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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文创型乡村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基于两岸乡村建设的比较

文卫民１，肖志高２，张玉山１

（１．长沙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２．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国文化创意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４）

摘要：文章论述了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并通过列举两岸文创型乡村的创建与运营方式，来论

证构建文创型乡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建设模式之一；同时，比较分析了两岸文创型乡村的各自特点，对中

国台湾地区通过“社区营造”计划，融合在地文化与特色产业的乡村发展经验进行了阐述，对中国大陆正

在进行的乡村振兴实践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文化创意；乡村振兴；在地化；文创型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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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
服务融合发展若干意见》推出；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
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
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将文化创意产业
融入乡村振兴战略显得尤为必要。

目前，我国一些乡村在经过乡村发展、新农
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后，虽然基础设施得到
改善，产业得到发展，但一定程度上还是缺少文
化内涵，特别是缺乏“地域性”“在地化”特征，许
多乡村建设的设计风格完全照搬其他地域的乡
建模式，形成了“千村一面”的现象［１］。而文化
创意产业凭借其高附加值、低能耗、强融合、差
异化发展等特征，在乡村振兴中能够充分发挥
其独特价值，创造乡村发展的“一乡一品”模式，
在推动乡村的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和
生态振兴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许多乡村建
设中，现代文创产业已经成为解锁乡村振兴的
“密码”［１］。

　　一、构建文创型乡村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一）文创型乡村的内涵
文创型乡村是指将传统农业与文化创意产

业相结合，发展乡村文创产业，借助文创思维与
逻辑，将文化、科技、农业等要素相融合，从而开
发、拓展传统农业功能，提升、丰富传统农业价
值的新型乡村建设模式［２］。乡村文创产业的内
涵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乡村文创产业
内涵包含文化创意服务业和乡村文创产品及营
销等多方面内容，含盖乡村旅游吃、喝、玩、乐、

购、住、行等方方面面的消费。狭义的乡村文创
产业内涵则指为乡村开发的乡村文创产品，主
要包括农产品包装、非遗文创产品、乡村文旅纪
念品等，指那些带得走的乡村产品。由上述定
义可知，广义的乡村文创产业包含狭义的乡村
文创产业，因此，本文所论述的乡村文创产业均
指广义的乡村文创产业。

（二）构建文创型乡村开发乡村文创产业的
主要内容

乡村文创产业主要包括乡村文化创意服务

业（以下简称文创服务）与乡村文化创意产品开
发、生产、销售服务业（以下简称文创产品）两大
类型。文创服务业主要包括：与乡村体验相关
的服务业，如乡村民宿、农家餐饮、非遗体验、农
事体验等；与乡村休闲度假相关的服务业，如休
闲观光、康居养老、休闲渔业、水果采摘等；与生
态自然旅游相关的服务业，如生态旅游、生态研
学、健身休养等；与乡村文化旅游相关的服务
业，如民俗活动、童玩活动、文艺表演、影视拍摄
等。文创产品主要包括：当地农产品的创意包
装及品牌化管理运营；依托特有非遗文化而设
计开发的文创产品；文化旅游纪念品。有关文
创型乡村发展的产业类型及项目如图１所示。

