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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工业文化遗产的城市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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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都工业文化遗产是首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工业遗产较少、建国后工业文化遗产较多、工业遗产中心集中与郊区

分布等特点，同时也由于建国前后工业形式不同，首都工业遗产蕴含出不同的文化内涵。而这些文化内涵在当前也赋予了新的城市价值，

这包括地域认同、文化记忆、经济生产与文娱休闲等四种价值。但目前而言，随着城市发展，首都工业遗产也存在着相应问题，需要给与足

够重视。因此应从完善保护思路与深化保护手段两方面加强对首都工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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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都工业文化遗产现状
首都工业文化遗产是首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出首都

近现代的工业历史以及我国工业发展足迹。它蕴藏着自近代以来与

我国农业文明相延续的近现代科技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此基础上，

首都的工业文化遗产与首都传统历史文脉相成相辅，其内含的国家

性与民族性共同支撑首都文化内核。因此，首都工业遗产应以景观

建筑为基础形成合理的空间布局，从而展现绿色、创新、共享、和谐

的城市文化空间。并通过对首都工业文化遗产资源的深入挖掘，把

现有资源转化为更加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符合人民群众期待的社会

与文化遗产，使其嵌入首都城市的历史文脉之中。

2007年，国际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协会通过的《下塔吉尔宪章》
中定义：工业遗产由工业文化遗存组成，这些遗存拥有历史的、技术

的、社会的、建筑的或者科学上的价值，这些遗存拥有正在使用的建

筑物，构筑物和机器设备以及与工业相联系的社会活动场所（如住

宅，宗教场所，教育机构）也包含在工业遗产范畴内。在此定义下，学

界将“工业遗产”进行广义与狭义的区分。从广义层面来讲，它是曾

经与工业生产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的各种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生产

空间并延伸到生活中的各种直接与间接的精神与器物。从狭义层面

来讲，它则是直接与工业相关的技术、工具与厂房。

但基于首都工业文化遗产的跨时代、跨地域、跨门类等特征，其

工业遗产的定义应从广义层面进行讨论。因为首都工业文化遗产既

在工业经济上产生价值，更在社会文化价值层面产生重大价值。其

首都工业文化遗产的内核，既展现出生活的厂房、发电站、仓库、建

筑等这些有使用功能的器物。还展现出那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工业

技术、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这些工业的社会痕迹型塑了首都工业

文化的特征。因此首都工业文化遗产的定义既包含工业器物进行的

价值标准评判，也包含它的社会文化价值等多元文化价值评判。

2 首都工业文化遗产的城市价值分析
通过对首都工业文化的具体分类，可以发现首都工业文化遗产

除了过去作为生产空间产生经济效益外，它还具有潜在的且巨大的

社会文化意义，那就是在工业文化遗产形成过程中，它型塑了城市

的精神文化气质和城市文脉，并赋予了今天城市的全新价值。

2.1 工业文化遗产的整合城市认同的价值
民族性是工业遗产的固有属性。首都的工业遗产既是民族气质

的载体，同样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今天看来，这种民族与地域的气

质已经深刻的反映在其器物层面、精神层面与制度层面。其中最具

有代表性的就是首都的“单位大院”，在物质性工业遗产层面，它继

承了传统的文化景观格局、建筑形式与装饰。在精神性遗产方面，工

业发展中个人体现出的自我牺牲、艰苦奋斗、顽强不屈的精神。在制

度性工业遗产层面，“单位大院”包含了集体主义风格。这些工业特

性都在一个以“单位”为单元的生活与生产空间内展现了出来，这些

工业文化遗产把一种时代精神与地域共识镶嵌在一起，形成一种文

化认同。

2.2 工业文化遗产的记忆文化的价值
首都工业文化遗产是技术知识的记忆。工业文明是从传统农业

向传统工业、近现代工业遗产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历史遗物，它是一

个国家进入现代化的文明标志，更为国家现代化发展留下了技术知

识经验。首都的工业遗产起始于清末洋务运动的官办，兴起于建国

后国家对首都的工业支持。在发展过程中，前期工业化的历史经验

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今天首都的工业发展提供大量的现实与理论经

验，并在思维上、意识上复刻着工业的记忆。始建于 1908年的京师
自来水厂一直为建国前的首都城区供水，甚至建国后的供水形式与

设计思路的设计也继承了其部分遗产，直到今天它仍发挥部分作

用。

同时，首都工业文化遗产还是国家事件与社会情感的记忆。当

前社会，首都的历史工业空间正向城市文化空间转型，尽管它起到

一种丰富城市文化空间的作用，但更大的意义在于历史上的生产空

间被赋予了一种社会记忆的价值。它保证重新建构起来的空间形式

可以满足社会实践主体的价值偏好，满足城市空间内代际间的互

动，以及满足新的社会文化经济形态，在这种情况下促使空间组织、

城市功能、建筑语言与城市关系适应历史发展变化。首都电报大厦

即是这种文化记忆空间的代表。首都电报大厦始建于 1958年，是庆
祝共和国诞辰 10周年而建立的建筑。它一方面记忆了共和国工业
化成长的历史。另一方面，它也发展为首都城市的记忆地标。这个地

