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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利用科学知识图谱，考察我国设计赋能乡村振兴研究热点与趋势，明晰设计赋能乡村振兴

领域的研究特征及未来发展方向。方法 应用 CiteSpace 文献计量工具，将 2018—2021 年知网数据库收

录的以“乡村振兴设计”为主题的 708 条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发文量、核心作者、研究机构、热点

关键词、突现词等进行图谱可视化分析，探析研究热点及方向，并对现有的研究状况进行脉络梳理。结

论 2018—2021 年发文量呈现出持续攀升的研究热度，并形成了三个研究团体，以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

为主，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各学者、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乡村振兴、包装设计、美丽乡村、乡村旅

游、文创产品等是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同时，景观规划、乡土文化、旅游、人工智能、地域特色

等关键词成为较具影响的研究前沿领域。将乡村振兴设计研究划分为起步、多元发展和创意推进三个发

展阶段，将研究主题概括为设计创新与系统全局视角，并从单一设计领域到构建全局体系与模式进行归

纳与整合，在此基础上，从理念、内容、技术与方法四个方面对研究进行趋势预测。未来有必要拓展研

究内容、创新研究方法、构建研究网络，充实升华新视角提出新观点，提升乡村振兴设计研究的深度与

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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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 of Design Interven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CiteSpace in China 

CHANG Xin 
(School of Arts and Design, Yanshan University, Hebei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 of design interven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by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 and clarify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design in-

terven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Documentation tool CiteSpace was adopted and 708 references themed on "Rural Revi-

talization Design" collected in CNKI database from 2018 to 2021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n, graphical visu-

alization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to the publications, core authors, research institutions, hotspot key words, emerging 

words, etc., to analyze research hotspots and direction and sort out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From 2018 to 2021, the 

publications showed a rising research fever, and three research groups were formed, dominated by universities and aca-

demic institutions.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lars and in-

stitutions. Rural revitalization, packaging design, beautiful countryside, rural touris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have 

been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this field in recent years. At the same time, landscape planning, local culture, tourism, arti-

ficial intelligence,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have become more influential research frontiers. The design researc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of starting, diverse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promo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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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topics are summarized as design innovation and system global perspective, and generalized and integrated from a 

single design fiel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system and model. On this basis, the trend of the research is predicted 

from four aspects of concept, content, technology and method.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and research contents, 

innovate research methods, build research networks, enrich and sublimate new perspectives and put forward new ideas, so 

as to enhance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design research.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design; research hotspot; research trend; visualization analysis; knowledge map; 

CiteSpace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为乡村发展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当今后工业社会浪潮席卷而来，设计学科

依据其自身特性，在转型期间能够为乡村建设提供一

种新的思考方式与重塑手段，这种设计介入社会的新

思潮是对改善乡村福祉所带来的社会价值而进行的

严肃思考。可见，设计赋能乡村振兴研究具有强烈的

现实借鉴意义，一方面乡村振兴突出了设计作为一门

学科的综合性，这对推动年轻的、具有交叉学科背景

的设计学的当代发展具有重要探索意义；另一方面，

设计学科在促进乡村建设方面有着其他学科不具备

的独特优势，设计可以发挥其多种创新形式与技术手

段助力乡村振兴建设[1]。鉴于此，学术界从不同角度

探究了设计助力乡村振兴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

为明晰设计赋能乡村振兴领域的研究特征，以“乡村

振兴设计”为关键词，采用知识图谱方法及时追踪研

究动态，透视研究热点，在整合分析主题内容的基础

上提出未来展望。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研究采用 CiteSpace 软件作为数据分析工具。这

