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赛答疑文档
（更新至2022-5-15）



PART1—
关于报名参赛
Q：竞赛如何报名？关于作品的最后提交时间？

A：前往AIM官网进入本次竞赛页面，点击报名并下载报名表填写成功，即报名成功。报名与官网提交
作品时间截至于2022年5月31日24：00前。建议您提早报名，作品在截止日前皆可提交。

Q：关于竞赛的奖项设置？

A：本次竞赛共设以下奖项（*奖金均为税前金额）

最佳线路设计奖，30000元/1名

最佳用户体验奖，30000元/1名

最佳绿色生态奖，30000元/1名

最佳商业价值奖，30000元/1名

最佳发现赋能奖，30000元/1名

最佳人气奖，3000元/1名



Q：参赛团队成员有限制吗？可自由组队吗？

A：没有人数限制，可以自由组队，官网下载报名表填写完整的团队信息提交即可。奖项及奖金是按照
作品为单位设置的，请酌情考虑设计团队人数。

 

Q：仅限中国国内参赛者参赛吗？个人无组织也可报名吗？

A：AIM竞赛面向全球，且不限个人或组织。

 

Q：报名时需要手机注册，如果没有国内手机号如何注册，可以留国外手机号吗？

A：留下其他有效的联系方式（邮箱／微信）即可，我们推荐用国内手机号注册，方便后期联系您。 

 

Q:同一个参赛者可以提交多份作品吗？提交了不同的参赛作品是不是需要上传不同的资料?

A：我们欢迎更多的好作品，不限制数量。但注意评选以作品为单位，同一参赛者每提交一份不同的作
品参赛都需上传一次资料。



Q：如何理解赛事赛道？
A：【赛道一】乡村线路研学游方案——该赛道以研学游为固定主题。设计需要符合“乡村最美线路”
定位，并以亲子、研学、家庭游客群的需求导向，根据目前研学旅行的市场需求和研学要求，结合三亚
天涯区乡村自然人文资源、本土文化、海岛乡村特色等优势设计您的研学游方案。具体形式不局限，可
以是研学游体验场景设计、研学游活动内容设计，研学游课程设计等。研学线路内容不局限于自然教育、
农耕文化、传统民居、非遗民艺、民俗风情、户外拓展、现代艺术等类型，我们期待符合强绿色性、高
人文性和深交互性，寓教于乐的研学线路设计方案。

【赛道二】乡村玩客生活方式内容提案——该赛道设计主题可自定义。例如：自然博物、非遗手作、生
态环保、历史文脉、清新乡野、艺术人文、户外运动，摄影直播等各类主题。内容需基于天涯区现有资
源进行包装升级，并串联旅游线路。乡村玩客生活方式内容提案不局限美食、美景、美宿、音乐、戏剧、
徒步、运动、潮玩、艺术及其它生活新体验新玩法。我们欢迎您围绕您的自定义主题设计专属天涯区的
文创IP、旅游形象IP。具体形式不局限，除了常规旅游线路设计，我们期待您加入生活方式场景、活动
内容的设计，融合滨海旅游、美丽乡村、非遗文化、民族文化等天涯区特色旅游点，进行旅行整体方案
设计。

 

PART2—
关于赛道、评审、作品提交



Q：本次竞赛的作品必须是以旅游线路设计为呈现吗？是否有其他弹性呈现空间？比如对标大地艺术季，
给出活动设计方案。

A：我们给的对标大地艺术季方案相比而言是一个路线方案，但这次竞赛的核心是线路和体验设计。

 

Q：作品提交内容是图片和视频两者吗？

A：是的，需要提交图片和视频。成图文件提交格式请参考官网。本次竞赛还需要提交视频，是为了让
参赛者通过视频形式更好地呈现出参与、创意过程。视频内容创意可由参赛者自行策划，不做具体限制，
能充分展示作品设计理念和呈现效果即可。

 

Q：关于评判标准，五个条件都要满足吗？

A：是的，评委会根据这几个维度进行作品打分，满足的维度越多，自然得分越高。

 

Q：可以用自己的设计，且未发布在平台上作品参赛吗？

A：可以，大赛规定参赛作品是参赛者原创作品，未侵犯任何他人的任何专利、著作权、商标权及其他
知识产权；该作品未在报刊、杂志、网站及其他媒体公开发表，未申请专利或进行版权登记，未参加过
其他比赛，未以任何形式进入商业渠道。



Q：提交内容中的图片是不是一定要包括自己去现场的实拍？

A：不一定需要自己去现场的实拍。摄影、手绘、或者网上没有版权争议的图片都是可以的。

 

Q：是否可以以建筑设计的形式，为当地设计市集？

A:可以。可以以市集节点作为线路的一部分或亮点，整体评审以线路为单位，关注整体的线路设计以及
用户体验。

 

