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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工业遗产旅游开发

业化是城市化发展不可逾越的重

要阶段。与工业发展相伴随的是

对工业衍生物的开发和保护。工

业遗产，是伴随着人们对旅游资源理解的

拓展而产生的新概念。

工业遗产旅游的概念

格拉汉姆在《往事不会重现：旅游——

未来的怀旧产业》（《全球旅游新论》，

2001）中把工业遗产旅游归咎于人们的

“怀旧情结”——尽管工业时代还未真正成

为过去，而信息时代对传统生活的颠覆、大

都市的“逆工业化”趋势，以及“后现代”

的来临，使人们产生了对工业技术以及这

种技术所衍生的社会生活的怀念和失落感，

进而催生了“后现代博物馆文化”即传统的

工矿企业成为人们体验和追忆过去的场所。

我国学者李蕾蕾（2003）认为工业遗

产旅游就是起源于英国，并从工业化到逆

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一种从工业

考古、工业遗产的保护而发展起来的新的

旅游形式，具体而言，就是在废弃的工业

旧址上，通过保护和再利用原有的工业机

器、生产设备、厂房建筑等等，改造成为一

种能够吸引现代人们了解工业文化和文明，

同时具有独特的观光、休闲和旅游功能的

旅游新形式。工业遗产旅游主要是针对包

含有丰富工业文化价值的工业遗弃地进行

工

内容摘要：本文在理解工业遗产旅游

起源与概念的基础上，从德国鲁尔工

业区的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延伸开来，

指出我国城市工业化进程中的现实困

境，及进行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的可能

性和优势，结合国外经验和我国具体

国情提出了相应开发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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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开发，不论待处理的工业历史建筑规

模多大、可利用空间多寡，只要它具有历

史积淀和文化积累，就有可开发的潜能。这

与目前国内正在兴起的现代工业旅游是有

区别的。

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实例分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的鲁尔工

业区，是开发工业遗产旅游的一个著名例

子。20世纪60年代初，鲁尔区的“逆工业

化过程”已经开始，本地制造型工业企业

的国际竞争力逐渐下降，导致企业纷纷破

产、倒闭或转行。逆工业化过程也导致了

众多的社会问题，包括严重的失业、区域

内人口下降、内城衰落、工业污染治理不

当、区域形象恶化等等。如何对待和处理

大量废弃的工矿、旧厂房和庞大的工业空

置建筑设施，成为鲁尔区不可回避的重要

问题。当时有人认为，这些厂房是经济衰

退的标志，应当彻底清除，重新建立新城

市和新产业；有人则主张将工业废弃地视

为工业文化遗产，并和旅游开发、区域振

兴等相结合进行战略性开发与整治。

在后一种思路指导下，破产的亨利钢

铁厂被改造成一个露天博物馆；废弃铁路

和旧火车车皮变成了当地社区儿童的艺术

表演场地；蒂森钢铁公司成为以煤铁工业

景观为背景的大型景观公园，废弃的旧贮

气罐被改造成潜水俱乐部的训练池；一些

仓库和厂房被改成迪厅和音乐厅，甚至高

雅的交响乐也以巨型钢铁冶炼炉为背景别

开生面地演出，艺术灯光工程使公园之夜

充满魅力。在奥博豪森区，巨大的厂房改

建为大型摩尔购物中心，同时开辟了工业

博物馆。由此可见，工业遗产的利用和改

造有巨大的想象空间。对于工业遗产，人

们正逐渐认识到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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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可行

性分析

我国城市工业化进程中也遇到了同样

的问题，鲁尔工业区对待工业遗址的做法

值得学习和借鉴，这一选择在我国目前是

切实可行的。

伴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战略

转型，我国许多地方留下了丰富的工业遗

址资源。一批不适应现代经济要求的工厂

企业逐渐退出了经营领域：不仅包括一些

大城市市区，或被城市的扩展渐渐包围的

工厂；还包括我国东北、西北许多老工业

基地，如阜新海洲露天煤矿遗址。几十年

间，它们见证了新中国工业化进程艰辛而

富有意义的历史。对于它们，人们应该持

有一个尊重、保护、再利用的态度——保

留那些刻写着真诚，但是早已被岁月侵蚀

的工业遗址。对于大城市周边的厂区建筑，

完全可以在其中注入旅游业、商业、休闲

服务业、会展等多种元素，依托城市经济

发展的背景，改造成为游憩商业空间；对

于老工业基地中那些规模宏大的工业遗址，

甚至可以作为独特的人类物质文化遗产来

保护和开发。

发展工业遗产旅游，对于我国老工业

区寻找转型再生之路，复兴经济、创造就

业，改善生态、重建地区形象等等有重要

的意义，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之路。如果

说工业生产旅游是锦上添花，知名企业拓

宽赢利、传播形象、树立品牌的一种方式

的话，那么工业遗产旅游就是雪中送炭，是

能够帮助老工业区变废为宝，从“工业经

济”走向“体验经济”的赢利之路，对于缓

解地区衰落和就业压力，促进当地社会的

稳定和谐、繁荣进步，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特别是旅游经济创造就业的门槛比较低，

作为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提供的就业机会

也比较多，真正有利于工人和他们的后代

实现重新在公园中就业的梦想。

此外，工业遗产旅游还有独特的优势。

由于它依托的是废弃的工矿区遗址和建筑，

相对而言创意和改造的余地较大，也不像

一般工业旅游那样担心影响生产。因地制

宜，可以将遗址改造为主题公园、体验式

购物中心、游憩商业中心、艺术展览地等，

思路是非常广阔的。从现有的趋势来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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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等。保护企业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利益是