种可视化软件能够对知识的结构、信息情况以图谱分

布形式呈现[2]。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功能强大且便

利，在很多学科领域得到应用[3]，通过对可视化图谱

的探索可以得到学科结构、热点前沿等研究规律[4]。

国内已有一些关于乡村振兴的知识图谱研究，但有关

设计赋能乡村振兴的可视化知识图谱研究暂时还未

出现。鉴于此，采用可视化计量分析方法透视设计赋

能乡村振兴的研究热点与趋势，旨在提炼其核心内容

及其知识结构。 

将研究界定于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乡村

振兴战略，笔者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CSSCI）中以

“乡村振兴设计”为关键词进行查询，只查询到 7 篇

文献，由于样本数量有限，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所有期

刊为样本来源。经过预检索和比对发现乡村振兴主题

词的学术表述具有多样化特征，以主题=乡村振兴设

计 or 题名=乡村振兴设计（模糊匹配）进行主题检索，

检索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1 日，来源类别勾选全部文

献，共得到 1 050 条结果。对初次检索结果进行文献

筛选，剔除卷首语、书评、新闻报道、会议、报纸、

图书、无作者和不相关的文献，最终得到了 708 条有

效题录数据，根据文献结果显示时间跨度为 2018—

2021 年。通过运用知识图谱对文献进行系统梳理，

以此揭示其研究热点与趋势，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乡村

振兴设计的研究进展和主要特征。 

2  数据处理结果及其分析 

2.1  发文量分析 

对知网 2018—2021 年数据库收录的乡村振兴设

计文献发文量进行统计分析（见图 1），可以大致了

解乡村振兴设计研究所经历的阶段、热度和关注度的

变化。 
 

 
 

图 1  乡村振兴设计文献发文量分布 
Fig.1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of references themed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design 
 

由图 1 可以看出，此研究领域发文量呈快速上升

趋势，由 2018 年的 46 篇增至 2021 年的 250 篇，表

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设计赋能乡村振兴的关注度

持续不断提高，这与我国政府推行和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的各项政策措施有关。由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乡

村振兴战略，学术界对此领域的关注度逐年增高，设

计赋能乡村振兴研究文献也开始激增，尤其是 2019—

2021 年的发文量再创新高，达到 662 篇，乡村振兴

设计类的研究成果开始大幅增长。 

2.2  核心作者及合作情况分析 

在核心作者的可视化图谱中（见图 2），经数据

统计分析（见表 1），四川美术学院皮永生学者发文

量是 5 篇，侧重于手工艺与农产品的乡村振兴实践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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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核心作者共现图谱 
Fig.2 Co-occurrence map of core authors 

 
表 1  核心作者发文情况分析 

Tab.1 Analysis on publications by core authors 

序号 
核心 

作者 
所属机构 

文献

量/篇
年份

1 皮永生 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5 2018

2 周武忠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 4 2021

3 段胜峰 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3 2018

4 李敏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2 2019

5 高卫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美术设计学院 2 2021

6 徐媛媛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 2 2021

7 郭庚熙 千叶大学 2 2019

8 周之澄 东华大学 2 2021

9 徐延章 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2 2021

10 张慧 绍兴文理学院 2 2020
 

究，周武忠学者发文 4 篇，侧重于将东方设计学理念

运用于乡村景观设计中，段胜峰学者发文 3 篇，李敏、

高卫等学者发文 2 篇，分别侧重于乡村振兴视域下的

民宿设计、非遗文创、景观设计和生活美学。 

对相关作者进行乡村振兴设计共现图谱分析，在

可视化图谱中（见图 2）Q>0.6，S>0.7，说明聚类分

析数据可靠具有信服度[5]，同时核心作者节点数量为

36，其数量为 24，网络密度为 0.038 1，这表明在乡

村振兴设计领域，国内学者之间的合作并不十分紧

密。其中郭庚熙、植田宪、青木宏展、张夏、孟晗、

宫田佳美等学者和徐媛媛、张羽清、周之澄、周武忠，

以及皮永生、段胜峰、张田田等学者之间形成了三个

团体，并具有一定的合作人数。 

2.3  核心机构及分布特征分析 

在研究机构可视化分布图谱中（见图 3），通过

对发文机构进行共现分析发现，网络节点数量为 30 

 
 