乡村体验

休闲度假

自然旅游

文化旅游

乡村文创产业类型

乡村文创服务 乡村文创产品

乡村民宿
农事体验
康居养老
休闲观光
生态旅游
民俗活动
童玩活动
……

乡土美食
非遗休验
垂钓采摘
生态研学
健身休养
文艺表演
影视拍摄

特色农产
创意包装
非遗文创
旅游纪念品
品牌营销
……

文
化
资
源

自
然
资
源

图１　文创型乡村发展的产业类型及项目

（三）构建文创型乡村的指导思想及对乡村
振兴的意义

构建文创型乡村要以“产业文创化，文化产
业化”［３］为指导思想，即将传统农业（第一产业）
结合创意发展成为农业创意产业，农产品初级
加工（第二产业）结合文创发展成文创农产品，
同时融合乡村的非遗文化与创意结合引入观光
旅游，发展以文化旅游服务为代表的第三产业。
文化创意介入乡村振兴建设，需要充分挖掘当
地的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在文化资源方面，
要充分挖掘乡村的非遗文化、村史、名人故事、
神话传说、手工技艺、民俗方言等重要的文化资
源，用创意设计的方法融合文化资源，重组乡村
原有产业结构，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乡村文化
创意产业［４］。在自然资源方面，要充分利用乡
村独特的自然景观，开发乡村旅游项目，带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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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餐饮和民宿发展。同时，结合在地文化，创造
独特的人文环境景观，发展乡村文旅产业，从而
带动乡村文化、经济、社会、生态的全面振兴［５］。

（四）构建文创型乡村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保障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习近平庄严宣告我国脱
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在乡村脱贫攻坚过
程中，一些拥有独特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乡
村发展乡村文创，逐渐摆脱了贫困，迈开了乡村
振兴的步伐。如我们熟知的“精准扶贫”提出之
地“十八洞村”。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
八洞村视察时，村民人均年收入仅１　６００余元，

扶贫工作队驻点帮扶村民后，村里依托优质的
自然资源，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业，村民开办特色
民宿、农家餐饮，同时引入文创设计，对当地非
物质文化遗产“苗绣”进行文创产品开发，发展
独具特色的苗绣文创产业，经过６年的扶贫攻
坚，截至２０１９年，十八洞村人均年收入已经达
到１４　６６８元，①成为发展乡村文创产业、构建新
型文创乡村的典范。

（五）文创型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重要内容

文创型乡村建设通过挖掘乡村特有文化与
自然生态资源，因地制宜地设定乡村建设模式；

通过凝聚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文化振兴，以文化
创意融入到传统产业，带动产业升级，优先发展
乡村特色文化旅游［５］。以民宿、餐饮、休闲娱乐
等文创服务业带动乡村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
产业方向发展，使乡村在文化振兴的同时带动
乡村的全面振兴［６］。

　　二、两岸文创型乡村建设典型案例的比较
分析

　　虽然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因经济发展
阶段不一样，融合文创进行乡村建设的程度也
不一样，但其优势互为补充，发展也各有千秋。

以下列举两岸乡村建设的实例来对比分析文创
型乡村的发展情况。

（一）中国台湾地区典型案例

１．台湾桃米村———借助“社区营造”，发展
乡村生态文旅产业

桃米村位于台湾地区南投县埔里镇。这个
居住１　２００人的村落，曾是南投县最贫穷、最脏
乱的乡村之一。１９９９年的台湾９·２１大地震，

这里处于震源中心区域，大部分房屋倒塌，成为
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随后，辅助灾后
重建的研究人员发现这里有着丰富的生态资
源，在“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的支持和鼓励下，引
入“社区总体营造”策略［７］，通过文化创意将艺
术与产业相结合，以第一、第二产业转型升级为
核心，第三产业精细化管理分工，打破第一、第
二与第三产业之间的界限，进行融合发展，创造
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桃米
村从一个脏乱差的偏远山村转变为生态文创型
乡村。桃米村通过深挖在地资源，打造了生态

ＩＰ概念的“青蛙王国”和“蝴蝶王国”，发展了以
青蛙、蝴蝶为主题的文旅项目（如图２所示），截
至２０１８年，桃米村每年文旅项目营业额达１亿
新台币［８］。

  

图２　桃米村打造的“青蛙王国”与“蝴蝶王国”

２．台南土沟村———创建农村美术馆，艺术
引领乡村发展

土沟村位于台湾台南地区市后壁区，早年
是传统的水稻种植区，后因产业结构改变，青壮
年离开乡村到城市务工，乡村也因传统农业的
衰退而没落，村中留守的都是老人和孩童，成为
被遗忘的边缘社区。土沟村的华丽转变源于

