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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业遗产保护在以往并没有得到重视,很多工业历史文化遗产都在逐渐的消失。它们代表着工业前进艰辛的历程,它

们代表着前辈人为我们今天工业发展做出的努力,所以对于工业遗产的保护是具有很高价值的。我国对于工业遗产的保护工

程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但是各个区域对该工程的认知程度很高,我国也颁布了相应的政策和制度,但是对于我国工业遗产保

护工作现况来看,仍存在很多问题,保护技术相对落后,对于工业遗产保护认识还不够全面等,本文就是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开发

利用进行详细阐述,工业遗产不仅需要保护,也需要发挥出其自身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 工业遗产；保护；开发；利用 

 

工业遗产是人类社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体现了

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也保留了工业社会得以延续的文

化命脉。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和大规模城市化快

递推进的背景下,如何对工业遗产进行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

利用,为政府决策和知识界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现实挑战。 

1 工业遗产与城市发展 

2018年1月,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一批)正式发布,

包括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宗关水厂等

100个工业遗产入选。作为工业文明的遗存,工业遗产还体现

了社会的更迭、时代的发展、历史的演变。反映社会变迁的

工业遗产揭示了一座城市的变迁和社会变化,并作为一种符

号扎根在城市之中。保留一座城市的历史印记和城市特色,

就需要保留和利用好这些符号,留下社会变迁的回忆。因此,

工业遗产保护对城市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1.1承载城市历史印记 

工业遗产承载着社会意识形态,将历史与文化交织在空

间维度之中,并通过时间得以纵向延续和发展。人们研究工

业遗产空间变迁,除了研究物质实体的变化,也在研究社会

结构的变化。每一个社会建设时期都具备相应的阶段特征,

而工业作为社会构成中的重要部分,必然也会顺应历史发展,

打上相应的历史烙印。因此,作为蕴含着丰富历史信息的载

体,工业遗产承担着多重社会角色,有些工业遗产体现了特

定时期的国家政治决策,有些直观反映了社会背景,有些是

行业领域内的标杆和引航者。作为见证近代工业发展并拥有

大量工业遗产的代表城市,武汉的工业发展史贯穿于中国近

现代工业史、革命史等多种形态的历史文化之中。在特殊的

时代大背景下,很多著名人物参与其中且具有深远影响的历

史事件,均与武汉工业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这些

工业遗产凝结着普通百姓辛勤的劳作、奋斗的汗水和集体记

忆,有助于更准确认知特定时期各阶层的劳动生活。 

1.2带动城市经济发展 

多城市工业遗产位于主城区,有着良好的中心区位优势,

具备突出的经济价值。通过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改造,可以

为当今的城市规划布局做出重要参考,并节约建设资源成本,

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因此,对工业遗产进行开发利用,不仅

改善了原本毫无生机的老工业建筑,使其能够以全新的面貌

呈现出来,而且可以为城市发展灌输新的元素,促进城市经

济的发展。在创意经济时代,很多旧厂房片区转为文化创意

产业园区的开发模式,无疑为工业遗产的空间场所赋予了新

的文化内涵,推动了产业的优化升级。例如,在政府引导下,

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分布主要围绕老厂房聚集区形成

特色产业基地,以集群发展的方式带动产业的发展,既响应

了政府大力倡导第三产业发展的号召,节省资源,也进一步

促进了区域文化经济繁荣。 

1.3彰显城市空间美学 

工业遗产能够促进工业文明的发展,使近代科学技术和

建筑美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工业遗产在美学价值方

面的作用。究其原因,工业遗产中涉及的建筑都建造于比较

特殊的年代,与时代背景相融合,能够满足当时特定背景下

的工业生产需要,集中反映出了那个时期的审美价值。例如,

武汉工业遗产中的众多建筑既具有独特的造型,又能够凸显

多方面的历史性功能。如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的水塔,曾是汉

口第一高楼,这一标志性建筑中西合璧,具有较高的艺术审

美价值。同时,武汉平和打包厂也是一处具有美学价值的工

业遗产,由6栋分建于不同时期的单体建筑组成。它的外立面

见证了上世纪初的古典主义到中期的艺术装饰风格和现代

主义倾向的建筑风格转变。 

2 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模式 

2.1开发工业旅游模式 

工业遗产的旅游模式在我国进行开发的时间不长,因此

属于探索阶段。因此在进行旅游活动的各类工业资源的开展

与保护工作还有些不到位,有些还不能合理的利用。我国的

工业的历史时间不长,因此在工业遗产资源中可以转化为旅

游资源的不多,而且许多工业企业还不具备进行旅游开发的

条件。因此在进行工业遗产的旅游开发中,应该对我国的工

业旅游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并且借鉴国外的经验,使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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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工业旅游的发展模式上来。 

