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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发展背景下资源型城市工业遗产开发利用研究 

——以安徽省铜陵市为例 

崔磊 1、2，苏志岩 3 

（1.铜陵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铜陵 244000； 

2. 湖北师范大学资源枯竭城市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成员，湖北黄石 435002 

3. 安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安徽安庆 246133） 

【摘 要】在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背景下，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研法和逻辑分析法等方法，阐释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城

市转型的内在联系，解读铜陵市工业遗产资源优势，设计工业遗产价值评价体系。铜陵市通过颁布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条例，

解除遗产产权和资金障碍，完善遗产区域综合整合，实施立法保护、生产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相结合的立体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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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3 年，国务院批准确定 262 个资源型城市，其中 69 个已成为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些城市都是因自然资源开采而兴

起壮大的，资源性产业在城市工业中占据了较大比重，资源枯竭、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城市转向，寻求发展空间，培育新兴

产业已成为必须直面的课题。在安徽省 16 个地级市中，资源型城市达 9 个，已占 56.3%,还有两个县级地区（颍上县、巢湖市）
［1］

。铜陵市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着力升级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替代产业，大力建设具有铜陵特色的产业园区，以战略性新兴

产业项目为龙头，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城市转型发展，以打破资源枯竭带来的发展困境，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国务院公布的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绩效考核中，铜陵位列优秀等次第一名
［2］
。同时，由于新常态下国内外因素叠加影响，

结构不优、产能过剩、矛盾交织等问题依然存在，铜陵作为资源型城市，亟须拓展转型发展的新空间。 

自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准许英国商船在大通停泊起卸货物，铜陵工业文明肇始。历经清末民初矿权收回斗争、战时

日本掠夺性开采，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壮大，一段段辉煌的工业史，都给铜陵留下了丰富的工业遗产。

作为资源型工矿城市，大量遗留的工业遗产记录了铜陵城市的工业文明发展历史，是城市文化遗产最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铜

陵地域文化特色，带给市民最真实的城市空间回忆。工业遗产自身所具备的文化因素，在铜陵城市转型发展，打造特色文化品

牌，提升工业文化的影响力中大有作为。 

一、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城市转型的内在联系 

工业遗产作为资源型城市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记忆，在塑造城市风貌、更新产业发展、传承工业文化、改善生态环境等方

面都可发挥积极作用。作为城市发展的创意资本，工业遗产可以有机融入城市的再利用，在传承历史脉络和保护工业特色的同

时，有效提升城市品位，为城市转型发展创造新的生命力。 

（一）留住城市历史记忆，丰富城市人文内涵清末开埠兴建的近代工业、民族民间资本兴办的民族工业，新中国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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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业共同构建了工业遗产。虽然国内工业文明历史不长，但同样为社会发展留下大量不可或缺的物证，承载了社会发展的历

史痕迹，有些甚至比同时期文化遗产价值还要大。城市转型发展需要保护工业化阶段的文化遗产，延续城市文化，丰富城市记

忆。 

（二） 汇聚文化创意群体，加快创意产业发展 

文化创意开发代表了新思维、新理念、新生活方式、新工作模式，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城市的软实力。工业遗产建筑别具

一格，内部空间宽敞空旷，以其自身独特的工业语言表述着内在的工业美学。将工业遗产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起来，可以激活

工业遗产的价值，承载创意与创新的物质需求，使文化创意产业在中心城区可以实施，同时为城市转型注入新动能。 

（三） 开发工业遗产再利用价值，提升资源节约利用 

资源型城市伴随资源的耗尽，遗留下大量工业遗产，拆除留地方式不能激活工业遗产的内在价值，再利用、不浪费、合理

转化，可以为经济发展和城市转型节约建设资金，提升时间效益，这与节约型城市建设所提倡的提髙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

源消耗，追求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理念是共通的。
［3］

 