图 3  研究机构分布知识图谱 
Fig.3 Knowledge map of research institution distribution 
 
个，节点密度为 0，节点之间并无连线，说明各研究

机构间没有呈现出合作关系，未来还需加强。 

通过对机构发文数量进行分析（见表 2），湖南

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发文量最高，共计 6 篇，是该领域

的重要发文机构，经分析发现，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

院在乡村振兴设计选题上涉及范围比较广，包括民

宿、景观、侗族文创产品和田园综合体等内容，同时

还在乡村振兴设计教育中开展育人实践环节，极大地

丰富了研究视角。从研究内容来看，四川美术学院、

安徽建筑大学、湖南工业大学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景观

设计与照明设计、公共艺术、包装、民宿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等方面，其中四川美术学院在实践的基础

上，率先提出“设计介入精准扶贫”[6]；安徽建筑大

学艺术学院对乡村振兴设计的研究更偏重于区域性

与在地性实践；湖南工业大学聚焦于研究农业文化资

源应用。从研究创新度来看，清华美术学院更是以城

乡实验的形式从基础、关键、驱力、机制对乡村振兴环

境进行创新设计。除此之外，山东华宇工学院注重景

观改造方面，合肥工业大学侧重于景观导视系统设计。 
 

表 2  研究机构发文情况分析 
Tab.2 Analysis on publications by research institution 

序号 所属机构 文献量/篇 年份

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6 2019

2 四川美术学院 5 2019

3 安徽建筑大学艺术学院 5 2020

4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5 2018

5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4 2019

6 山东华宇工学院 3 2020

7 衡水学院美术学院 3 2019

8 合肥工业大学 2 2019

9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无界景观工作室 2 2018

10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2 2019

 

2.4  研究文献关键词分析 

将结合关键词频次、突现程度和聚类等重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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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对乡村振兴设计进行可视化梳理，明确研究的主

要动向。 

2.4.1  基础研究领域分析 

将时间切片设置为 2017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

可得到关键词网络图谱（见图 4）和高频词列表（见

表 3）。通过乡村振兴设计关键词图谱可以看出，其

节点间连线数量为 158 条，网络密度为 0.025 9，这 
 

 
 

图 4  关键词网络图谱 
Fig.4 Key word network map 

 

表明在乡村振兴设计领域，国内学者的研究较为分

散，这也与研究主题的新生度及成熟度有关。通过可

视化图谱（见图 4）发现，国内研究紧紧围绕着乡村

振兴、乡村景观、乡村旅游、美丽乡村设计、包装设

计、服务设计等几个方面，其中“乡村振兴”关注度

最高，频次为 507，通过对关键词进行时间线聚类视

图（见图 5）显示，其中人工智能、创意产品、品牌

形象、改造设计等是近年研究的主题，在时间线视图

中，2019 年以后聚类成果开始增多。 

以上关键词及频次（见表 3）反映了该阶段的研

究主题和研究内容，学界主要根据现实需求开展了乡

村振兴设计的研究，通过时间线图谱可以看出，频次

为 45 的“包装设计”关键词中，文献大多集中在旅

游、创新等领域；频次为 35 的“美丽乡村”键词中，

文献大多集中在地域文化、乡村改造、规划策略等领

域；频次为 34 的“乡村旅游”关键词中，文献大多

围绕在人居环境、乡村风貌、景观规划等领域。此外，

在文献考查中发现乡村旅游视角较为多元化，同时覆

盖了民宿设计、景观设计、文化创意、产业振兴等角

度，这些都为当前实现乡村振兴设计工作跨越式发展

提供新思路，作出新尝试，这也正是践行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要抓住绿水青山乡村旅游时机的理念[7]。 

 
 

图 5  关键词时间线聚类图谱 
Fig.5 Key word timeline clustering map 

 