２００３年，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所的研究生在
土沟村调研，希望通过艺术介入乡村来改变乡
村面貌。大学生们与村民一起，通过挖掘土沟
村文化内涵，创作了系列环境景观小品，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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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青年艺术家、设计师、大学生进入土
沟村参与实践，还成立了“土沟村文化营造协
会”，与村民一起探讨乡村改造和环境更新，经
过十年的努力，在２０１３年成立了台湾第一个
“农村美术馆”，将农村市集、田园播种等与艺术
融合，以文化创意引领乡村的发展，创造了“村
就是美术馆，美术馆就是村”的新型乡建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驻村艺术家与村民一起进行深
度文创挖掘，将“农村美术馆”概念衍生出手工
业、旅游业、休闲观光业等多种文化创意产业，

引导传统农业向精致农业、创意农业方向发展。

文化的复苏与创意经济的发展，也吸引了更多
的知识型人才返乡创业，持续推动乡村的发
展［９］（如图３所示）。

  

图３　“村就是美术馆，美术馆就是村”的土沟村

（二）中国大陆典型案例分析

１．成都幸福公社———融合文创，全方位打
造乡村振兴典范

临近川西旅游环线，位于成都市西近６０公
里的幸福公社（原分水村），与台湾桃米村一样，
原是一个普通村落，旅游资源和人文资源均无
特殊之处，前期也存在着产业空心化、人口外流
现象。２００８年的汶川大地震，损毁了这里大部
分建筑，随着灾后重建，政府出台了联建政策，
为发展乡村文创提供了政策支持。２００９年，当
地发展了幸福公社项目，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
与生态环境，吸引了城市人来此休闲养老，或亦
居亦业，他们来此开民宿、办幼儿园、做餐饮，乡
村逐渐兴旺起来［１０］。在幸福公社的发展过程
中，优先发展非遗文创，将有手艺、有创意的中
青年创客引入到匠人村，发展国学践行、民艺手
工、创意农耕等项目，经过多种文创项目的经
营，在保护生态的同时，复兴乡村传统文化，产

业得以兴旺发展，使这里的“青山绿水”实实在
在地转化成了“金山银山”。

２．新通道项目———深挖在地文化，文创引
领精准扶贫

２００９年，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与湖南通
道县政府联合发起了“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
夏令营活动，为偏远少数民族提供非遗保护、文
化传播、产品创新及产业化提供设计支持，来自

１５个国家的大学、研究机构共４００多名师生先
后参与了湖南通道、隆回花瑶、重庆酉阳、四川
雅安等地的乡村创新设计实践活动。设计团队
扎根乡村，与地方政府、企业、村民共同探讨地
方文化资源、自然资源的产业化发展之路。新
通道项目本着“田野里的设计”“为传统而设计”
“为幸福感而设计”的理念，将当地独特的文化、

自然资源与现代创意相结合，开发了多种文化
旅游商品，培育了自主文创产品品牌“梭说”，将
文创产品的手工制作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如图

４所示），解决了６００多户村民的脱贫问题，并
与国内电商巨头展开合作，建设了“乡ｈｏｍｅ”文
创公益电商平台，线下与各大商场合作，开创了

２０　０００平方米的销售空间［１１］，将文化创意与
“精准扶贫”紧密结合起来，取得了突出的社会
效益与良好的经济效益。

 

图４　新通道项目开发的“梭说”及
“花瑶花”系列文创产品

　　三、两岸文创型乡村发展的异同及经验
启示

　　在两岸文创型乡村的创建过程中，其发展
时期、指导思想、发展方式不尽相同，但目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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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同：都是为了振兴乡村，让外出务工的年轻
人重回家园，让城乡居民互促发展，让乡村焕发
活力。以下通过两岸具体实例探讨文创型乡村
建设模式及其借鉴意义。

（一）两岸文创型乡村的演变历程
中国台湾地区的文化创意发展较早，开始

于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的台湾地区经济处
于高速发展阶段。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大量
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到城市里生存，导致乡村日
益凋敝。为了解决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小城
镇等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１９９４年，台湾地区
“文建会”出台了“社区营造总体计划”［７］，主要
对“人、文、地、产、景”五个方面进行重构，以期
塑造文化、产业、生活、人际关系、生态景观的和
谐发展（如图５所示）。

