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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资源、多层级介入
全局化特点开始凸显

目前，并不是只有工信部在发布“工业遗产”。
2019 年 12 月 18 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名录”，

15个石油石化行业项目入选。此前，国资委已先后发布核工业、钢铁及信息
通信行业的央企工业文化遗产名录。

在“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名录”中，许多项目与“国家工业遗产”重
合，比如“北京电报大楼”和“四川国际电台旧址”也出现在此次第四批名
单中。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四川国际电台旧址” 虽然还不为外界熟
知，但此次申请内容规模大、数量多，包含了收信、发信、地下机房 3大系
统，在第四批公示名单中非常引人瞩目。

目前，一些省级工业遗产体系也开始初立。2018年至今，四川省经济和
信息化厅公布了两批省级工业遗产。进入 2019年后，《江苏省工业遗产管理
暂行办法》《湖北省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都开始公开征求意见。

值得欣慰的是，各地、各行业对工业遗产的价值认知，明显依照了我国
文物保护法中对文物价值的认定标准，也与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保持总体一
致。在此前提下，“国家工业遗产”与“中国工业遗产”“省级工业遗产”“工
业文化遗产”在定义与应用范围上并未强求一致，分别表达了各自的目标。

《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将“国家工业遗产”定义为：在中
国工业长期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
和艺术价值，经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工业遗存。公开征求意见的四川和湖
北省级工业遗产认定标准也与“国家工业遗产”保持了一致。2017年8月开
始，中核集团组织开展了核工业文化遗产评选认定工作。在此基础上，国资
委于今年 6月 28日发布了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 （核工业） 名录，从近 100

项核工业文化遗产中精心评选出的 12项“核工业创业过程中具有历史价值、
科技价值、教育价值、文化价值的工业文化遗产”。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央企各类工业文化遗产共有700多处 （个）。随后国
资委还将组织评审发布机械制造、电力等行业的央企工业文化遗产，形成更
加完整的央企工业文化遗产集群。

工业遗产成为多领域、多种社会力量参与的热门现象后，未来是否会形
成统一的机制？从目前来看，已经出现了一些社会化、全局化的协同特点。
四川省已经公布了两批 16 项省级工业遗产，其中大部分都经推荐，进入了
2019年和2020年国家工业遗产公示名单中；2019年，推荐申报的7个四川项
目全部入选，获批数量全国第一。这种目标一致、分头行动又在程序上可以

“接轨”的默契，事实上带来了未来形成工业遗产“上下一盘棋”的浪漫联想
与期待。

2020年即将过去。依照惯例，工业和信息化部在12月已公示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这种新型“轻遗
产”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应用链条和路径也更加清晰明确，也逐步被社会认知、喜爱和应用……

2020 年 即 将 过
去。依照惯例，工业
和信息化部日前公示
了第四批国家工业遗
产名单。这种新型

“轻遗产”形成了独
特的风格，应用链条
和路径也更加清晰明
确，也逐步被社会认
知、喜爱和应用……

老工业城市
工业遗产项目优先

2020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申报通知，凡1980
年前建成的厂房、车间、矿区等生产和储运设施以及其他与工业相关的社会
活动场所，都属于此次申报范围；通知中呼吁“切实将一批代表性强、保护

利用价值高的优秀项目推荐上来”；同时，也明确给出了鼓励方向：“大运河
沿线、老工业城市的工业遗产项目优先推荐。”

“国家工业遗产”的发展思路和实践，是工业文化进步的重要途径和标
志。早在 2016 年，工信部与财政部就发布了“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
见”，指出在中国已经跃居世界制造大国之际，工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突
出，进而将工业文化作为提升中国工业自身和外部多重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在发出第四批申报通知两个月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文物局、国家开发银行于2020年6月2日发布了《推动老
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强调“应突出强调其保护方式的灵活
性，寓保护于利用之中，让工业文化融入群众生活，真正实现在发展中保
护、在保护中发展。”实施方案中，也明显借鉴了一些工业城市的经验，将工
业遗产与城市功能更新、文化保护传承结合起来，甚至引用了“生活秀带”
的规划理念。

