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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中的工业遗产历史保护规划和利用

尹晓婧 胡雅菲
石家庄市富昌城乡规划设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 要：工业遗产作为历史的见证和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随着工业遗产在

城市发展中越来越重要，本文结合城市发展中的工业遗产历史保护、规划和利用的近况进行研究，分析了当前存在的

主要问题。本文结合实际案例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通过这些策略，旨在为城市更新中的工业遗产保护规划和利用

方面提供参考，从而促进工业遗产在现代城市发展中的合理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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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工业遗产作为城市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

了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历史文化，承载着不可抹去

的记忆。在工业遗产的转换和发展中，规划师可以通

过对工业遗产的保护、规划和再利用，使其展现出新的

面貌。例如，可以将废旧工厂改造成吸引大众目光的科

技园或文创园。大型厂房及交错纵横的管廊可以通过改

造，吸引世界各地的摄影爱好者。一些工业建筑还可以

通过适当规划，改造成国际时装周的秀场，从而吸引越

来越多的游客。通过对工业遗产的重新规划，可以为城

市增加更多开放空间，满足人们日常休闲的需求，使城

市焕发出新的活力。

1 城市更新的相关概念

城市更新是一种涉及城市空间、社会经济结构、环

境和文化重塑的综合性规划和建设手段。其主要目的是

通过改造和更新城市中的旧区、老旧建筑和基础设施，

提升城市的功能性和宜居性，满足现代城市发展的需

求。随着城市的发展，许多区域逐渐出现老化、功能落

后等问题，无法适应新时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求。

城市更新通过优化土地利用、改善基础设施、增强公共

服务等措施，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更新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改造，更涉及社会经

济的全面提升。它通过对老旧城区的改造，优化城市结

构，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增强城市竞争力。此外，城市

更新还关注社会公平，通过提供更好的居住条件和公共

服务，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因此，城市更新在提升城

市形象、促进经济增长、保护环境以及改善社会问题等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工业遗产保护成为一个重要

议题。工业遗产不仅是城市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文化记忆的载体。通过在城市更新中保护和合理利用

工业遗产，可以实现文化与现代发展的有机结合。一方

面，工业遗产的保护能够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提升城

市的文化品位；另一方面，合理利用这些遗产，通过创

新改造，可以为城市注入新的经济活力，如转变为创意

产业园区、文化旅游景点等。因此，城市更新与工业遗

产保护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结合可以实现历史传承与现

代发展的双赢局面。

2 工业遗产保护规划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保护规划与实际实施脱节
这种脱节现象主要体现在规划的愿景与现实操作之

间的差距，导致保护目标难以达到甚至被忽视。首先，

保护规划往往在制定时过于理想化，缺乏对实际情况

的深入分析。例如，一些规划可能在强调文化和历史价

值时，忽略了工业遗产周边环境的现状、经济条件和社

区的实际需求。这种不切实际的规划导致在实施过程中

遇到重重困难，最终无法实现预期的保护目标。虽然很

多地方政府在城市更新和工业遗产保护方面制定了详尽

的规划，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缺乏足够的法律法规支

持和财政投入，导致这些规划难以落地。例如，政府可

能在规划中承诺对工业遗产进行修复和改造，但由于资

金不足或监管不力，项目进展缓慢，甚至不了了之。此

外，保护规划往往涉及多个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如果各

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作，也容易导致规划与实

际执行脱节。

工业遗产的保护不仅仅是政府和专家的责任，公众

的参与也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公众的

声音没有在规划过程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导致保护规划

与当地居民的实际需求和期望不符。这种脱节可能引发

社区的抵制或冷漠，进一步影响规划的顺利实施。

2.2  土地利用效率与保护需求的矛盾
工业遗产通常位于城市核心或潜力巨大的区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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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区域的土地价值高、开发潜力大，因而吸引了大量投

