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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雲南省怒江州貢山縣秋那桶村 

「一專 • 一村」 農村可持續發展支援計劃 

工作報告（十七） 

2018.5.12                     中文大學李克翰撰寫 攝影胡美任 

28/04-07/05/2018 – 第十九次入村工作  

參與人員： 

志願者：胡美任 

香港中文大學：李克翰 

入村工作總結： 

基於對村落農特產品的調查，團隊瞭解到幾乎每家每戶都會製作的

玉米或青稞自熬酒是當地重要的出產之一，因其純天然材料純手工蒸

餾，安全質量頗受本地人和外來遊客的肯定，具備較高的銷售量和銷售

潛力。故團隊考慮從村民自熬酒包裝設計入手，增加該農產品的文化價

值，豐富當地酒文化，有助於農戶增加收入和商機。 

 

設計定位與選材 

根據團隊的服務能力，本次服務的定位是為當地提供自熬酒包裝設

計的創意與可操作深化的方向。鑒於當地還未形成專門從事自熬酒生產

的企業或合作社，自熬酒基本都產自各村組農戶家中。銷售管道主要有

農戶家庭直接出售、農戶家庭售與當地餐飲食宿營業者、當地村委會或

駐村工作組收購農戶家庭的出產再統一銷售等。消費群體主要為外來遊

客、原著居民和流動駐民，其中對產品文化和包裝具有一定要求和消費

力的主要為遊客與本地中上層或有特定需求的群體。由於站在農戶家庭、

餐飲食宿業者和當地公部門等不同服務對象的角度，酒包裝設計的目的

與適用策略均有不同，團隊一方面考慮調查瞭解不同服務對象的想法和

需求，一方面從最實在的農戶家庭層面出發提供設計想法和策略方向。

農戶家庭以個體為主，具有最強的靈活性和實踐性，倘若他們接受我們

的設計，認可或發展出更多可能性，將直接幫助到他們提升自己家庭的

農產品品牌，並能帶動村莊層面的學習與互動，進而影響到餐飲食宿業

和公部門的經濟策略。若選擇餐飲食宿業和公部門為首要考慮對象，則

需面對包裝設計與開發的成本（主要為費用、設計品質、設計者專業性

等）較高、市場反應和回報率不確定等問題。 

根據上述考量，團隊認為選用當地材料、能夠本地製作等低成本、低

技術的策略對在農戶家庭中推廣自熬酒包裝設計想法最有效果。根據調

查，農戶家庭最常將不同形狀大小的清洗過的礦泉水瓶或飲料瓶二次利

用，罐裝自熬酒銷售，主要因為這樣幾乎不用承擔容器成本，同時瓶子均



 

 

2 
 

有固定容量方便計量銷售。故基於農戶家庭角度，最容易操作的包裝就

是在瓶子外進行美化設計，團隊認為手工編織能適應不同瓶身形狀和尺

寸且方便調節設計不同樣式，更能控制時間和材料成本。同時，怒江流域

族群擁有悠遠的採集天然麻製作麻繩再編織成麻布麻毯製品等的生活傳

統，因此麻線編織成為首選策略。 

 

初步設計展示與編織教學 

團隊瞭解過許多編織、繩結和鉤花等工藝後，選取了簡單實用的幾個

繩結類型融合編成幾個樣品，同時製作編織教程。團隊透過樣品想傳達

給村民的是可以提升酒包裝的觀念、用編織方法做包裝設計的可行性、

材料和編織手法的可替換性、將編織方法升級或改善酒容器的潛在發展

能力。在村中，團隊尋訪農戶，為感興趣的村民提供編織培訓，同時進一

步調查當地傳統編織技藝和其他手工藝元素。 

 

當地不同群體的想法與需求 

我們通過向農戶家庭、餐飲食宿業老闆和當地村鎮官員展示樣品，溝

通設計考慮，瞭解當地需求。一些女性村民對學習手工藝技法很感興趣，

同時認為我們提供的初步設計很有意思，除了可做酒包裝，用麻繩編織

的瓶子還可以用於植物種植，且編織方法本身能用於門簾、掛毯等其他

用品的製作。一位村民認為編成的花紋很美，說可以先學會編法，以後說

不定有用。村委會和鎮政府相關領導也很重視我們的想法。他們目前正

計劃打造當地的農特產品品牌，需要具備本土文化特色的包裝設計。目

前他們嘗試用竹筒作酒包裝，重點推廣本地的青稞自熬酒，我們的設計

很好地示範了對本地材料和文化的運用，為他們提供了包裝的新形式和

新策略。同時，村委會也有組織感興趣的村民學習不同類型手工藝的意

願，希望能開發出更多具有當地文化特色的產品。以後若有機會，團隊將

研究當地傳統的編織類型、方法、材料與色彩，納入包裝的繩結形式、紋

理搭配、細部設計等環節。同時，也將考慮其他包裝類型、酒容器類型、

材料類型的可能。 

另外，團隊還參與當地電子商務平臺打造的相關討論，對網店平臺、

生態綠色實體店與特色民俗設計策略、平等互動的旅遊體驗、服務和產

品呈現、本土與旅遊良性共生文化等多個議題與大家共同商量，出謀劃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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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酒包裝編織教程 （by 胡美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