标记载了很多首都市民在电信通话不方便时与远方亲戚沟通的生

活记忆，而这些记忆也成为很多老首都人的情感依托。

2.3 工业文化遗产的经济生产价值
首都的工业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

层面表现在促进城市空间经济结构优化，创造经济消费。首都工业

文化遗产是文化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关系的反映，以工业文化遗产形

成适合城市发展与效率的城市街区，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结构的重塑

和经济的多元化发展。首都文化价值产业链的延伸化与精细化是工

业文化遗产不断增值增长的过程。大家所熟知的 798就是由首都华
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转变而成，这种转变通过集聚艺术家、工作室

和艺术公司形成区域地标，并辐射带动区域周边文娱艺术发展，并

以文化消费为手段刺激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第二个层面，工业文

化产业的旅游经济。首都工业旅游的经济收入已经把本地工业文化

遗产打造成适合本地城市发展与象征意向的旅游地，通过工业文化

带动旅游发展，进而提升本地的经济收入。首钢公园已经带动石景

山区由重工业向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其 2020年的游客接待量已经
突破 10万人次。

2.4 工业文化遗产的文娱休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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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作为经历过工业化的城市，其工业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城市

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更具有城市审美与休闲娱乐功能。以首钢

为例，在一定历史时期中，首钢作为重工业型企业起到了带动城市

现代化、城市经济发展、保证城市人员就业等多种社会职能。但当其

不适应城市产业发展时，其遗产因自身的工业文化性质，它的审美

性、文娱性价值得到转化，首钢公园作为首都西部区域的城市空间

一部分，一方面它满足人们休闲娱乐功能，另一方面，它也成为城市

审美的重要艺术区与城市景观，它与东部通州的“森林公园”和主城

区紫禁城共同构成“现代———传统———自然”的城市发展格局。

3 首都工业文化遗产当前问题与建议
尽管首都工业文化遗产在城市功能开发与保护上取得一定成

就，但就目前而言，由于城市向绿色、创新型等功能性城市发展，致

使首都工业文化遗产在保护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主要包

括：第一，遗产的社会与文化价值挖掘不够。城市不能单纯的将建筑

物变成适应现代化范式下的新城市地块，而应在保证它的经济效益

时，更着重挖掘它的文化价值与精神内涵，尤其是“红色文化”挖掘。

第二，工业遗产的保护缺乏区域性与系统性的保护规划。工业遗产

作为城市历史文脉，不能单纯以点为单位，进行散点式保护，它应被

嵌入城市历史文化之中进行保护。这就需要形成系统化、层次化的

工业遗产保护方案。为此，首都工业文化遗产在首都文化生态建设

的今天，既要兼顾它的城市功能、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还要加强对

它的综合利用。把它打造成一种历时性、综合性、系统性、多层次的

符合城市发展与政府预期的行动，这也是未来首都文化生态建设的

着力点与关键点。

建议一：完善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思路。在当前情况下，对于工

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一般采用在原有遗址上建起博物馆、改造成城市

景观或地标性建筑，为市民提供交流的平台，这也成为多数城市工

业文化遗产的思路。以国内大城市为例，对于首都而言，作为内陆的

工业城市，在城市的发展与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所以

在保护中必须建立必要的策略机制。因此在保护中，要结合城市功

能，城市人口密度和社区形式，进行综合保护，让其成为连贯性，且

文化生态合理的保护模式。同时在构建节点过程中，要保留、融合、

比较、强化的城市景观整理手段，让首都显示出自然、科技与工业相

融合的城市风景。让首钢、首都大华电子集团、首都炼焦化学厂和

798艺术中心这些工业遗产为节点。以节点为中心，整合节点周边

具有相似特征的工业遗产与城市公园，共同形成景观带使之成为城

市历史地标。

建议二：深化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手段。必须认识到工业活动

所具有的未来价值。第一，系统层次性保护。工业社会发展有自己特

定的脉络，基于文献史料和现场勘察对工业文化遗产的结构以学科

梳理，促进完整性保护为前提。应把工业遗产系统系统串联起来，对

工业遗产活态利用，避免出现“片段化”倾向。同时，必须考虑到城市

规划、遗产地的建筑保护、景观设计与用旅游经济支持的整个系统

性支撑，由此才能对工业文化得已长足保护。第二，民众参与性保

护。工业文化遗产是一个保护过程，而不是一个终极产品。这就需要

在保护过程中，注重多元主体的参与，把文化生态保护与地区市民

生计联合在一起，激发区域性人民的主体的保护意识。随着城市需

要、人民的需要，在保护中不断发展适应时代的，保护中完善整体的

保护策略，形成具体城市保护性措施。第三，以社会价值为导向的发

展性保护。工业文化的保护，既要坚持历史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也要

兼顾社会价值，因此，对于不同城市应该构建工业文化价值因素的

影响力模型，从而协调好各种价值间的关系。

总之，工业文化遗产的城市功能发挥必须要求城市管理者对遗

产增强认识，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加工业空间规划。并进一步增

强相关部门与群众的保护意识，把遗产保护变成城市文化发展的重

要载体与工具，把它打造成城市的文化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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