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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产认定方法日趋成熟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化的重要载体。“国家工业
遗产”记录了中国工业不同阶段的重要信息，见证
了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历史、科技、
社会和艺术价值。

随着国家工业遗产项目逐年增加，遗产申报与
认定方法日趋成熟，更加凸显价值内涵。

与前4批相比，新公布的第五批遗产项目数量
减少，但对每个项目的遗产价值把握却更加严格。
在产生第一批项目阶段，国家工业遗产认定工作先
在少数省份进行了试点。从第二批开始，每年公布
的国家工业遗产都达到40至60项的规模，这迅速扩
大了国家工业遗产名录的体量及覆盖范围。第五批
新增的国家工业遗产缩减至31项，在认定过程中更
着重判断其在行业发展进程的影响和地位，重视项
目的创新性和独特性，力争做到优中选优——这传
递出一个新的信号：能真正代表国家工业发展里程
碑的项目，数量是有限的。那些价值和地位突出的
项目，大都已被含括在名单中了。国家工业遗产的
数量增幅会趋于平缓。今后社会公众对于工业遗产
的关注点，应从数字和总量转向关注发掘其价值内
涵；工业遗产所有权人和研究、传播团队，也应重
视整理、挖掘，进一步彰显遗产核心价值。

遗产地域分布更加均衡

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仅涉及了 7 个省份。3 年
后，我国大部分地区都陆续拥有了国家工业遗产。
2021年，内蒙古、广西和宁夏等地的项目出现在第
五批名单中，进一步丰富了地域覆盖范围。

从第五批认定名单中还可以看出一个特点：装
备制造、原材料和能源等“大国重器”工业项目受
到高度重视。在前4批中，装备制造类、原材料和
能源类遗产各有 48 项；消费品生产类遗产则有 55
项，数量超过1/3。这一状况在第五批名单中发生
了明显的改变。酒、丝绸和化妆品等消费品生产类
遗产有5项；装备制造类、原材料和能源类遗产的
比重大幅提升，达到了21项。

这一变化表明，“记录工业发展的重大成就”
已成为认定国家工业遗产的重要考量。

最新公布的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彰显出工业
文化的多样性特征。进入前四批名单的项目大多是

我国工业发展的典型代表或者能够突出体现中国工
业化布局的历史特征。第五批项目则开始彰显地方
传统产业特色，例如进入名单的扬州谢馥春香粉厂
旧址、江门甘蔗化工厂、位于四川省大英县的卓筒
井和蓬基井，分别是江浙地区的化妆品制造、东南
沿海的蔗糖化工领域和四川井盐工业发展过程中的
典型。这些地域性传统工业代表，在一定时期内还
是享誉全国的产业名片。

阐释、传播是下一步拓展重点

2020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了
《推 进 工 业 文 化 发 展 的 指 导 意 见 （2021-2025
年）》，提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具体措施包括：

“弘扬工业文化价值内涵”“推动工业旅游创新发
展”“开展工业文化教育实践”“完善工业博物馆体
系”以及“加大传播与交流”。与历史文化遗产有
所区别的是，工业遗产不仅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
内涵，其还蕴含着科技水平、产业发展、设计理念

等独特信息。所以，在国家工业遗产总量达到一定
规模后，阐释解读遗产价值的传播工作就被置于突
出的位置。

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
理念推动下，工业遗产作为存量的社会空间资源，
其保护利用过程既要体现文化、教育等社会功能，
也同时承担着城市发展的使命。随着价值传播的深
入，全社会尤其是遗产涉及的企业和周边社区，将
会分享到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带来的成果红利。提升
工业遗产的利用水平，能盘活资产、解决就业，往
往也给周边居民带来良好的人文风貌。

国家工业遗产中的景德镇国营宇宙瓷厂、青岛
啤酒厂，都将城市发展、产业调整和旅游文创紧密
结合在一起，成为当地社区受益的工业遗产动态传
承典型案例。但目前这样的成功项目还是太少！有
的工业遗产地处偏僻，难以抵达；有的工业遗产在
被改造为艺术、创意街区时，常常既脱离了产业需
求，又割裂了园区与遗产内涵的联系，从而失去了
作为工业遗产的生命力……如何将工业遗产与当地
社区发展紧密联系，正成为工业遗产领域着手思考
解决的课题。

