制作工作坊、沉浸式灯光体验秀、

年度系列音乐会等。园内的服务针对不同人群（不同

年龄、背景、兴趣、能力等）的需求，在环境设计、

信息传达和活动策划上都进行了包容性设计考虑，例

如，针对行动障碍的残疾人、带小孩的父母、不识字

的人等。伊甸园还提供众多具有教育性质的文化服

务，例如，学生工作坊与露营、教师培训等，同时联

合其他高校开展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除此以外，伊

甸园利用其独特的生态空间与完善的组织体系，与当 
 

 
 

图 4  伊甸园项目的服务协同模式图 
Fig.4 Service collaboration model of Ede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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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公共机构、相关公司、公益组织进行合作，针对少

数弱势群体提供具有社会意义的公共文化服务，包括

疗愈、就业、赋权等领域，如为病患提供的社会处方

康复服务、帮助 15~24 岁失业年轻人的职业规划服

务、为社会边缘人群提供的园艺赋能项目。 

4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城乡协同式服务设

计机制 

4.1  城乡协同式服务设计基础：城乡优势资本的整合 

从结果层面来看，伊甸园生态公园有效地实现了

从资源到服务的协同创新转化（见图 5），其首要的

关键是形成了城乡多元资本的设计整合。相比于产

品，服务的特点就是在消耗更少资源的情况下尽可能

创造更高的使用价值[16]，在产品服务系统的理论背景

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计的重点就在于根据新的需

求与价值重组现有的城乡资源[17]。城乡拥有差异性资

源，这既是潜力也是挑战。挑战在于其协作过程中对

语境与目标的一致性构建，其潜力在于通过跨域的交

流与协作往往能够碰撞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方案。因

此，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离不开

双方的优势资源整合。乡村具有更好的自然生态资源

与文化资源，生态资源提供了服务空间基础，文化资

源提供了服务的内容基础，乡村对本地文化资源的了

解、对本地文化实践的掌握，能为服务的构想与实现

提供设计灵感与基础，弥补了城市对乡村本土条件与

文化需求理解的不足。城市具有更加强势的经济资源

与社会资源，城市在信息技术运用、社会资源整合、

服务创意与管理方面具有特别的优势，弥补了乡村在

服务构建与综合运营上的缺陷。然而，在每个地区，

独特的内外部资源就成为了每个地区服务价值创造

的独特优势，伊甸园的国际项目也印证了这一点。基

于与环境兼容的文化服务理念，伊甸园在全球开展了

多个地方项目，如澳大利亚的安格尔西岛、非洲查德

湖、中国青岛等，但其服务内容都各具差异，并非迪

士尼乐园、环球影城等文化服务在各地的标准化复制

供给。 

4.2  城乡协同式服务设计过程：城乡协作网络的构建 

对于物质资本的整合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投入，人

力的知识技能、文化技术水平等是推动资源整合的关

键。在服务主导逻辑（Service-dominant Logic）下，

人力资本的知识与技能成为了提升服务竞争力的关

键性资源[18]。基于多重主体的互惠性原则[19]，提出

满足多方参与者利益的价值主张，协调个体参与目标

与项目目标的平衡与统一，才能激励多方参与资源的

贡献与整合，平衡不同角色的供需关系建立可持续的

协作式网络，策划并实现服务供给。在伊甸园项目中，

Smit 以地方独特的生态资源为起点，以重建人与人、

人与环境之间的关联为目标，在环境改造阶段对建

筑、园艺等多方面专业人士进行城乡协作搭配，并在

服务供给中以邻里互助、社区成长、生态保护、技能

培养等为主旨吸引了大量的城乡多元主体参与。聚合

外部高校、艺术家以及当地小微企业、医疗教育等机 

 

 
 

图 5  城乡协同式服务设计机制 
Fig.5 Urban-rural collaborative service desig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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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服务供给能力，面向老年人、小孩、学生、弱势

群体提供多种形式的服务内容，结合生态、娱乐、旅

游、教育等相关领域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构建了灵活、

动态的互动协作网络。 

4.3  城乡协同式服务设计目标：城乡价值共创的实现 

Kimbell 认为设计师的目标是在社会物质世界中

构建和发展新的价值关系[20]。相比于产品价值内嵌于

产品本体中，服务则是在具体的使用情境中，通过信

息、劳动等内容的交换产生情感、体验等多方面的价

值。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服务以文

化价值共创为驱动，城乡互动开展文化创造与创新是

服务内核。因此在城乡融合的语境下，就需要构建能

够激发城乡参与者能力并实现文化合作创新的情境。

这种情境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内容，分别为空间与实物

等物理媒介、虚拟媒介和共创事件。空间与实物等物

理媒介包含了服务开展的各种物理接触点，包括场

所、设施、设备、工具等，虚拟媒介主要是互联网背

景下的线上互动空间，这两者成为了服务开展的载

体，承载了服务开展的内容，而用户通过调动自己的

能力，在特定空间开展具体的文化活动才能完成价值

共创。因此，文化服务活动的可及性深刻影响了城乡

价值共创的成效，服务设定应当满足以下原则：服务

共创空间对于城乡用户是易接近的，服务共创的内容

与结果对于城乡用户具有提前预知性，文化服务的内

容对于城乡用户具有情感共鸣，保证了服务过程对不

同人群都具有良好的策划与引导。 

5  结语 

从历史观的角度来看，乡村文化是一种人类在不

断进化过程中的社会积累，人际间的共建共享是保证

文化持续创造的重要因素，而城乡互动是推动当代乡

村文化重建的重要条件。面对当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的供给挑战，亟需吸纳多元城乡主体参与协同设计，

使多元主体在服务构建与服务享受的互动体验中实

现价值共创。城乡协同式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计突破

了服务的主客体二元分离界限，多元主体在统一的目

标下整合资源、技能、资本，推动了公共服务实现，

其中文化持有者作为参与主体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贡

献了重要的文化资本，而服务也由乡村受众转向了全

公民受众，服务吸引力也大大提高，吸引了更大范围

的资源参与乡村文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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