（四） 拓建公共休闲空间，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 

当下我国存在人均休闲空间狭小与休闲需求井喷式增长之间的矛盾，对工业遗产进行合理利用、转型改造，适当采取生态

修复，建设矿山公园、休闲街区、创意园区、观光游憩带、工业博物馆等休闲空间，以点带面，规划设计工业主题游览路线，

既能提升城市大众休闲的品质，又能彰显城市的独特魅力，一举两得。 

表 1工业遗产元素的分类 

分类 内容 特点 

物质元素 

建筑或构建物 厂房、水塔、烟囱、船坞、仓库等 
带有浓厚的历史特色，具有很强的 环境

文脉 
建筑构件 

山墙、檐口、雨棚、楼梯、栏杆、坡 道、

矿井、地下坑道等 

结构构件 
钢筋混凝土柱，屋架或钢屋架、承 重砖

墙等 

结构简洁、用材节省，建立了独特 的结

构风格和建筑的美学特征 

生产设备及管道 
机床、仪器设备、电工机械、模具、 管

道 

可做装饰艺术，也可作为普及科普 知识

或展览之用 

生产工艺流程 
生产工具、辅助设备、生产原料、工 艺

流程 
可重现当年工作场景 

运输工具及设备 
吊车、龙门吊、铲车、火车及轨道、 电

梯及吊笼等 

可重现工业场景，体会个人的力 量、勤

劳 

工业产品 
 实地参观、体验、购物互动，可强化 工

业产品的展示，作为装置雕塑 

生产资料 文件、批文、工艺规定、设计图纸 佐证工作场景，体现时代价值 

非物质元素 标语口号、标牌、旧照片等 
 

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及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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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铜陵工业遗产资源及其价值评价设计 

（一）铜陵工业遗产资源 

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业遗产已在世界遗产类型分布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主要为矿山开采及其冶炼、交通运输设施、

能源采掘及使用等相关工业活动产生的遗址等，具体形态有铜矿、铁矿、盐矿、运河、铁路、码头、桥梁、工业景观、工业区、

附属居民区等
［4］

。在我国，近现代城市工业发展中遗留下大量建筑、设备、工厂、货场、仓库等物质形态，工业遗产地的保护

与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对工业遗产元素的保护范围越来越完善： 

引领铜陵城市发展、壮大的主要产业即铜工业。铜陵工业遗产的主流就是铜工业遗产。自清末外国列强染指铜官山矿起，

铜陵近现代工业发展已历经百余年，留下了许多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科技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工业遗产。 

铜陵工业文明的进步发展是和铜冶炼、矿井、铁路、码头分不开的，主要集中在有色第一冶炼厂、铜官山铜矿、原七 O—工

厂、扫把沟发电厂以及与其配套的铁路专用线、横港老码头。工业遗产元素丰富，不仅有遗留的厂房、设备、矿井、坑道、矿

车、压风机、火车月台，还有标牌、厂徽、铜锭、工艺流程图等。尤其应有针对性地保留带有历史记忆的标语口号、厂间标牌、

老旧照片、财务账簿、品牌商标等。当然这些只是集中性较强的地区或单位，其他仍有零散分布。在对工业遗产保护和管理理

念上应对遗产进行区域化保护，对遗产自身及其生存的周边环境都应统一进行动态保护，注重工业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的整体

关联，具有保护价值的遗产也应以点带面、以线覆点加以保护
［5］
。 

（二）铜陵工业遗产价值评价体系设计 

工业遗产的价值包括两个部分：“本体价值”：历史、文化、科技、美学等价值；“功利价值”：经济、政治、教育等功能。

因此，应构建符合城市特色的科学的价值评价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技术与艺术价值评价：造型、形式的特殊性；地域或时代的代表性；行业先进水平的代表性;细部、材料的代表性等
［6］
。 

2. 历史与文化价值评价:是否具有代表性或唯一性，是否与重大历史或政治事件相关联，调査其形成年代、设计者、相

关人文典故、主要的历史事迹及遗留的历史痕迹等。 

3. 环境与景观价值评价:对建筑及周边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环境设施、公共空间等评估；对城市空间形态的特色、

完整性等进行分析；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 

4. 社会与经济价值评价:建筑空间、结构、材料的再利用价值；可改造的空间；全面评估再利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是否合理。 

三、铜陵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典型做法 

（一）颁布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条例，开展立法保护 

自 1933年关于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的《雅典宪章》通过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建筑学会（CIAM）、国际

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有志于遗产保护的学者都针对城市规划中

出现的各种问题、工业遗产保护等事项进行了综合评述，形成了系列公约和倡议（见表 2），提出了各国政府改善居住质量的政

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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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国内外相关公约和倡议 