资。然而，为了保护这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工业遗

产，必须在土地利用上进行限制，这与现代城市对高效

土地利用的要求形成了直接冲突。业遗产通常占据大片

土地，这些土地原本可以用于高效的商业、住宅或基础

设施开发。由于工业遗产保护的需求，这些土地往往被

限制在低密度开发或特定用途上，导致土地利用效率低

下。例如，一些大型的旧工厂或仓库尽管具有重要的历

史价值，但由于其建筑结构的特殊性，难以被改造成现

代化的高效用途。这种情况下，保护需求与土地利用效

率之间的矛盾尤为明显。政府在制定土地利用政策时，

往往更加关注经济效益，忽视了工业遗产保护的长期文

化价值。即使在一些有保护意识的城市，相关政策也可

能因为执行不力而导致工业遗产被逐步侵蚀或损毁。土

地利用规划的短期经济目标与工业遗产的长期保护需求

之间的矛盾，最终可能导致城市失去宝贵的历史文化

遗产。

通过对不同城市工业遗产开发和规划情况的分析发

现，一些地区的工业遗产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遭到严重摧

毁，而有些地区的老旧厂区长期无人问津，导致自然风

化和严重破坏。许多地方政府对工业遗产的开发利用和

重视程度不足，大部分工业遗产的数量、分布及保存状

况都无法得知，缺乏系统统一的规划和相关政策保护。

例如，南京理工大学工业文化研究中心的教授指出，相

比于革命时期政治、军事类旧址的保护利用，当前许多

城市的工业遗产保护尚处于起步阶段。

2.3  工业遗产商业开发过度
一些地区，依托工业遗产开办园区，为扩大招商、

吸引商户，对原工业遗产的生产厂房、墙体结构等进行

大肆改造，将原机器全部拆除，完全改变了其空间功

能与具体形态，使工业遗产只见商业化的利用，而失去

“遗产”的价值。例如，哈尔滨机联机械厂的老厂房在

改造时，地面全部用大理石铺装，内部灯光明亮，只保

留了部分原有的设备和装饰，这使得原本具有历史意义

的工业建筑变得面目全非。还有重庆计划建立140处工业
遗产保护利用名录、设立14座工业遗产相关博物馆、建
成8个工业休闲体验街区和17座工业文化创意产业园、打
造8个工业遗产公园和12个工业旅游景区、形成7条工业
遗产精品游线路、培育17个工业遗产品牌，争创工业遗
址保护重要示范区。然而，这种大规模的商业开发可能

会导致土地利用无序，周边功能过度开发，进而引发一

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

3 工业遗产保护规划的策略研究

3.1  优化工业遗产整体规划
结合城市的历史背景、文化特色和未来发展规划，

制定科学合理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至关重

要。相关政府部门应注重工业遗产的空间布局、功能定

位及其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避免片面开发和孤立保

护，以确保工业遗产在城市更新中的可持续发展。这一

过程不仅需要保护工业遗产的物质形态，还应积极探索

将工业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源、旅游资源的途径，从而更

好地发扬当地历史文化，讲述中国工业文化的故事。

例如，和平东路片区是石家庄市“6+2+2”城市更
新重点项目之一，位于建设北大街-石德铁路-东二环-和

平东路围合区域。该区域内分布着多处建国后“一五”

时期建设的老牌工业企业，如常山纺织厂、华药、石煤

机、石钢、焦化厂等。近年来，随着这些企业的外迁，

该片区腾退出约3600亩可用于更新改造的土地，成为二
环以内城市更新用地最集中、潜力最大、最具工业历史

文化传承的区域之一。

为了保护和活化这一片区的工业遗产，石家庄市政

府于2022年5月批复了该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在此规
划中，片区内划定了4片工业遗址风貌区，总面积达642
亩，并决定保护和活化利用27处工业建筑和构筑物，包
括联产车间、棉库、储粮塔、高炉等，总建筑面积为9.4
万平方米。通过城市更新，将和平东路片区从“工业锈

带”转变为“生活秀带”，这一转型不仅保留了工业精

神，还唤醒了沉睡的文化价值，更好地满足了市民的生

活需求。

这种规划策略展示了在城市更新中，如何通过科学

合理的整体规划，优化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为城市

的未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种方法不仅延续了城市的

工业文化，还通过合理利用资源提升了城市的整体功能

和市民的生活质量。

3.2  以历史和文化为基础的规划策略
在进行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估时，可以参考《文物保