2.4.2  阶段性前沿研究领域分析 

引文突发可以表述为突现词，是指突现词提供的

证据表明特定的文献与引文的激增相关联，即是说相

关文献在该领域已经吸引到了人们的注意[8]。乡村振

兴设计研究共得到 15 个突现词（见图 6），清晰地

呈现乡村振兴设计领域的研究前沿。 

从突现强度来看，“乡村振兴”关键词表现出较

高的突现度，高达 2.77，成为较具影响力的研究前沿，

学者们多从不同视角开展了交叉学科研究。从政策引

领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

家深刻把握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

需求，是从国家全局视野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9]，这

使相关学者对乡村振兴研究关注度高涨。同时，协同

创新、园林景观、乡村社区、社区营造、土地整治、

乡土特色、村民自建的突变强度也较大，这些构成了

乡村振兴设计的前沿研究领域。此外，“乡愁景观”

也具有较高的突变强度，这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提到“记得住乡愁[10]”。从中可见，乡愁是一种与自

然世界、人文历史融为一体的生活理念，只有考量自

然与历史两方面，才能在时间与空间上找到乡村的生

活方位与“天人合一”的绝妙[11]，这为乡村振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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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高频关键词及其频次列表 
Tab.3 High-frequency key words and their frequency list 

序号 频次 关键词 最早年份 

1 507 乡村振兴 2016 

2 45 包装设计 2019 

3 35 美丽乡村 2018 

4 34 乡村旅游 2019 

5 31 服务设计 2020 

6 25 乡村 2018 

7 13 乡村景观 2018 

8 12 文创产品 2020 

9 7 乡村建设 2019 

10 7 民宿设计 2019 

11 6 设计 2018 

 

 
 

图 6  乡村振兴设计研究突现词 
Fig.6 Emerging word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design research 

 

提供了美好的意境与理念，并广受研究者关注。 

从突现时间来看，“乡村振兴”关键词出现时间

最早，景观、景观规划、乡土文化等主题词的突现开

始时间为 2020 年，持续时间不断增强，这说明我国

乡村振兴设计的聚焦研究越来越清晰，并已经开展了

部分具体研究，其中乡村旅游突现词成为延续至今的

最新研究前沿与热点。研读此类文献可以发现，乡村

旅游研究热点是围绕乡村文化景观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观光农业、空间分布、旅游产品开发、生态宜居、

特色小镇等新视角展开，这与国家政策有着紧密关

联。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 2021 年中央 1 号文件指

出，发展乡村旅游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选择和

支撑力量[12]，这成为设计学者们的奋斗目标。 

此外，结合对最新文献研读，可以发现地域文化

创新设计、人工智能、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地域特色、

品牌形象等也是当今研究的前沿领域。 

2.4.3  研究发展阶段及主题分析 

绘制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可以聚焦乡村振兴设
计研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阶段与主题特征 [13]。图 7
为国内乡村振兴设计研究的时区视图，通过结果显
示，Q>0.6，S>0.7，可见图谱聚类效果良好，节点数
量为 111，连线数量为 158，密度为 0.025 9，这表明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题与关键词并没有呈现十分紧密
联系状态。通过以上模块化评价指标，可根据其呈现
的主题和时间，对乡村振兴设计研究发展阶段及主题
特征做如下探析。 
2.4.3.1  研究发展阶段 

设计助力乡村振兴类的研究发文量近年呈增长
态势，结合图谱及国家层面政策的发布及实施情况，
可将乡村振兴设计研究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
段为起步阶段（2016—2017 年），由于此研究界定于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该阶
段为乡村振兴相关设计研究成果的起步阶段，即主要
集中在乡村振兴设计研究路径与实践的探讨与意义
构建中；第二阶段为多元发展时期（2018—2019 年），
自 2018 年以来该领域发文量涨幅较大，美丽乡村、
景观设计等关键词出现频次增多，这源于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美丽乡村建设，得到了各地的积极关注，在政策
引领下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结合图 7 分析发
现：乡村景观研究主要围绕社区营造、乡村社区以及艺
术设计等视角展开。2019 年乡村旅游成为新兴研究，
此聚类图谱中该领域日益重视乡村设计、民宿设计、空
间设计、绿色发展和生态宜居对产业发展的重要助力作
用；第三阶段为创意推进时期（2020—2021 年），2020