企业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

任在于：为社会创造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

为消费者提供质量可靠、具有安全保障的

产品和服务、积极参与和支持社区建设和

公益事业等等；为社会创造就业、关注慈

善事业、关心弱势群体、照章纳税等，此

外，企业还应当对社会公益事业进行支持

和捐赠，帮助教育、娱乐、贫困地区的发

展。一个能够对消费者负得起责任的企业，

必将被消费者所信赖。基于保护消费者权

益的责任，有利于增加企业产品的忠诚度、

知名度、美誉度，从而吸引消费者，提高

企业竞争力，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广阔的市

场。而对政府和相关机构在管理社会公共

事务上的支持，一般都能够争取到他们对

自己经营上的支持，或者将他们的支持转

化为产品的利益点加以传播，可以起到刺

激销售的作用，帮助企业树立起良好的社

会形象和品牌形象。可以说，企业行为与

社会福祉息息相关，企业通过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可以将之变成一种企业品牌的投

资、企业信誉的投资以及企业社会形象的

投资，从而有效提高企业竞争力。

（三）环境关系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需正确处理企业

活动与环境的关系，追求与环境的可持

续协调发展，主要包括遵守国家和地方

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完善的

环境管理体系，持续地改进环保工作，积

极应对和规避环境风险，不断提高能源

和原材料的使用效率等等。保护社会自

然环境免遭污染，实现社会生态平衡是

企业重要的社会责任。具体的做法有：遵

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企业在选择

生产何种产品及应用何种技术时，必须

考虑尽量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产品

在生产过程中要考虑安全性，产品在消

费中要考虑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企

业设计产品及包装时，要减少原材料消

耗，并减少包装对环境的污染；从产品整

体概念考虑产品的设计、产品形体及售

后服务的节约及保护环境等。

保护自然环境及社会生态平衡是企业

主要的社会责任，也是我国企业参与国际

竞争的必要方面。2004 年 10 月，国际上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

约》正式对我国生效。这是继1987年《保

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和1992年《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之后，第三个具有强制性

减排要求的国际公约，对我国相关企业影

响巨大。2005年8月，欧盟议会及理事会

通过的 WEEE、ROHS 双环保指令对中国

企业正式生效，从2006年7月1日起，中

国企业在欧洲销售电子产品必须承担自己

报废产品回收费用的责任。这就意味着企

业必须重视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问题。

基于对环境关系的社会责任问题，已成为

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方面。

实践证明，企业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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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企业品牌投资、是企业信誉投资、是企

业的社会形象投资，既达到了企业回报社

会的目的，也符合企业发展的长远利益，有

力的增强了企业竞争力，企业家只有重视

自己的社会责任，承担历史重任，才能建

立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的良性互动机制，

从而促进企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业遗产能很好地与时尚、怀旧等要素结合，

迎合都市人群的品味。

我国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对策

思考

近年来，在我国工业旅游发展的促动

下，理论界对工业旅游的研究也获得发展，

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但对工业遗

产旅游的研究尚不多见，大多数学者对工业

旅游的研究，无论是基础理论分析或是案例

研究，都主要集中于工业参观及展览方面，

尤其强调对生产现场的参观及对其开发模式

等方面的研究。实务界更是对工业遗产认同

者少之又少，甚至很多人把工业遗产不认为

其为“遗产”。借鉴国外工业遗产旅游发展

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在工业遗

产旅游开发上要做到以下几点：

突出主题旅游特色，展示遗产景观与

文化解读。工业遗产旅游不同于文化遗产，

关键在于突出其鲜明主题。工业遗产开发

不论是采用博物院模式、公共游憩空间模

式，还是与购物旅游相结合的开发模式，其

展示方式都是共同的。工业生产主要包括

原料采集、工艺制作、产品生产、包装运

输几个环节，传统工业的发展依赖于自然

环境，同时也使自然面貌极大改观，所以，

工业遗产景观及其旅游开发反映出三个层

次的变化：自然景观——文化景观——景

观解读。既反映了自然的人文化过程，又

演绎了工业史历程，通过一定的旅游方式

解读工业文化景观，实现工业遗产旅游的

开发。

集科普教育与旅游为一体，展示旅游

教育功能。鲁尔工业区的亨利钢铁厂原是

一个保留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建筑与文化

景观的著名历史古城，目前已改造成为一

个露天博物馆，其中设计了许多儿童可以

参与并在废弃的工业设施中开展各种活动

的游戏故事，通过故事了解建筑文化和工

业生产知识，增加了旅游区的真实感和历

史感，吸引了众多家庭旅游者。我国很多

工业遗址也有这样的开发潜力，如三峡文

物抢救发掘工作结束后，可在遗址地开辟

专题展室，使游客直接现场感知，向游客

展现一个主题鲜明的三峡文物宝库，既使

游客对区域历史文化有了全面的认识，体

现博物馆旅游的教育功能，也为游客到实

地旅游打下良好的认识基础。

凸现企业旅游化识别，展示双赢战略。

英国伯明翰的卡德布里世界和苏格兰威士

忌文化遗产中心，都将工业遗产旅游和现

有产品的品牌形象和销售结合起来，实现

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苏格兰威

士忌文化遗产中心的使命就是以传授知识

和娱乐的方式促进威士忌的销售。这种双

赢战略值得我国企业借鉴。国内一些企业

已经做出努力或正在尝试。如四川全兴股

份公司策划修建“水井坊遗址博物馆”，该

遗址是1999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堪

称中国白酒的一部无字史书。该遗址对于

企业品牌形象提升有非常大的作用。事实

上，我国的酒、茶、中药、陶器、铁器、造

纸等传统工业，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如

果将这些珍贵的工业遗产进行旅游化识别，

其发展前景将会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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