2020年末推出的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项目，可以视作是一系列塑造中国
工业新形象的阶段性战略成果。

大运河沿线
出现工业遗产

由于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内涵限定，导致活态的大运河沿线诸多近现
代发展例证未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范围。此次第四批工业遗产评定做了一件
大好事，将“大运河沿线”列为优先考虑要素。受此鼓舞，大运河沿线至少

有5省的项目申报入选，包括山东德州市运河经济开发区“德州机床厂”、江
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双沟老窖池群及酿酒作坊”、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善琏
湖笔厂”、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口子窖窖池群及酿酒作坊”、河南省洛阳市
涧西区“洛阳耐火材料厂 ”“洛阳铜加工厂”。

常州既是大运河文化遗产重要节点，也是近现代工业先行城市。此次入
选的大明纱厂，其前身是 1921 年由吴县张云搏、杨翼之等创办的“利民纱
厂”，于 1954 年公私合营。大明纱厂见证了中国纺织工业的百年沧桑巨变，
也是运河城市历史发展的实证。所以此次大运河沿线出现的工业遗产，可以
喻为一个重要的“衔接环”，延展了大运河由农业文明转至工业文明阶段的价
值链，也可为今后大运河世界遗产扩展项目“备好粮草”。

必须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大运河沿线的工业遗产内容，都与“大运河”
内涵有逻辑关联。下一步的工作，则期待文化遗产与工业遗产方面的专家和
管理者能够尽快辨识、梳理好相关项目，使大运河的“活态”价值得以无缝
衔接和展现。

怎样才算一个
理想的工业遗产？

从第一批申报项目开始，“国家工业遗产”的判定标准，始终强调文化遗
产“真实、完整”的核心特点。如果我们悉心比对历次入选项目，就可以发
现其中任何一项都远远不只限于保护一两栋历史建筑，而是具体列出了非常
多的相关“物证”，也就是更趋于能保存和阐释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空间。

“北京电报大楼”排在了此次公示项目的第一号。其中不仅包含位于西长
安街上的北京电报大楼建筑，还有曾经使用的7512 （丙） 型电子管无线收报
机、BD055型电传打字机、北京电报局牌匾、晶体管电子式计费设备程序操

作表，甚至电报投递用摩托车、1952年版《标准电码本》、北京电报局营业日
戳和营业时间牌都成为重要组成部分。最令人兴奋的是，每天都能听到的

《东方红》报时曲音乐也被包含在内。
山东申报了位于济南市市中区的“津浦铁路局济南机器厂”。这个项目包

含了日式厂房、厂长办公大楼、水塔、油库、厂长和高级管理人员寓所，还
有不同时代的日本剪冲机，西德车床，德国克虏伯公司、英国、俄罗斯等国

生产的百年钢轨，1911 年汉阳钢铁厂生产的钢轨、蒸汽机车牛钟以及档案资
料……这些单体工业产品或用品，个别呈现时意义不大或者文物价值忒弱；
但是整体合并集成，则彰显出难得的历史进程“大观”现象。

于是，一个新的传播难题随之出现了。拿到“工业遗产”后，价值阐释
方法是啥样的？应在多大的空间内展示？一项理想的工业遗产，价值认定过
程只是前奏；依照“保护优先，以用促保”的基本原则，价值阐释利用才是
大部头的重头戏。由于工业遗产的所有者、申报者大多不是文化遗产专业工
作者，甚至从来没有展示传播的经验，于是我们在各地看到的工业遗产利用
案例，也就呈现了价值确定与价值阐释相互脱节的现象。比如，有些只突出
工业建筑而忽略了空间整体信息；有些则将遗产内容摆放在参观路线上烘托
气氛而忽视了原址场景。

鼓励工业产权人申报
带来明显社会效果

我国工业遗产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前期经历了“专家评定”和“主体
申报”两种方法共存的实践摸索。“国家工业遗产”则选用了由产权主体单位
自行申报的方法。