年总发文量增长显著（共发文 239 篇），2020 年以后，
文化创意开始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文化创意型乡村根
植于在地文化，当地的非遗文化、村史、名人故事、
神话传说、手工技艺、民俗方言等构成乡村创意的重
要文化资源，并用创意设计的方法，重组原有乡村产
业[14]。这一阶段的乡村振兴文化创意领域研究开始出
现了更多发展可能性，研究视角也扩展至不同领域，
例如：服务设计、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农产品包装设
计等，视角逐渐从传统领域向社会创新转变，并开始
找寻与挖掘失落的乡村文化，激活设计全新价值。
2021 年该领域发文 250 篇，再攀新高，研究围绕着
设计中的新技术、新手段助力乡村振兴，与此同时，
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研
究视角，智能化已成为助推乡村经济的强有力手段。 

2.4.3.2  研究主题方向 

从关键词聚类图谱来看，乡村振兴设计研究主要

是围绕乡村景观、乡村旅游、文化与创意等视角进行

乡村建设挖掘及设计应用。结合聚类结果及文献分

析，相关研究的关注可以概括归纳为两方面：设计创

新与系统全局视角。根据文献具体研究内容，从单一

设计领域到构建全局体系与模式进行主题归纳与整

合，具体叙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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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关键词聚类时区图谱 
Fig.7 Key word clustering time zone map 

 

