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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国设计原创奖·“传统与再造”陶瓷设计大赛

陶瓷，作为人类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她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

中国最有价值工业生活物质创造，见证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和人类融合

自然、拥抱自然、创新设计的智慧和力量。原创的陶瓷是跨界的语言，随着现代

中国陶瓷产业的科技进步，陶瓷的原创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

良渚文化,是镶嵌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四五千年前，

良渚先民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劳作，遗留下来的无数宝藏让后人有幸触摸到先民的

智慧灵感。如今，我们立于这片美丽的中华文明栖息地，远瞻“世界设计源于良

渚”的宏大前景，以振兴传统工艺、发扬工匠精神为指引，集聚中外优秀创意人

才与资源，重塑中华民族原创设计的自信与自豪。

为发扬良渚文化原创、首创、独创、外拓的设计精神，充分调动当代社会创

意、创新、创业的中坚力量，振兴传统工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让良渚

传统文化融入当代设计，寻找中华民族原创的自信与自豪，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与

余杭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传统与再造”为主题的 2016 年中国设计原创奖。

一、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

余杭区人民政府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

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

承办单位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知识产权交易中心

良渚新城管委会

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

战略合作单位

中华陶瓷大师联盟

景德镇陶瓷大学

媒体支持



2016年中国设计原创奖

2

电视：浙江卫视、杭州综合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影视频道、杭州移动电视

平面：杭州日报、都市快报、青年时报、余杭晨报

电台：FM105.4 西湖之声、FM88 浙江之声、余杭广电

网络：腾讯大浙网、新浪浙江、浙江在线、人民网、网易、人民法治、今日头条、

浙江新闻客户端

大赛组委会

主 任：刘 宁（中国工业设计协会 会长）

黄德伟（良渚新城管委会 书记）

副主任：佟 欣

组委会秘书长：周少华

二、赛事说明

（一）大赛主题：“传统与再造”

中国传统陶瓷工艺包罗万象，蕴含了人类在漫长历史中积累的日常生活智慧，

积累了大量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建筑等的

设计影响深远，也为现代设计提供了很好的思想资源。

陶瓷工艺是设计的源头，创新是企业的根本。在“中国制造 2025”的新背

景下，设计也需要创新。良渚文化的丰富底蕴，需要现代设计的创新、重塑生命

力和吸引力，使良渚文化在现代设计中得以延伸发展，既有文化感又兼具现代感。

这样不忘初心的创新设计，无疑才是真正有生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设计。

本次大赛以“传统与再造”为主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载体作为引子，捕捉

良渚文化这一世界最早的设计灵魂，并融入现代的创新意识及多元文化，跟当今

的生活模式结合起来，根据当代的审美，进行现代设计与传统工艺的创新融合。

（二）征集内容

以良渚文化的传统与创新为主题，陶瓷为素材的创新设计作品。要求参赛者

在陶瓷的传统基础上进行现代化的延伸与创新设计，创造出适应现代市场的创新

产品。

参考参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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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艺术陶瓷设计（以陶瓷材料为主体的创新艺术作品：含陶瓷造型艺术、

窑变艺术、绘画装饰艺术、陶瓷书法艺术、陶瓷雕刻艺术及跨界融合的陶瓷艺术

等；文房四宝、旅游纪念品陶瓷等）。

2、装饰陶瓷设计（含各类家居陶瓷产品及与建筑空间环境相关的装饰陶瓷）

（三）设计要求

设计方案需充分考虑，并表现出作品在良渚文化上的经典传承，功能提升、

材料创新等方面体现其创新理念并说明具备可市场化的条件。

三、奖项设置

金奖 1项 奖金：20 万元

银奖 2项 奖金： 5 万元

铜奖 3项 奖金： 3 万元

最佳创新奖 3项、最佳组织奖 1 项、最佳新人奖 1 项 奖金 5000 元

特别说明

1、所有获奖者和入围优秀作品由组委会颁发奖杯和证书，并在今后的中国

陶瓷设计艺术大师评选中承认积分。

2、参评作品的知识产权归作者所有，组委会对作品图片信息有发布权，通

过专利转让作者与组委会另行办理协议，未入围作品作者可自行取回。

2、金、银、铜奖获得者（征得本人同意）愿意将部分作品捐献给大奖赛组

委会。组委会负责陈列展出及宣传推广。

3、组委会将组织本次大奖赛的部份获奖作品举行义拍。义拍收入用于制作

出版参赛作品集，赠送参赛单位、个人及企事业单位。

4、本次获奖的作品，组委会对每件作品和对应的每位作者颁发收藏证书和

捐献证书。

5、所有获奖者及作品将在主办方主办的网站进行社会公示，并出版专辑。

四、大赛评审

评审委员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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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晓波 清华大学美院院长 教授