时间 公约和倡议名称 

1933 《城市规划大纲》（《雅典宪章》） 

1964 《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威尼斯宪章》） 

1979 《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方的宪章》（《巴拉宪章》） 

1972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1977 《马丘比丘宪章》 

1982 《佛罗伦萨宪章》 

1987 《保护历史性城市和城市化地段的宪章》（《华盛顿宪章》） 

1999 《北京宪章》 

2003 《关于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下塔吉尔宪章》） 

2006 《无锡建议》 

2008 《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宪章》（《文化线路宪章》） 

2010 《北京倡议》 

2012 《台北宣言》 

资料来源：根据政府颁布的相关文件整理 

 

表 3全国性主要相关法规及文件 

时间 保护法规及文件名称 

2003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保护法实施条例》 

2004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 

2004 《关于加强对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规划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 

2006 《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 

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保护法》 

2008 《抢救工业遗产——关于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倡议书》 

2014 《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导则（征求意见稿）》 

2016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2016 《全国工业旅游发展纲要（2016-2025 年）（征求意见稿）》 

资料来源:根据政府颁布的相关文件整理 
 

国家文物局于 2006年颁布的《无锡建议》是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进程中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为工业遗产建立法律保护提供了

契机，由此制定了除《文物保护法》之外的专业法和分支法（见表 3）。各地在此指导下，也颁布了工业遗产普查认定、保护与

利用规划等相关法规（见表 4）,推动工业遗产保护立足法律法规，在城市实践中走向深入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地方立法，在国

内经过了漫长的探索试验期。铜陵工业遗产资源丰富，前期曾出台了《工业旅游发展规划(2010-2025)》《历史建筑与工业遗产

保护规划》，在全市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名录中收录了部分工业遗产。2014年地方立法权下放后，铜陵在全国率先启动工业遗产保

护与利用立法工作，将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列入首批立法计划，草案四易其稿，多层级全面征求意见，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获铜

陵市人大常委会议通过,2017 年 9 月 29 日获安徽省人大常委会议批准。条例从普査与认定、保护与利用、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

了全面阐释，规范了保护利用的对象和范围、方针和原则、管理体制、规划编制、保障机制及法律责任。
［7］
《铜陵市工业遗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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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与利用条例》还将公众参与的法律精神融入其中。公众参与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之一，充分利用各种媒介，普及工业

遗产保护的理念，增强公民工业遗产保护意识，最终形成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公民共同保护的局面。 

表 4国内部分地方性相关文件 

地区 时间 地方性保护文件名称 

无锡 2007 《无锡市工业遗产普査及认定办法（试行）》 

北京 2009 《北京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 

北京 2009 《北京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工作导则》 

广州 2009 《关于广州市旧厂房改造土地处置实施意见》 

上海 2002 《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 

上海 2009 《工业遗产保护监测技术规范》 

无锡 2009 《无锡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杭州 2010 《杭州市工业遗产建筑规划管理规定（试行）》 

黄石 2011 《黄石市工业遗产保护暂行办法》 

铜陵 2011 《铜陵市工业旅游发展规划（2010 - 2025）》 

武汉 2013 《武汉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规划》 

广州 2015 《广州市旧厂房更新实施办法》 

黄石 2016 《黄石市工业遗产保护条例》 

铜陵 2016 《铜陵市历史建筑与工业遗产保护规划》 

南京 2017 《南京市工业遗产保护规划》 

沈阳 2017 《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 

青岛 2017 《胶济铁路沿线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规划》 

成都 2017 《成都市中心城区工业历史保护规划》 

铜陵 2017 《铜陵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条例》 

资料来源:根据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文件整理 

（二）解除遗产产权和资金障碍，开展生产性保护 

在工业遗产保护开发过程中，产权不清、资金不足是束缚的关键性因素，阻碍遗产保护和开发实践。由于历史原因，我国

工业遗产产权主要归属国家或集体所有，部分已转为民营资本，一些工业遗产仍在运营使用中，保护、利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矛盾，相互对立。部分产权拥有单位未能认识到工业遗产的独特价值,主要追求的是出售设备和土地的经济收益。有的单位抱有