Q：在线路设计中设计一个活动，需要在成果里论证这个活动的可行性吗？例如说在线路中我设计了一
个沙滩排球的课程，是否需要分析天涯区现有沙滩排球俱乐部数量和客流量？

A: 需要论证可行性，后续我们会组织入围团队落地实施自己的线路策划。获取真实数据且方案里的论
证分析对评委来说肯定是加分项。



Q：旅游线路设计区域只能是乡村吗？
A：设计区域是天涯区全域，详情可以参见资料包。乡村只是场域中
的一部分，实际上在海南你会发现美丽乡村和城镇的交融度很高。
有时你只是过了一条河一个马路就发现进村儿了。可能一个写字楼
背后就是有一大片绿意盎然的田地。这是海南的一个特色，也是海
南具有丰富而独特的自然资源的体现。在线路设计中我们希望您能
考虑到美丽乡村、绿色生态，但并不限于此。
 
Q：乡村研学，如何破题？
A：从设计的视角和呈现的视角，我觉得这个这个事儿是比较因人而
异的。因为每个人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你去看看一些成熟的研学机构的活动方案，你就知道你应该呈现什
么样的视角，因为那个已经是被采购过的，它一定是个经典的案例。
比如搜索“中国十大游学机构”、“中国十大营地教育机构”，就
基本上能得到大量的号有用信息了。按这个逻辑结合赛事要求去做
一个底层思考，思考客户（游客）最关心的问题。

PART3—
沙龙分享会直播答疑



Q：在设计线路大赛的过程中，需要考量线路所花费的时间吗？对旅游线路的天数是否游限制？

A：当我们制定旅行线路的主题之后，往往会以天数为时间范畴去呈现这个线路作品，比如两日游、三
日游，考量到实际落地性，我们建议时间控制在7日游之内。

 

Q：如何把想法和体验变成稳定产品输出，面向市场？在做这类线路产品的时候，他的成本和利润大概
是一个什么样的计算的方式？

A：找到一个独特的体验点，把这个体验过程一定程度上去标准化，从你的市场端来观察让后实行。旅
游是低频消费，非常个性化的旅游消费是超低频消费，那超低频消费你就你就得评估你的产品。对于利
润率来说，我觉得所有的这种特殊体验的利润率都可以超过40%以上去设计。



Q：定制游的线路在整个非州旅游产业里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重？未来如果我们在三亚去发展这个
线路游的话，是否能够在整个的旅游产业的营收里边占有一席之地？

A：非洲旅游产业几乎就是完全定制游，应该是在80%，甚至90%以上。当地没有所谓的常规线路团什
么的，对于跟团的应该是出了一些产品的，但是对当地来讲的话也是不多的。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当
然是希望有越来越多高品质的定制游企业先行一步，如果能有好的产品，这个营收应该是挺高的。

 

Q：在设计线路大赛的过程中，需要考量线路所花费的时间吗？对旅游线路的天数是否游限制？

A：当我们制定旅行线路的主题之后，往往会以天数为时间范畴去呈现这个线路作品，比如两日游、三
日游，考量到实际落地性，我们建议时间控制在7日游之内。

 

Q：在参考案例中，有曾提到对标大地艺术季，所以是要做活动设计吗？

A：我们给的大地艺术季方案相比而言是一个线路方案参考，可以是线路中的活动设计，但这次竞赛的
核心是线路和体验设计。



Q：如果像它这样侧重叙述和描绘每个景点，而不是具体的路线，对我们这个竞赛而言算偏题吗？

A：内文没有侧重展现具体的哪个景点，侧重是呈现的旅游线路的设计思路和美学设计。

Q:关于大赛思路，有个小问题想问一下主办方和大家，我们线路设计思路，是应该从天涯区整体出发，
还是在某一个地点或者村落呢。时间 季节背景有没有限定。

A:三条路径吧：1.天涯区全域线路考虑，以主题游线为主，串联各村落的线路设计，各村落的体验内容
需要挖掘设计并符合主题的设定；2.以重点村落进行设计，深挖重点村落特色体验内容并进行设计；3.
聚焦在某个村落或者区域，前提是要挖掘足够精彩的内容，编译、呈现，形成精品小游线；这三种大中
小线路设计都可以考虑；对于行程时间安排、还是按照24节气的季节性等考虑因素，根据自己的线路
设计考量。重点在于体验内容的设计，需要设计工具呈现。



Q:如果聚焦某个村落设计的话，是只能从水蛟、抱前、台楼村中选吗?在从整区到某个村落的演绎时，
还能涉及天涯区的其他景点吗？

A:重点推荐的是这三个村，范围是天涯区行政范围，以村落为主，毕竟是乡村线路设计大赛，可以带景
区的。

Q:请问设计有要求几天几夜的吗？

A:具体是两天一夜，三天两夜，5天4夜，这个看大家的设定。没有刻板要求~不过按照实际情况来考量
即可。

Q:设计中主要是乡村的升级 那投资测算要落实到落地的全部内容吗？比如我提到了民宿的升级改造，
那投资测算是指主办方发起活动的投资 还是每个民宿他们用于改造民宿的投资。某些项目不单为这次
线路所用，那把钱算到这次线路  成本也太高了。

A:此次竞赛以线路设计为主，不包含硬件提升，最少不以硬件提升为主。财务分析更专注于一次线路活
动的成本，营收，利润。



AIM Competition Committee
2022-5

作品提交截止时间 5月31日24点前
期待您的参与 期待精彩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