护法》中关于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标准，以及《中

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

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评估标准。将这些标准作

为一级评估指标，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类型的工业

遗产，建立二级乃至更为细化的评估指标。这样可以从

更具差异化和精准化的角度，对工业遗产的多重价值进

行准确评判。

对于工业遗产的保护，重要的是强化对其历史、文

化和社会价值的研究与发掘。这可以通过文献整理、历

史考证和文化展览等手段，全面展示工业遗产的独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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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外，引入多元化的文化活动、社区参与和教育项

目，可以让更多公众了解并认同工业遗产的历史意义，

从而增强社会的保护意识和认同感。

以石钢厂区为例，该厂区利用原有的高炉等钢厂建

筑，打造了一个工业遗址公园。项目以“以厂为园，存

旧纳新”为主题，充分尊重并展示了工业遗址的独特

魅力。通过为工业遗址建筑注入新的功能和形式，项目

采用新旧共生、联动串行的策略，打造了一个融合工业

风、科技时尚潮流和沉浸式体验的建筑交互空间。这个

空间不仅增强了多元活力，还提升了体验感、艺术感、

时尚感和科技感，成为城市更新的典范和新的城市文化

地标。

另一个例子是石煤机厂区，它通过活化利用6处工
业遗存，植入了文化、体育、商业餐饮、儿童娱乐和主

题酒店等多种业态，形成了一个市民活动中心，命名为

“石美集”。首期场馆已经投入使用，为市民提供了丰

富的文化和娱乐体验。通过这些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开

发，石钢和石煤机厂区不仅展示了现代化城市应有的样

貌和气象，还通过将各个厂区的保护点串联成线、连线

成片，推动了城市更新的整体效果，实现了“点”上开

花、“线”上结果、“面”上出彩的良好局面。

通过这些成功的案例，可以看出，深入挖掘工业遗

产的文化价值，不仅能够保护和传承历史，还能通过创

新利用，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成为推动城市更新的重

要力量。

3.3  合理划定保护区与功能区
在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许多地方在追求经

济效益的驱动下，过度重视旅游业的短期经济收益，将

其视为经济增长的“捷径”。这种功利心态和文化意识

的淡薄导致了文化遗产在开发过程中遭到忽视和破坏。

一些地区为了追求游客数量和门票收入，过度开发文化

遗产，严重损害了遗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而割断了

文化与旅游的紧密联系。这种短视行为不仅削弱了旅游

业的长期竞争力，还产生了负面的、破坏性的效果。

景德镇作为一个四线城市，在吸引创意人才集聚和

平衡商业开发与遗产保护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景德

镇以瓷产业为中心，经过长期积累，形成了完整的产

业链，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诸如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

物馆和御窑博物馆等具有“文化磁力”的核心设施。除

了文化设施，当地还提供了宽广的产业发展空间和优惠

的扶持政策，吸引了大量创意人才的集聚和发展。这说

明，增强“创意厚度”是保证创意价值产出的基础，也

是吸引并留住人才的关键因素。地方政府应制定综合性

文化政策，鼓励创意产业的发展，赋能工业遗产的创新

利用，形成创意经济蓬勃发展的良性循环。

在进行工业遗产的商业开发时，必须严格控制开发

强度，避免过度商业化对遗产原真性和历史风貌的破

坏。建议在商业利用中引入适度的文化创意和公益项

目，使商业收益能够反哺遗产保护工作。这不仅有助于

保持遗产的文化价值，还能为其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资金支持。此外，政府应加强监管，制定合理的开发标

准和准入条件，确保商业开发与历史保护之间的平衡。

例如，德国埃森的矿业同盟工业区在2001年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前，曾是污染严重、逐步走向衰落的老工

业区。经过合理的开发与保护，这里被成功转型为工业

遗址公园，每年吸引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辽宁海

州露天矿则被改造成国家矿山公园，成为全国首批国家

矿山公园和首个工业遗产旅游示范区，充分展示了工业

遗产保护与商业开发平衡的成功案例。

总之，在工业遗产的商业开发过程中，必须慎重处

理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通过适度的文化创意和合理

的政策引导，确保遗产的原真性和文化价值在现代社会

中得到延续和弘扬。

结论

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工业遗产的价

值，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设计，将其融入城市发展的

整体框架中，实现工业遗产与城市更新的有机结合。这

不仅可以保护和传承城市的历史文化，还可以提升城市

的品质和形象，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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