今年将修订工业遗产管理办法

“国家工业遗产”已历经5年发展历程，初步形
成了体系，展现了令人振奋的发展前景，获得了积
极、良好的社会反响和支持。

今年两会期间，一些全国人大代表专门对我国
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前景提出了建议。侯华梅代表提
出：应该制定《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法》，将工业
遗产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
并设立工业遗产保护基金。刘征等代表提出：应加
强船舶类工业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建设相关的工
业博物馆等。这对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提出了更高、
更细的要求。

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8年印发了《国家工业遗
产管理暂行办法》，提出“设置专门部门或由专人
监测遗产的保存状况，划定保护范围，采取有效保
护措施，保持遗产格局、结构、样式和风貌特征，
确保核心物项不被破坏”。人们在具体实践中逐渐
认识到，这些要求需要更详尽、可操作的细则进行
配合，以此才能体现工业遗产“动态传承、可持续
发展”的基本原则。

202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国家工业遗产
管理暂行办法》的修订列为年度工作任务之一，工
业遗产保护利用规范将进一步完善、具体。这清晰
地体现出我国工业遗产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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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5批国家工业遗产
揭示保护利用趋势

马雨墨

在工业遗产项目利用的初始阶段，
停产的工业区多被改造为旅游目的地、
博物馆、文创园区或商业空间。比如，
位于黑龙江佳木斯的桦南森工铁路，在
森林、村庄、森林工业铁路和蒸汽火车
头等旧有相关工业遗产元素的基础上，
改造成桦南蒸汽小火车景区；上海船厂
利用造机车间，保留部分工业风貌显著
的混凝土梁以及屋顶桁架和管线等构
件，改造成船厂1862商业中心。

随后人们发现，正在生产运行的工
矿区，对公众开放与工业遗产企业主营

业务存在较大差异，游人与安全生产也
构成了冲突。随着社会对工业文化产品
的需求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工业遗产
项目也开始作出了积极尝试。例如，东
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在生产线上用玻璃
幕墙建立“透明工厂”，保证正常生产同
时，向游人开放。

许多工业企业规模巨大，公众游览
范围较广。拥有工业遗产项目的鞍钢股
份有限公司和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
司都成立了专业旅游公司。生产部门提
出安全有序生产需要控制的人流量、活
动范围和注意事项，旅游公司运营相关
工业遗产旅游资源提高遗产的文化魅
力。这样可以做到“生产观光两不误”。

图为游客在鞍山钢铁厂冷轧生产线
参观。 （鞍钢博物馆供图）

我国“国家工业遗产”的认定工作始于2017年，旨在

抢救濒危工业文化资源，传承中国特色工业精神，促进工业

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2021年12月13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第五批国

家工业遗产名单，列入了北京电子管厂等31个项目。目

前，我国共有国家工业遗产194项。

1950年，我国在重工业部设立了电信工业
局并筹建电子管厂。北京电子管厂列入了前苏
联援助建设的156项工业项目。北京电子管厂是
行业内建厂最早、生产最久的工厂，也是遗产
保存最完好的史迹；在中国工业发展历程上有
重要意义，向社会公众展现了先辈在工业战线

上的奋斗历程。
除厂区和厂房外，北京电子管厂还完整保

留了建设过程中的国家领导人批示以及前苏联
专家设计的全套图纸档案。图为北京电子管厂
20世纪80年代的厂区。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供图）

工业遗产探索

价值传播的实践

左图：始建
于 1958 年 的 景
德镇国营宇宙瓷
厂，是江西景德
镇第一家实现机
械化生产的陶瓷
企业，曾是我国
出口瓷主要生产
厂家。2013 年，
宇宙瓷厂开始搬
迁改造，成为陶
溪川文创街区。

右图：“陶溪川”不仅延续了老瓷厂的
根与魂，更成为激发年轻人创新、创业的
平台。每年，有80多位国内外知名艺术家
受邀驻场创作，陆续有400余名来自世界各
地的艺术家在此设立工作室。“陶溪川”也
成为“洋景漂”的逐梦之地。国内外艺术
家、设计师、创客、游客在这里汇集，成
为景德镇与世界沟通对话的窗口。

（景德镇陶文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世界矿冶工业发展的稀有见证”

主要由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大冶
铁矿东露天采场旧址和华新水泥厂旧址组成的黄石矿冶工
业遗产，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分布集中、保存完整，是一个集
矿产开采、冶炼、制造、加工为一体的矿冶遗址群。