设计创新主题视角分为在地性研究、整体设计研

究与社会创新设计研究三部分。第一，在地性研究。

在地性（Localization）意指地方特性，根据文化、习

俗、历史等信息转化成地域现象，使其得以形成地域

文化[15]。在乡村振兴设计类文献中，有关在地性的研

究包括文化、景观、设计和旅游等。比较有代表性的

是范训瑞学者，其文章中指出在地性景观包括自然环

境与社会环境，具有特定风格与象征意义。在地性景

观体现当地文化，具有很强的符号性和历史传承性，

对乡村景观的改变起到直接影响作用[16]。黄茜学者指

出，在地性设计应就地取材，使其与当地文化、农产

品形成紧密联系，并根据其在地性乡土叙事和农耕叙

事进行包装的人文交流和对话[17]。赵鹏飞等学者在其

沂蒙红嫂纪念馆建筑设计中指出，在具体设计中依托

红色文化原初景观，结合“此时此地”的设计观来进

行场所空间的历史再现[18]。此外，张静静学者敏锐观

察到了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所存在的在地性困境，包括

对艺术作品在地性的雅与俗和艺术家与当地居民之

间的认知鸿沟等问题[19]。针对此，王宝升学者认为乡

村振兴设计提倡因地制宜理念，用立足社区的本地设

计来推动乡村整体营造。这主要包括，以在地性的

“人”为本，培养乡村社区民众的主人翁意识，赋予

他们创造自己生活的主导权；以“地”为基，活用本

地资源；以“时”为线，尊重地方社区历史文脉的“适

当设计”“适当技术”等理念[1]。 

第二，整体设计研究。对知网文献进行研读与分

析可以得到几种设计介入乡村振兴的模式：记录、保

护、传播、传承乡村文化类文献，通过田野调查、影

像记录等多媒体手段保存地方文化，在朱靖江[20]学者

文章中提出以人类学及影像志方法介入乡村社区，采

用“抢救式村落影像志”可记录保存古村落信息；设

计改良乡村建筑景观与评价方法，黄荷等[21]学者对国

内常用乡村景观评价方法和新技术应用发展等进行

深入探讨；设计赋能乡村教育，通过信息图示化的艺

术手法表现，对乡村留守儿童进行美术教育，为村民

提供知识技能培训；设计振兴乡村产业，主要包括景

观、旅游和文化创意等设计服务手段[22]。 

王宝升 [1]学者对上述乡村振兴设计进行总结并

提出乡村振兴综合设计模式，即“产业–社会–环境–

文化”整体设计，并分别从其经济性、社会性、环境

性和文化性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同时指出乡村设计不

应只关注解决表面问题，而是提倡运用系统设计思维

解决乡村振兴设计面临的问题。 

第三，社会创新设计研究。赵汗青、崔天剑学者

在其文章中指出，当代乡村的社会创新设计主要包括

文化开发与认同，其次是自发与协作的社会创新设

计，使村民及外部设计力量能够共同协作与决策，不

断地聚焦更多的力量与创新想法。最后，可持续与可

复制的社会创新设计，这需要构建源源不断、可持续

提供的生态系统，引导生活方式改变[23]。 

系统全局主题视角包含两个部分。第一，文化创

意系统研究部分。在关键词聚类图谱中，文化创意成

为近年的高频关键词。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

利用综合文化创意方法为新城乡、新产业、新场景提

供新动能促进区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并以此作为

方法体系，最终形成城乡融合、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

文化创意新业态[24]。同时，清华大学还提出了乡创理

念，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乡创理念的带动

性、融入性和整体性三原则[25]。文卫民等学者在其著

作中提出了文化创意设计融合乡村振兴发展的 6 种

模式[26]（见图 8），使之形成乡村文创系统。 

第二，系统全局研究。赖红波等[27]学者首先从空

间环境设计、信息服务设计、产业设计、视觉 IP 设

计和理念设计，提出了推动县域设计的五层结构（见

图 9），清晰地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在此基础上，

丁伟学者提出了设计立县十大模式[28]（见图 10），助

力乡村振兴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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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文创融合乡村振兴模式 
Fig.8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tegr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models 

 

 
 

图 9  县域设计五层结构 
Fig.9 Five-layer structure of county design 

 

 
 

图 10  县域设计模式系统 
Fig.10 County design model system 

3  未来研究趋势预测 

从乡村振兴设计的基础研究领域及阶段性前沿
研究领域来看，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包装设计、美丽
乡村、乡村旅游及服务设计四个方面；从突现词时间
强度来看，景观、景观规划、乡土文化、旅游等主题
词的突现开始时间为 2020 年，持续时间不断增强；
从关键词聚类图谱（2021 年），可以看出设计实践、
策略研究、特色小镇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方向。除此
之外，对知网高频文献进行研读与分析发现，在整体
上，研究方向聚焦于乡村景观、乡村旅游、包装及文
化创意产品设计开发等方面的探究。对以上关键词内
容进行研究趋势归纳与整理，并分别从理念、内容和
技术方面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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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理念融合乡村振兴设计新构想 

从 2021 年中央政策中可以看出新时代的乡村振

兴战略，是基于新维度与新理念的伟大战略，需要用

新发展理念去探索适合当代中国乡村振兴之路。与此

同时，未来应在乡村设计中讲好“东方故事”、展现

“东方风格”、体现“东方精神”、营造“东方情调”[29]，

这种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设计”价值观正符合乡村

山水或田园美学的独特性，同时这些也是“乡村美学”

的传统渊源；“设计应用”的“精准性”应成为“东

方设计学”中重要的研究方向，未来应因地制宜地在

设计创造之中对乡村美学或田园美学进行创新。其

次，乡贤文化是乡村设计中存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

强的一种文化形态，其核心就是让有德有才的贤人回

到家乡，重新把自己在外部世界所能够获取的那些知

识和素养重新反哺给自己的家乡，让乡村文化不断的循

序渐进，循环再生，绵延不断[30]。未来在乡村振兴战略

下，要推动乡贤文化传承创新，重新赋予乡贤文化时代

内涵，通过传承和重构新乡贤文化来重拾乡村温情。 

3.2  内容导向乡村振兴设计新思路 

对关键词聚类图谱和知网高频文献进行分析发

现，在乡村振兴设计实践中，特色小镇设计将成为助

力乡村振兴的新经济模式，其会以更加多元化的发展

态势呈现新形态，实现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31]。在村

级经济体中，田园综合体及美丽乡村将会顺应国家政

策成为未来趋势，并以“田园”为特色，以“综合”