二次开发的意愿，但囿于资金、人力缺乏，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也欠佳。 

在管理模式上，铜陵市积极发挥地方政府的角度定位，依据《铜陵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条例》，明确牵头部门，各负其责，

提高遗产保护开发的科学效率。文物部门负责工业遗产的普査登记、评级认定工作，并负责对遗产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城

乡规划、发展改革、经信、等有关部门积极协调配合。 

在保护模式上，对于已经退出生产流程的工业遗产，按条例执行。对于部分大型工业遗产，产权已变为民营性质或私有财

产，正在运营生产或有居民居住的，铜陵市采取“边生产边保护、边使用边利用”的独特模式，规避遗产保护与企业发展、居

民生活之间的矛盾。如铜陵工业遗产中历史的悠久，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的铜官山铜矿选矿车间，现在为天马山黄金矿业有

限公司，仍在生产使用，建筑与地形结合，随坡就势，山地工业遗产特色突出。铜陵市积极提供保护指导和政策倾斜，在要求

企业不破坏工业遗产原貌的基础上，使属于工业遗产中的选矿车间逐步退出生产流程，在不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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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产游览，近距离触摸历史，了解生产流程，体验淘金乐趣。 

在融资模式上，铜陵市根据工业遗产开发融资特点，在现有传统融资形式基础上，积极拓展开发新型融资渠道。首先，积

极吸引外资加入开发。为外资进入提供优惠的引进政策，在国内外旅游产业交易会上，多方推介铜陵工业遗产旅游资源，熔铸

优良的融资环境；在“后土地财政”时代，借鉴英国阿尔伯特船坞区开发利用经验，选择信誉度的企业，成立工业遗产开发 PPP

公司，吸收银行贷款和民间资本的参与，为遗产开发带来稳定的资金投入，有效稀释和规避投资风险。 

（三）完善遗产区域综合整合，开展整体性保护 

近年来在工业遗产保护领域中，遗产廊道、线性遗产、文化线路等保护理念和发展态势兴起，如奥地利赛默林铁路、印度

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等被收入《世界遗产名录》。铜陵借鉴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理念，注重整体性，以拓展居民休闲空间和促进城

市发展为旨归，对遗产廊道边界以内所有的人文和自然资源都加以保护。铜官山国家矿山公园即鲜明地体现了铜陵工业遗产保

护的整体性理念。 

 

铜官山国家矿山公园 2010 年获得国土资源部审批，在 30 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唐代以前的铜采冶遗迹、近代铜矿采掘

遗址，还有大量矿山采掘、通风、运输设备等，已成为中国采冶铜矿资源的典型缩影。
［8］

为突出铜官山在铜陵青铜文化发展和城

市生态要素中的重要地位，国家矿山公园规划主要以展示矿业遗迹景观为主，彰显自身科学文化内涵，达到游览观光和科学教

育的目的。同时，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有机融合，注重环境更新、生态恢复和文化重建，有效串联绿色廊道、游步道、工业

遗产、解说系统四种要素
［9］

，把不同的工业遗产个体（点）拓展为遗产廊道(线)，进而向四周辐射，打造城市工业名片(面)，

点、线、面结合，从细部入手，从全局规划，将国家矿山公园建设成融铜文化体验、市民休闲、遗产保护、文化创意、游乐观

光、科普教育的综合体。 

同时，依托铜官山铜矿，建设工业博物馆，采用增强现实技术(AR)、虚拟现实技术(VR)等先进技术，结合设备、产品、图

片，立体与平面相结合，单向式讲解与双向式互动相结合，发挥工业博物馆在科学普及、历史展示、工业教育、技术研究等方

面的独特作用
[10]
。 

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愈加受到世界国家和社会组织的重视，作为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产业升级、城市转型是必须面对

的课题。铜陵作为代表性城市之一，有效利用城市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遗留的大量工业遗产资源，通过颁布保护与利用法规，

解除产权和资金障碍，综合整合遗产资源，在立法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上走出了具有铜陵特色的开发与利用模式。

但也要看到，铜陵工业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指导理念还有待与国际接轨，资源因素之间的连通性还不够紧密，与枞阳跨江联动幵

发的力度还有待加强，要持续解决这些难题，使文化景观表现出更为丰富的多样性和典型性，带动城市发展和旅游产业的繁荣

发展，成为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铜陵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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