宁 钢 景德镇陶瓷大学副校长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副会长

孟树锋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耀州窑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等

评审委员会将聘请业内若干名专家组成评审小组，即为该年度委员。

五、大赛议程

（一）2016.08.17-2016.10.31 作品征集

（二）2016.11.01-2016.11.08 大赛初评

（三）2016.11.09-2016.11.25 初评公示

（四）2016.11.26-2016.11.27 终审答辩暨颁奖典礼

有关大赛情况欢迎登陆“知产中国”官网、微信平台查询

六、报名方法及具体要求：

（一）报名方式：

1、在知产中国官网（www.cidip.cn）报名投稿，上传作品资料。

2、按参评说明及时间要求，提供设计图稿、实物图片及实物作品，图片上

传到网站，实物作品送到指定的地点。

（二）报名要求：

1、所有报名参加评选者必须是原创作品，并提供与作品相关的必要材料，

其中包括但不仅限于相关效果图、实物图、设计创意、设计说明等内容。

2、报名截止日期 2016年 10 月 31日 24时。

（三）作品提交要求

1、必须是本人创作或团队集体创作的实物作品。

2、每位参赛者的报名参评作品数量为至少作品 1 件（套）

3、作品提交形式要求

网上报名：本次大赛采用网上报名方式。所有参赛者将通过“知产中国”网站

www.cidip.cn 指定的报名通道提交作品信息，并认真填写相关内容和说明。

a)设计说明（300字左右）

http://www.cidip.cn/index/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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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作品图片：

不同角度的设计图稿或实物图片 3-5 张。分辨率不低于 300dpi,jpg格式，单

张图片大小不超过 5M。

图片必须包含以下内容：本次大赛名称、作品名称。不得出现以下内容：参

赛者所在单位、姓名（包括英文或拼音缩写）或与参赛者身份有关的任何图标、

图形等。

4.初评入围者接到 E-mail或电话通知后须及时邮寄原作至大奖赛组委会，往

返运输费用、保险费用等均由参赛者自行承担（作品破损与大奖赛组委会无关），

原作应与实物电子照片相符。

六、宣传及推广

 活动将邀请中央、省、市等各级媒体参与，整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资源，进

行全方位、多角度报道，掀起宣传热潮；

 总决赛及颁奖典礼由地面电视频道及在线视频网站播放；

 中国设计原创奖巡回展览；

 通过其他展会及活动推介获奖设计；

 优秀作品集出版；

 获奖作品之一将赠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永久收藏。

七、孵化和对接

 对具有良好产业化和市场前景的优秀设计，组织评估并推荐有关部门、机构

以各种形式开展产品化和商品化孵化；

 促进已产品化的优秀设计根据需要对接商业资源，加速其商品化过程；

 链接制造、品牌和商业资源，为有意向出让或合作的优秀设计牵线搭桥；

 大赛获奖作品推广增值服务。通过大赛活动对接成功的设计作品，优先推广

市场渠道。

八、知识产权

1、获奖作品的知识产权归参赛者本人所有，大奖赛组委会有权对参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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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文化艺术传播和推广和知识产权交易转让（与本人另签订转让合同书）。大

赛主办方享有优先受让权。

2、对于所有参赛作品，在参赛者知情的情况下，大赛组委会有权在宣传和

推广中使用其相关材料，包括作者信息、设计效果图等。

3、参赛者严禁抄袭或仿冒别人的产品或设计作品。一旦发生参赛者存在侵

犯他人知识产权或与他人就参赛作品存在知识产权争议问题，主办方有权取消参

赛者资格；因参赛作品的知识产权侵权导致的法律责任全部由参赛者自行承担，

并赔偿因此给大赛和（或）组委会造成的损失。

4、所有获奖作品和参评作品，主办单位有权出版作品集。组委会对参赛作

品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协助申请注册专利。

5、未尽事宜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

八、生效与解释权

1、本规则的解释权及修改权归主办单位。

2、本规则自 2016年发布之日起生效。

九、大奖赛组委会联系方式：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设计知识产权交易中心

联系人：颜青 钱卉 电话：0571-86801919 邮箱：info@cidip.cn

mailto:info@cidip.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