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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工业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规划编制指南 

1 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成规模的老工业区的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规划，或相关

规划中保护利用相关技术内容的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SZDBZ 289-2018  工业旅游示范点评定规范 

DB37/T 4209-2020  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建设指南 

DBJ440100/T 13-2008  工业旅游景区(点)服务规范 

DG∕T J08-108-2014  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修缮技术规程 

GB 36600-2018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HJ 25.4—2019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 25.2—2019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 25.6—2019  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3.1 

老工业区 old industrial area 

城市规划区内，一个或若干个工业企业及其相关设施（应包括老工业厂区，即生产加

工区域如管理区、动力中心区、生活服务区等）集中分布，通常指建成 30年以上，且具有

一定历史、科技、艺术、社会价值的区域。 

3.2  

工业遗产 industri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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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长期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建成年代 30年以上，具有一定历史、科技、艺术、

社会价值的工业遗存。 

3.3 

工业遗产保护区 industrial heritage site 

老工业区内工业遗存集中成片，具有一定规模，工业风貌保存完整，能反映出某一历

史时期或某种产业类型的典型风貌特色，是历史、科技、艺术、社会价值集中承载的区

域。 

3.4 

特色工艺流程 characteristic process 

长期工业生产活动中积累并经过提炼总结的操作技术，是联系工人生产技能和设备设

施的重要纽带。 

4 调查研究 

4.1调查研究范围 

应在规划范围的基础上，重点关注老工业区内部各厂区之间的功能与空间的系统性，

还应考虑老工业区与周边自然环境、城市功能布局的关系的完整性。 

4.2现场调研 

4.2.1应对老工业区周边及内部的地形地貌，自然资源和生态景观，以及与工业密切相关

的科研设施，住宅、公寓等居住设施，教育、体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进行调研。 

4.2.2应对老工业区对外以及各厂区之间的重要交通线路、运输及基础设施进行调研。 

4.2.3应对老工业区的空间布局、分区工业建筑风貌与高度、重要交通或运输线路进行调

研。 

4.2.4应对各类工业建构筑物、代表性工业设备与设施等进行调研。 

4.3座谈及访谈 

4.3.1座谈及访谈对象 

应包括各厂区厂长、工人代表、政府相关部门、各专业领域专家等。 

4.3.2座谈及访谈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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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各厂区厂长、工人代表的访谈重点宜包括厂志、史料、工艺流程、产业链、工

业设备及技术、工作组织和工人组织、企业文化等； 

b)对政府相关部门的访谈重点宜包括老工业区下一步的保护利用要求、政策扶植

等； 

c)对当地各领域专家的访谈重点宜包括老工业区的历史地位、重要事件及人物、厂

区规划和建筑技术、文献调查等。 

4.4社会公众调查 

4.4.1调查形式 

宜采取现场问卷、网上填报、街头访谈、座谈会等形式，开展社会公众调查。 

4.4.2调查对象 

应包括本地居民、本地社区工作人员、非本区域居民等。 

4.4.3调查内容 

a)本地居民调查重点宜包括社会认同、情感记忆、生活便利性、功能提升要求等； 

b)本地社区工作人员调查重点宜包括工业精神及社会认同、传统文化活动等； 

c)非本区域居民调查重点宜包括老工业区相关的记忆、改造意向等。 

5 综合评估 

5.1 价值评估 

5.1.1 宜根据价值评估维度表（参见附录 A），对老工业区工业遗产的整体价值进行提炼，

4个价值维度对应每一条价值，12项具体内容对应每一条价值分项。价值评估过程中应分

阶段征询各领域专家及公众的意见。 

5.1.2 历史价值评估，应综合厂志、工业史、工业年鉴等文献研究，以老工业区发展史和

代表性历史事件作为基础，对老工业区工业遗产的年代、历史地位、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