在相关专家的描述中，黄石矿冶工业遗产以时间上的
连续、空间上的密集、品类上的多样而具有稀有、独特价
值。黄石矿冶工业遗产展现了融汇东西的工业要素特征、
独特的工业建筑特色和先进的工业采冶技术，以及中国、
亚洲和欧洲在工业技术体系、文化价值与传统上的深刻交
流。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姜波
表示，以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为代表的黄石矿冶工业遗产在
东亚地区自然资源利用和矿冶技术开发方面具备代表性，。

黄石市工业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夏鹏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这些准备申报的系列遗产点完整地展现了自先秦时期
起至近现代黄石地区从事矿冶生产活动群体不间断的矿冶
生产和生活状况。“其历时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
是世界矿冶工业发展的稀有见证”。

黄石工业遗产片区，也展现了长江文明进程中人与自
然协调发展的生动图景。

持续多年的申遗努力

黄石矿冶工业遗产近10年来的申遗之路引人瞩目。
自2012年黄石矿冶工业遗产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

产预备名单》始，已先后举办了3届中国（黄石）工业遗产
保护与利用高峰论坛并发表了新时期工业遗产保护宣言

《黄石共识》。
《黄石市工业遗产保护条例》于2017年颁布实施。这是

全国工业遗产保护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2018年，黄石对
全市多家工业企业和工业遗存进行测绘并随后公布了首批
工业遗产名录。2019年，黄石市工业遗产保护中心成立。

可按多项标准进行申报

2021年6月，黄石矿冶工业遗产申遗专家咨询会在北京
召开。与会专家依据世界遗产评定标准认为，黄石矿冶工
业遗产是以矿冶工业生产生活为核心的、兼具矿业景观和
技术成就的工业技术整体，深刻反映了与工业生产活动相
适应的社会组织制度、价值观念，其启蒙性和先进性对推
动中国、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业文明的整体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专家们评价说，这是一项世界范围内罕见
的、在一个区域内能够集中体现古代青铜文明和近现代工
业文明进程中最高生产力水平的矿冶工业遗产。

申遗专家们认为，黄石矿冶工业遗产具备了以世界遗
产价值标准第（II）（III）（IV）（VI）项进行申报的潜力。

夏鹏表示，目前黄石矿冶工业遗产申遗团队正在进行
国内、国际比较分析，以更准确地总体把握矿冶工业遗产
国内外概况，提炼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同时还将整理突出
普遍价值声明草案，通过实地调研制订遗产保护方案。

探索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新模式

在申遗同时，当地也在探索如何保护利用好黄石矿冶
工业遗产。在第二届中国 （黄石） 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高
峰论坛上，来自9个国家的40余位专家为黄石矿冶工业遗
产“把脉开方”；2021年底，第三届高峰论坛以线上、线下
联动方式召开，继续深入探讨符合工业遗产特征的保护利
用路径。专家们认为，黄石有许多实践成果值得关注。

华新水泥厂旧址是我国现存时代较早，保存规模最
大、最完整的水泥工业遗存，也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022年，依托华新水泥厂旧址建立的“华新1907
文化公园”开园。据夏鹏介绍，在完成相关工业遗产保护
修缮工程后，黄石因地制宜开展了遗产利用尝试。在华新
水泥厂旧址，黄石市政府改善了遗址周边生态环境，实现
了湖北水泥遗址博物馆局部对外开放；在汉冶萍煤铁厂矿
旧址内，原职工俱乐部旧址已经变身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博
物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自1984年建成开放，现已
成为与各院校、科技馆等地联合开展科普与爱国主义教育
活动的重要场所。著名的大冶铁矿东露天采场旧址，现在
成为黄石国家矿山公园中的特色景点。

中国的工业遗产能否在《世界遗产名
录》中占有一席之地？

2012年11月，位于湖北省黄石市的黄
石矿冶工业遗产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
产预备名单》。这是我国首次将工业遗产列
入该名单。近10年来，黄石矿冶工业遗产
的申遗之路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

黄石矿冶工业遗产

申遗之路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图为大冶铁矿东露天采场旧址。
（黄石市工业遗产保护中心供图）

图为大冶铁矿东露天采场旧址。
（黄石市工业遗产保护中心供图）

（作者系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
心研究专员，研究方向为工业遗产保护）

（作者系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
心研究专员，研究方向为工业遗产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