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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城市中心区域遗留下来大量的废弃旧工业建筑，而“众创空间”的兴起，为这些旧工业

建筑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对废弃工业建筑的空间特性进行研究、归纳旧工业建筑室内环境的改造设计原则，对旧工

业建筑改造模式进行了归纳，并且促进了旧工业建筑转型和“众创空间”设计对其的积极推动意义。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对于城市中心区域遗留下来的大量废弃旧工业建筑通常会采用两种途径解决。第一，直接拆

除方式。直接拆除是在传统城市发展过程中普遍采用的一种解决途径。但是随着国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和人们环

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直接拆除的方式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又因为城市中心区域内遗留下来的废旧工业建筑通

常具有时代价值和保护意义，直接拆除的方式还会导致历史传承的断连，造成人们情感记忆缺失的情况发生。所以，

对城市中心区域内遗留下来的大量废弃旧工业建筑进行保留改建，不仅是当下废弃旧工业建筑转型的有利措施，同时

也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倡导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传统的废弃旧工业建筑在功能使用方面较为单一，并且

空间布局不够合理，无法充分进行利用���。而“众创空间”的独有空间特性，能够为城市中心区域遗留下来的废旧工

业建筑赋予新的定义，通过满足“众创空间”使用人群的日常工作状态与对工作空间需求的了解为基本切入点，对城

市中心区域内遗留下来的废弃工业建筑的内部空间、外部空间以及旧工业建筑的形态进行改造。例如将原有空间内的

元素进行改造，在砖墙上增加景观设计，将废弃机床作为展示品等。在色彩和设计方面，也选用更为轻快、明朗、富

有创意和符合当代年轻人审美的氛围。通过“众创空间”设计与废弃旧工业建筑的完美融合，实现城市中心区域内遗

留下来的废弃旧工业建筑更具有文化气息，商业价值和适宜众创空间使用人群的生活环境的目的���。

众创空间”���时代下新型创业模式，如图�所示，“众创空间”旨在建设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新

型创业服务平台。目前，在大众创新、改革开放的潮流趋势下，“众创空间”概念的横空出世，也让人人都在谈论创

业的当下又离目标近了一些。随着共享经济的兴起，“众创空间”的出现，让传统的商业用地、工业用地、集体用地

等其他性质的房地产库存问题得到了有效的安置和解决，并且对于市场存量的盘活和利用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通

过“众创空间”改造了更多闲置资源，满足了市场中存在的多元化的需求。在对“众创空间”独有的空间特质进行研

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众创空间”具有以下空间特性���。第一，“众创空间”具有较高的灵活度，能够满足不同创

客人群的工作需要。城市区域内废弃旧工业建筑在建设之初，通常会为了满足和适应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在进行建

造设计时会非常注重废弃旧工业建筑的空间灵活度。而在“众创空间”改造的过程中，灵活多变、层次交融的建筑设

计，能够为设计师提供更好的创意灵感来源，也有利于城市中心区域内废弃旧工业建筑的改造更具有艺术气息，成为

城市中心区域的文化艺术空间，实现转型的目的。第二，在“众创空间”设计过程中，设计师会更加注重考虑未来发

展更新的因素影响，所以，设计师在打造“众创空间”内临时性空间时多会采用木龙骨隔墙、可滑动板墙等材料，作

为在废弃旧工业建筑空间改造过程中临时性空间的连接和打造材料。另外，随着时代不断的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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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模式，以及对于办公场地的需求等都在不断的变化，所以，在未来如果创客人群想要对废弃旧工业建筑进行改造

和维修时，临时性空间的打造不仅能够缩短废弃旧工业建筑的改造工期，在拆卸方面也更加容易和易于操作。第三，

在进行“众创空间”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通常会结合建筑原有的形态结构、采光组织等条件，进行更符合现代人审

美和需求的废弃旧工业建筑的设计和改造，通过对城市中心区域内废弃旧建筑空间的结构逻辑、空间的流线组织以及

与未来办公环境相融合的色彩选择，不断增强工业建筑空间区域环境内人的行为体验感。以及工业建筑空间环境参观

流线的秩序性���。

（一）要遵循“最小变化”和“最大保留”原则进行

在“众创空间”设计中对于废弃旧工业建筑的改造利用，要遵循“最小变化”和“最大保留”原则进行，因为

城市中心区域内遗留下来的废旧工业建筑通常具有时代价值和保护意义，所以，设计师在进行“众创空间”设计的

过程中，要注重保留废弃旧工业建筑的真实性，这将有利于废弃旧工业建筑的历史传承和人们情感记忆的连接。城

市中心区域内的废弃旧工业建筑进行“众创空间”改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盘活房地产市场存量、改造闲置资源、