2.2开发公共空间模式 

在政府的主导下可以把占地面积大的厂房、设备等工业

遗产可以改造成公园或者广场这类的公共开发空间。同时还

可以建造一些公众可以参与的游乐设施,让人们进行休闲和

娱乐,从而可以使城市的功能得以完善,城市的环境也得以

改善。我国的俞孔坚教授主持设计的中山岐江公园,就是把

工业遗产成功改造成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典型案例。 

2.3开发历史展示的模式 

由于工业遗产可以反映出当时的工业化的程度,因此如

果能在原址上修建工业博物馆是非常有意义的。通过它可以

展示一些工艺的生产过程,这样可以使人感受到历史与真实,

同时还可以作为艺术创作基地。把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工业

遗产进行保护和展示,这样可以对历史信息进行保护与开

发。如福州的马尾船厂的改造就是保留了部分旧的厂房和设

备形态,把它改成厂史陈列馆,展现了中国的造船发展史和

海军建设史等一系列的变化。 

2.4开发创意产业模式 

大多数工业建筑中的厂房与仓库积淀着工业的文明和

场地的记忆,因此可以激发一些人的创作灵感。因此可以把

工业遗产与创意产业进行融合。进而达到对工业遗产的保护

和利用。如我国的北京798厂,工厂停产以后,引入了一批创

意产业,并对工业厂房进行了重新定义与设计改造。 

2.5开发综合功能的模式 

对于工业建筑成片集中建设的,具有特殊时代烙印的工

业遗产可以进行整个的复兴开发。对于具有改造潜力的工业

遗产可以进行集参观购物娱乐以及休闲于一体的综合多功

能开发。这样可以在保建筑的原有的特征与主要结构基础上

进行内部改建与空间重组。这样就可以使旧工业区的整个形

象得以提升同时还可以使工业遗产的外延得以开发和扩大。

形成影视拍摄基地,或者购物中心。 

3 对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方法 

3.1对工业建筑的利用 

对工业遗产中的区域和建筑可以考虑对原来的工业建

筑进行功能转换,可以对建筑的原有功能进行拓展和延续,

使旧的工业建筑获得新的功能。此外还可以对工业遗产进行

空间改造。把原来的工业建筑改成它用。 

3.2发掘场地文化 

从工业遗产中发掘出它特有的文化,利用它的场地文化,

再根据新的功能定位进行改造,进而创造出与众不同的空间

特点。例如在中山岐江公园的设计中,设计师把粤中造船厂

从社会主义改造到大炼钢铁直至改革开放这段岁月的历史

进程中的元素融入了新的景观设计转变成了现代的公园,使

其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 

3.3保护生态环境 

一些旧的工业建筑在原来的使用过程中,对环境带来了

不同程度的污染,因此进行改造时,要实行治理污染并且对

废物进行利用。并且在治理的过程中在利用场地现有条件的

基础上,对环境进行污染整治的措施方案。同时还要考虑场

地内原有的气候特征,尽量保留原场地的植物和水系,美化

景观,改善环境。 

3.4对工业遗产进行再利用 

对于工业遗产中的现状可以采用保留再利用和再生利

用的方式进行处理。把场地内的一些工业元素进行保留,并

且最大程度的利用原有的材料,通过多种形式的设计手法,

按照设计对象的不同采用保留、再利用以及再生利用的方法

进行改造。也可以把代表工业区特点的部分进行保留,也可

以是原工业区中保存较好的部分改造成中心景观。 

4 结语 

工业遗产不仅仅是工业文明的时代痕迹,也是人类社会

的优秀文明成果,对工业遗产保护,不仅是学术界、艺术界、

企业界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为此我们应当结合多种手

段提高民众的工业遗产保护意识,让他们主动参与到遗产的

保护中来。保护工业遗产,一定要有群众的关注和参与,否则

就失去了公众性和关注度。我们需要综合运用科学手段,充分

开发其价值,最终达到保护再利用工业遗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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