那谁在积极申报？或者说工业遗产提供的社会动力是什么？
以工业企业为例，申报工业遗产时大多基于如下背景：经过多代人的努

力，大型工业企业都有悠久的历史。于是，一些企业和员工都有强烈的愿望
和责任感，利用工业遗产或相关途径，将这些丰富的文化信息记录下来并为
社会认可，这种现象在申报项目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与此同时，企业还会
基于产品销售、转型升级的发展目标，借力工业遗产进行拓展。

与考古成果和历史文物资源相比，工业遗产是新近梳理成型的文化概
念，呈现了“轻遗产”的特点：年龄偏“小”、数量规模大。也就是说，举凡
此列文化遗产类型中的重头项目，其实都已先期被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所涵括
了。大批的工业遗产项目都面临社会关注程度弱、自我保护责任重等境遇。

如果不利用“工业遗产”进行名气衍伸释放，那几乎都可以看作是破烂和废
墟。所以，通过申报主体承诺的方式来落实保护责任，其中蕴涵社会意义就
非常大。

但是申报制也有短板。明显的缺陷就是工业遗产所有人并不一定能基于
文化遗产要求去判断手中的工业遗存。这就导致了两个短板现象：相当一部
分优质工业遗产资源不参与认定、申报；在盘活手中的工业遗存过程中，“国
家工业遗产”只是个招牌，与价值阐释脱节。

2018年11月，四川省确定了第一批省级工业遗产项目。其工业遗产申报
流程则采用了一种折中方式：既可“经工业遗产所有权人自主申请并报本级
人民政府同意”，也可由“相关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推荐”。

左图：列入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公示名单、位
于四川省绵阳市的“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实验基地
旧址。这是被誉为“亚洲第一台”的航空发动机高空
模拟试车台，曾获得“95’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奖”
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国家最高荣誉。

（图片来源：中国航发涡轮院）

左图：列入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公示名单、建于1956年
的湖州市善琏湖笔厂工业遗存保护状态良好，能够体现传统
生产技艺的完整流程。 马雨墨摄

左图：列入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公示名单、建于1956年
的湖州市善琏湖笔厂工业遗存保护状态良好，能够体现传统
生产技艺的完整流程。 马雨墨摄

““北京电报大楼北京电报大楼””于于19561956年动工年动工
兴建兴建，，19581958 年年 1010 月月 11 日正式启用日正式启用，，
是人民邮电事业的代表性建筑之是人民邮电事业的代表性建筑之
一一。。电报大楼的报时钟声也成为新电报大楼的报时钟声也成为新
中国中国、、新北京的重要标志新北京的重要标志。。为此为此，，
国家邮电部于国家邮电部于 19581958 年年 99 月月 2929 日发行日发行
了一套雕刻版纪念邮票了一套雕刻版纪念邮票，，由刘硕仁由刘硕仁
设计设计，，孔绍惠雕刻孔绍惠雕刻。。发行发行量为量为 12501250
万套万套。。 （（图片来自网络图片来自网络））

右图：列入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公示名单、曾是常州国
有四大棉纺织厂之一的常州大明纱厂，是中国纺织工业蓬勃
发展的缩影。 （供图：常州天虹纺织有限公司）

右图：列入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公示名单、曾是常州国
有四大棉纺织厂之一的常州大明纱厂，是中国纺织工业蓬勃
发展的缩影。 （供图：常州天虹纺织有限公司）

左图：列入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公示名单、位于安
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的庐江矾矿始建于 1956年。所在地矾
山自唐中宗年间开采明矾，至今已有 1300多年历史。庐
江矾矿拥有从手工到机械化采炼的遗迹，是矾工业的

“活化石”。 王雨晨摄

右图：列入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公示名单、始建于1958年的青海茫崖
石棉矿，是国内首个生产能力超过 1万吨的石棉选矿厂。它见证了中国石
棉工业从手工生产、半机械化到机械化生产的工业化历程。

高 珺摄

上图：列入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公示名单、位于福州马尾的福建船政
轮机厂内景。晚清时期，左宗棠等洋务派官员力主在马尾创办船政，船政
调动全国资源筹备海防，不仅支撑了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还兴办了西式
学堂，制造了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科技上
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雨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