满足多元化需求，同时也是为了改变人们对城市以及城市中心区域内废旧工业建筑的刻板印象，不断丰富城市建设

的形态变化���。

（二）要遵循新旧融合、共生的原则，达到互补的效果

在“众创空间”设计中对于废弃旧工业建筑的改造利用，要遵循新旧融合、共生的原则，以期能够达到新旧互补

的效果。在旧工业建筑与新设计理念的融合过程中，要避免二者产生碰撞和影响，这是城市中心区域内废弃旧工业

建筑进行“众创空间”设计和改造的基础。因为城市中心区域内遗留下来的废旧工业建筑通常具有时代价值和保护意

义，所以设计师在“众创空间”设计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历史和文化的特征，保留原有文化印记的同时，将新元素

注入到废旧工业建筑的改造中去。不能为了“众创空间”设计而强行在废弃旧工业建筑的改造中加入新元素，导致旧

工业建筑无法与新的设计理念融合共生的现象出现，甚至造成城市中心区域内废弃旧工业建筑的历史、文化印记丧失

的情况发生���。

（三）要遵循绿色可持续发展原则，践行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

在“众创空间”设计中对于废弃旧工业建筑的改造利用，要遵循绿色可持续发展原则，践行生态环境的保护工

作。面向众创空间城市中心区域内废弃旧工业建筑的改造过程中。减少和降低对工业建筑能源的消耗是旧工业建筑在

改造过程中的重要原则。比方说，在进行废弃旧工业建筑改造的过程中，通过对工厂内原有设施、设备以及材料的回

收再利用，减少工业建筑资源、能源的消耗。对于废弃旧工业建筑的改造，要采取“最小的变化”，“最大的保留”

方法，达到节约资源减少消耗的目的。在“众创空间”设计中，要始终贯彻绿色可持续性发展原则，以增加经济效益

和提高使用效率为改造目标，增强城市中心区域内废弃旧工业建筑的使用价值。

（四）要遵循建筑空间灵活可变的改造原则，满足现代创客人群工作和行为的需求

在“众创空间”设计中对于废弃旧工业建筑的改造利用，要遵循建筑空间灵活可变的改造原则，满足现代创客人

群工作和行为的需求。在废弃旧工业建筑改造的过程中，增加开放性空间的设计，不仅能够满足人们交流的需要，同

时也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通过开放性空间的设计也能够培养开放式的工作氛围，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开放沟通交

流文化的形成。更具有流动性空间的设计，让内部容量空间固定的废弃旧工业建筑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实现了旧工

业建筑的最大兼容性，并且能够更好的与工作人群的各项需求相适应。比方说，休闲室的设计，能够让创客人群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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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脑力工作后得到缓解放松���。

（一）“杭州杭锅老厂房”到“亚洲设计管理论坛展览中心（��0）”的改造蜕变之路

在“众创空间”设计中，对于废弃旧工厂建筑的改造利用，建筑师充分遵循了“最小变化”和“最大保留”的原

则。在对杭州杭锅老厂房进行改建的过程中，充分保留了杭州杭锅老厂房的原有建筑结构，并对杭州杭锅老厂房的

原有结构进行了加固保护，通过在原有建筑结构上进行混凝土浇灌补充和钢筋的补充，增大了杭州杭锅老厂房原有建

筑结构的承受能力，有效的延长了杭州杭锅老厂房的使用寿命和建筑安全。因为改造目标是将“杭州杭锅老厂房”改

造为“亚洲设计管理论坛展览中心（��0）”，为了满足展览时对于展区的需要，建筑师在杭州杭锅老厂房建筑内

部，使用材质轻快的建筑材料进行空间隔断的划分，通过对杭州杭锅老厂房建筑结构逻辑、流线组织、环境色彩、采

光组织等条件的融合，让改造后的展会内部空间更具有秩序性，加强了人们在参观流线中的体验感。

（二）“����年的老厂房”到“/��V北京办公室总部”的改造蜕变之路

在这个“众创空间”设计改造案例中，建筑师充分利用了老厂房的高度和宽敞性等特点，通过钢结构对老厂房的

空间结构进行了多层次的划分，和坡道、楼梯、夹层的增建，满足了“众创空间”下创客人群的办公需求和改造目

标。在老厂房改造中，建筑师充分考虑到采光的要求，将厂房北侧的空间划分为办公区域，上层用于办公，下层为会

议室、休闲区域。因为在老厂房的原有设计中，南侧是展览区域，建筑师充分保留了南侧的展览区域，通过更具有现

代气息和文化艺术气息的装饰设计，让老厂房南侧展览区域又注入了新的活力，为面向“众创空间”对旧工业建筑的

设计改造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本。

“众创空间”设计对于我国城市中心区域旧工业建筑改造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建筑师在进行“众创空间”改造

方案设计的过程中，要认真了解和分析现代创客人群对于“众创空间”的实际工作需要和行为需求，保留城市中心区

域内废弃旧工业建筑的历史、文化等固有价值，并不断探索发现废弃旧工业建筑与“众创空间”设计的潜在联系，加

强新旧的融合共生，要遵循绿色可持续发展原则，提高建筑空间的灵活多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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