凝聚意识
社区参与
公共关系
社区福祉

社区绿化
人造景观
自然景观
原有景观

传统产业
文创产业
休闲文旅
产销管理

历史文化
手工技艺
民俗文化
美食文化

生态资源
农产资源
在地特色
社区配套

人
文景

产 地

社区
营造

图５　中国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的五大要素

中国大陆同时期的乡村建设经历了联产承
包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新农村建设（２００６年）、
精准扶贫（２０１３年）、乡村振兴（２０１７年）四个阶
段。２００６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新农村建设
目标方针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
村容整洁、管理民主”；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看到
我国不少乡村依然非常贫困，为扭转这一现象，
提出了全民帮扶贫困乡村的“精准扶贫”基本方
略；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
略，显示了党中央全面振兴乡村的决心，为了保
证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提出了新的方针：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在乡村建设的实施过程中，一些拥有
独特文化或自然资源的乡村，优先发展了乡村文
旅，也涌现了一批文创型乡村的建设范例，如成
都幸福公社、四川明月村、浙江德清县庾村、长沙
望城区光明村等，这些文创型乡村，已先期实现
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各项指标，乡村经济、文化、
生态、社会各方面都得到了高质量的发展［６］。

（二）两岸文创型乡村的发展理念
中国台湾地区文创型乡村建设主要是依托

“社区营造”而进行的，其核心理念就是让社区
产业融合文化进行发展，使乡村产业从第一产
业、第二产业走向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的第三
产业，历经二十余年，取得了一些经验。其运作
方式是“自下而上”的，主要是一批热爱乡土的
“乡贤”回归故里，与守土爱乡的村民一起建设
家园，更多的是“民间属性”，在建设过程中，充
分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乡村建设也使村民成
为直接参与者与受益者。中国台湾地区的乡村
文创注重生活美学的弘扬，文创类型丰富多样，
已经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主要通过旅游
观光、现场体验来促进消费。其文创团队非常
善于利用在地化资源，精细、用心地培育乡村文
创的发展，善于依托在地资源和先进的农业科技
开发体系，使文化深度融入在地实践中。同时，
他们的文创团队以策划和项目运作见长［１２］。

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是根据不同历史时
期、不同发展阶段而提出的乡村建设策略，２００６
年提出的新农村建设主要是为了推进乡村发展
现代农业，解决农业基础设施薄弱问题，促进农
业生产（第一产业），保证粮食安全等。经过建
设，乡村基础设施得到全面改善，粮食生产逐步
提高，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２０１３年提
出的“精准扶贫”战略，２０２０年是打赢脱贫攻坚
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为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小康、共同富
裕”的决心。在２０１７年提出的“乡村振兴”是更
高层次的乡村建设战略，对乡村建设中的文化、
产业、生态、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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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乡村建设的方
式多以政府主导，村民参与，资金和人员能够高
效调配，且整体规划清晰，发展路径明确。同
时，政府将乡村的脱贫致富、全面振兴作为国家
战略来落实，发展乡村文创，对于贫困乡村来
说，推动了贫困乡村的全面脱贫、决胜小康；对
于富裕地区的乡村来说，则起到了振兴生态、改
善环境、兴旺产业的作用，如浙江莫干山的庾村
民宿区。

（三）两岸文创型乡村赋能乡村产业取得的
成就

中国台湾地区的乡村建设在“社区营造”的
引导下，培育出了许多优秀案例，使得乡村经
济、文化、艺术得到了保护和发展。在乡村文创
的精致化、品牌化和在地化方面积累了不少经
验，涌现了不少有策划与运作经验的优秀文创
团队［１２］。例如，位于台中新社埔里镇的桃米
村、台南的“土沟村”等。

