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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扶贫”大有可为  

武夷山

科技扶贫和信息扶贫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了进一步打赢反贫困攻坚战, 我们还需要“设计扶贫”。所谓设计

扶贫，就是面向贫困群体的需求进行产品设计，并往往吸收其参加设计过程。在我国，若没有设计扶贫，真

正在农村地区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是很难的。 

海尔公司曾经为农民设计适合于洗地瓜的“洗衣机”，这是桩了不起的举动。不过，这还不能算是“设计扶

贫”，因为贫困群体连这种产品都买不起。企业是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因此，不能指望企业成为设计扶贫

的主力。目前在世界上，主要是一些非营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活跃于设计扶贫领域。 

例如，巴西的一位大学教授率领其学生为贫困地区的洗衣妇设计了一种脚踏动力洗衣机。在设计过程中，设

计者不断征询洗衣妇的意见。设计人员发现，若没有她们的参与，单靠设计人员的外部调研是不可能发现设

计环节上的一些缺陷的。他们所做的另一个项目是为捡垃圾者设计出以废弃物为原料的产品，这样，捡垃圾

者不光可以将垃圾卖到废品收购站，还可以通过生产加工这些产品获得附加价值。 

为穷人设计产品的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员，发达国家中也有这类令人肃然起敬的科技人员和机构，

尽管为数不多。例如，英国著名发明家特莱佛.贝利斯（“英国发明科学院”的创立者）最重要的发明是1994

年问世的无需用交流电或电池的发条式收音机。行销这一产品的一家南美公司，1998年对发条式收音机的销

售额为1850万美元，估计2000年的销售额达5000万美元。［1］这一设计还带来其他两大效益：当地生产这种

收音机的厂家雇佣的都是残疾人；由于很多穷人都拥有了这种便宜的收音机，政府关于防治艾滋病的广播宣

传起到了较明显的效果。这一技术的延伸产品则是发条式手电筒和发条式电池充电器，都很受欢迎。后来，

贝利斯他又尝试发明内植有微型发电机的鞋，将行走的部分能量转化为电能。这样，哪怕在大漠里行走，也

能用发电鞋发出的电与外界进行通信联系。笔者过去还注意到，曾有发达国家的发明者申请了一种压电转换

装置的专利，将该装置埋在田埂下之后，从田埂上走过的牲口和人都不是白白走过，还在为发电做贡献呢。

英国有一家叫做ExpLAN的公司为发展中国家设计了一种“单体”计算机，它自带特殊的电源和电力存储设

备，用户可以利用可再生能源或当时能获得的不管哪一种电力来驱动运行这种计算机。英国有一家非政府组

织叫“中间技术开发研究所”。所谓“中间技术”，意思是既非昂贵的高技术，又非过时的低水平技术，而

是恰好符合穷人需求的适用技术。这家研究所为肯尼亚的用户设计了省柴灶和太阳能灯。这种省柴灶很便

宜，使用两个月所节省的柴禾的费用就足以将买灶的费用捞回来了。另外，生产灶具的厂家雇佣的是本地的

妇女，可谓一举两得。在他们推广太阳能灯的这个农村地区，96％的农户一直是燃点石蜡照明，因此，用上

太阳能灯是欣喜万分。［2］ 

设计扶贫有几个难点。一是如何做到经济上可行。贫困地区的一些传统工艺品，若在设计上稍加改造以适应

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口味，则有可能出口创汇。但是，若没人帮助这些贫困地区的人群去探索市场和改进设

计，则那些工艺品的原有销售规模根本不足以为当地脱贫做多大的贡献。二是如何做到环境友好。本文的几

个例子都采用了环境友好的技术，而国内有一些地方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脱贫的。最近，国家在限制高能

耗、重污染生产厂家的运行，一些地方的百姓是想不通的，因为这将明显影响其近期收入。可见，从扶贫的



源头（扶贫设计）做起是多么重要。三是如何从制度上保证这些“觉悟高”的设计人员和群体能够长时期保

持这样的积极性，而无须担心自己的生存保障问题？第三点是最难的。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政府怎

样鼓励和保护有志于“设计扶贫”的组织和个人，是个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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