为重点，实现文化、生态与产业深度融合。 

3.3  技术创新乡村振兴设计新方向 

在新一代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互联网＋”与农

业农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数字乡村建设步伐进

一步加快。综合关键词、突现词和前沿研究领域中的

高频文献发现，未来乡村振兴设计在技术层面上将重

点放在数字化乡建，乡村数字生产与生活将围绕智能

化、个性化乡村服务来设计与构建。同时，未来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要让最新的科技手段融入乡村建设

中，人工智能将成为服务乡村建设的新趋势助力乡村

振兴建设。 

3.4  方法提供乡村振兴设计新支撑 

当前乡村振兴设计领域以定性研究方法居多。未

来应强化定量研究，以数据统计、模型和数学分析为

依据，为研究提供客观性，例如，建立相应的乡村振

兴设计评估指标与评价体系，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 

4  结论 

利用文献计量工具 CiteSpace 对乡村振兴设计研

究文献的基本特征、研究现状、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

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发文量方面，根据 2018—2021 年 CNKI

数据库收录的乡村振兴设计研究文献统计分析，综合

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乡村振兴设计类研究从 2018

年开始，该领域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文献量由 2018

年的 46 篇增至 2021 年的 250 篇，研究热度持续攀升。 

第二，研究力量方面，形成了以皮永生、周武忠

和段胜峰等为代表的核心作者，其中郭庚熙、植田宪、

青木宏展、张夏、孟晗、宫田佳美等学者和徐媛媛、

张羽清、周之澄、周武忠，以及皮永生、段胜峰、张

田田等学者之间形成了三个团体。从研究机构来看，

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为主要的研究机构类型，但各研

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较少，未来有待加强，并注重学术

资源分布的地区差异问题。 

第三，研究热点方面，“乡村振兴”受关注度最

高，是政策导向下的持续性热点，除此以外，包装设

计、美丽乡村、乡村旅游、文化创意产品、乡村建设、

民宿设计也是近年来乡村振兴设计领域的研究热点。

研究方法主要是对乡村振兴进行设计实践及策略定

性分析，定量研究比较薄弱。 

第四，研究前沿方面，乡村振兴表现出较高的突

现度，成为较具影响的研究前沿。从突现时间来看，

景观、景观规划、乡土文化、旅游等主题词的突现开

始时间为 2020 年，并持续不断地增强。同时，地域

文化创新设计、人工智能、文化创意产品、地域特色、

品牌形象等也是现今研究的前沿领域。 

第五，研究阶段及主题方面，乡村振兴设计研究

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研究主题均与相关政

策呈现紧密关联，并与实践发展路径较为吻合。结合

聚类结果及文献分析，相关研究的主题可以概括为设

计创新与系统全局视角主题，从单一设计领域到构建

全局体系与模式进行了相关主题归纳与整合。  

第六，研究趋势方面，主要从东方设计学和乡贤

文化理念方面对乡村振兴设计进行融合思考，内容方

面主要以特色小镇设计、田园综合体及美丽乡村等角

度对乡村振兴设计内容进行新思路探索，同时数字化

与人工智能新技术将助力新时代乡村振兴设计，除

外，未来还应建立相应的评估指标与评价体系来测定

乡村振兴设计的实践水平。 

5  结语 

通过对研究成果梳理发现，未来有必要充实升华

新观点，拓展研究内容，关注新动能发力点，从更多

元与交叉视角对乡村振兴设计进行知识体系建构。同

时，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定性研究，未来应适时考虑定

量评测方法构建乡村振兴设计方法论的深度研究。最

后，未来有必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学术研究网络系

统，进一步增进协同交流机会，以此提升乡村振兴设

计研究的整体水平。 

文中基于知网数据库获得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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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分析，数据客观，结果可靠，但关键词的共被引分

析由于可视化软件受到一定功能性限制，从而形成了

一定的局限，但并不会影响文章结论的可靠性，未来

可结合使用更多的可视化方法进行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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