中国大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当前，乡村振兴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高校团队、地方政府、民间社团、当地村民都踊
跃参与到地方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中来，经典
的文创乡村案例和文创人才不断涌现，文化创
意产业在打赢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战中，表现
突出，对富裕地区的乡村提质改造，创造美好生
活方面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１３］。

（四）发挥文创型乡村“特质”，推动乡村高
质量发展

两岸文创型乡村在创建过程中，充分发挥
乡村“特质”，用不同的地域文化创造不同的文
创形态，形成了差异化的竞争局面，呈现乡村产
业发展“一乡一品”格局。如桃米村运用当地丰
富的生态资源：青蛙与蝴蝶，创造性地打造了
“青蛙王国”“蝴蝶王国”，发展生态旅游项目，带
动了当地民宿、餐饮、文创产品等方面的发展。
又如新通道项目，在通道侗族自治区运用非遗
“侗锦”结合现代创意创造的文创产品，延续传
统文化的同时给偏远山村带来了精准扶贫的成
功。在隆回县则运用瑶族特有非遗文化“花瑶

挑花”，创造了“花瑶花”系列文创产品，给偏远
贫困乡村带来了文化、产业、人才等多方面
振兴。

（五）两岸乡村建设的发展趋势
两岸乡村建设发展的总体趋势是“此消彼

长”，中国台湾地区增长缓慢，中国大陆则迅速
崛起。中国台湾地区整体经济自２０世纪七八
十年代得到高速发展，９０年代达到顶峰后，其
后的三十年，增长缓慢。以中国台湾地区初次
运用“社区营造”改造乡镇社区的１９９４年作为
比较，当时的中国台湾地区ＧＤＰ总量为２　５６４
亿美元，约占中国大陆ＧＤＰ总量的４５％，人均

ＧＤＰ已达１２　１６０美元，而当时中国大陆人均

ＧＤＰ仅为４７２美元。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
大陆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到了２０１７年，
中国台湾地区ＧＤＰ总量为５　７１４亿美元，而中
国大陆ＧＤＰ总量已达到１２２　４２７亿美元，中国
台湾地区ＧＤＰ总量下降到只占中国大陆ＧＤＰ
总量的４．６％。②在乡村建设方面，中国台湾地
区虽然涌现了诸多发展文化创意振兴乡村的成
功案例，但因整体消费疲软，多年来一直增长缓
慢，一些台湾文创团队来到大陆，借助大陆深厚
的文化资源和独特的自然资源，发展乡村文化
创意产业，取得了很大成功［１４］，如台湾团队在
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打造的庾村１９３２文创园
区，成为乡村民宿、乡村文创园区的典范，给投
资商带来持续收益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乡村的
全面振兴。大陆经济保持了三十年来的高速增
长，乡村文化旅游方兴未艾，乡村文化与自然资
源得天独厚，两岸文创人员交流频繁合作，吸取
前期乡村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才能共创共赢，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结语

目前，我国乡村脱贫攻坚已取得全面胜利，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发生转向，乡村走
向全面振兴的时机到来，构建文创型乡村能够
对乡村在文化、产业、人才、组织等方面带来全
面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模式之一，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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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推广类型适合于有着独特自然资源和深厚
历史文化的乡村。两岸的乡村文创在新的历史
时期，相互交融，互为补充，中国台湾地区先期
发展的乡村文创为中国大陆乡村振兴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和借鉴意义，中国大陆悠久而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自然资源给乡村后续发
展带来持久的动力，两岸文创人才与文创项目
的持续交流与合作，正推动两岸的乡村持续向
好发展。在国家大力推动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
下，未来的乡村必将迎来“文化、产业、人才、组
织”的全面振兴，所有的乡村居民都将过上“美
好的生活”。

［注释］
① 数据来源：央广网．十八洞村的脱贫．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

ｈｕ．ｃｏｍ／ａ／４０１６５３７３５＿３６２０４２。

② 两岸 ＧＤＰ数据来源：世界经济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８ｐｕ．ｃｏｍ／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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