人物进行总结，并提炼代表性价值。 

5.1.3 科学技术价值评估，应从工业技术史、工业经济、工业区规划、建筑与工程设计、

地理学、工业分门类的技术研究等角度，对老工业区整体选址与布局、生产体系、生产工

艺、生产技术、产品和设备、管理模式等进行研究，总结出老工业区工业遗产的技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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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地域产业链或生产线的完整性、规划技术与建筑技术等方面的价值。 

5.1.4 社会文化价值评估，应结合社会学调查、口述史等方法，将老工业区的发展与地方

人群的记忆结合分析，提炼出老工业区工业遗产在社会认同和情感记忆、推动地方社会发

展、传统文化等方面的价值。 

5.1.5 艺术审美价值评估，应综合建筑美学、景观学等方法，对老工业区的建构筑物、建

筑整体风貌、工业景观等进行系统研究，对老工业区工业遗产的工业风貌、景观特征、建

构筑物视觉美学等方面的价值进行提炼。 

5.2 识别价值载体 

5.2.1 认定价值载体，应深入识别它们反映的价值特征，关注这些载体（或载体之间、载

体中的某个部分）对价值特征的呈现，确定载体的整体或者部分是体现价值特征的真实原

物。 

5.2.2 认定价值载体，应兼顾物质载体和非物质载体，非物质载体包括技术工艺知识、生

产生活组织、文化等。应注重老工业区与自然环境在选址布局、生态景观与原料获取等方

面的关系；应注重老工业区与城市在功能分区、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关系；应注重地

域产业链的体系性，包括老工业区内部和外部产业的连续性和协作关系。 

5.2.3 将价值载体和价值分项一一对应，一个主题或一组要素可同时支撑多条价值，多组

内容也可支撑同一条价值。载体识别中，宜先明确价值主题并对相关要素进行归类，再分

别罗列具体内容，进而注明这些主题或要素类别支撑的价值（参见附录 B）。 

5.3综合评价 

5.3.1 综合评价的对象应为规划范围的所有各类遗存。其他遗存宜结合老工业区的关联情

况来确定是否纳入。 

5.3.2 综合评价应包括价值评价和现状评价两部分内容，价值评价和现状评价的满分分别

为 100分（参见附录 C），最终的综合评价分数为价值评价和现状评价的分数之和。 

5.3.3 编制团队与专家团队应根据工业遗产的特点商议确定打分标准，编制团队进行打

分，为保证评价的客观性，宜进行两轮打分，并应在打分过程中与专家团队、主管部门、

实施机构等进行充分讨论、沟通。 

5.3.4 编制团队、专家组和主管部门应共同商议确定工业遗产保护级别的标准，明确工业

遗产保护分级类型，包括保护整治类、改造利用类和整体更新类。保护整治类，应进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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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保留，不得随意改变或拆除，应在整体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修缮和展示利用，可择

机申报文物、历史建筑、国家工业遗产等；改造利用类，应采取整体或局部保留，进行适

宜性改造，实现工业特色风貌与现代功能的有机结合；整体更新类，应根据老工业区的提

升需求采取相应的更新方式。 

5.3.5 针对综合评价得分不高、但重要性突出，如老工业区整体性和系统性价值的重要承

载要素或位于工业建筑群内的工业遗产，宜利用直接定级、破格定级等方式对其保护对象

身份进行确定。 

6 分层次保护 

6.1保护框架 

6.1.1 应根据老工业区的价值评估、保护要素的分布特点确定保护框架，宜包括：“老工业

区—工业遗产保护区—单体工业遗产—非物质遗存”四个保护层次。 

6.1.2 老工业区整体性和系统性强的，与自然环境关系密切、自身具有突出的整体工业景

观价值，或整体体现工业技术科学价值与历史价值等特点的，宜设立老工业区整体保护层

次。 

6.1.3 工业遗产集中且具有一定规模，工业风貌反映出某一历史时期或某种产业类型的典

型风貌特色，是历史、科技、艺术、社会价值集中承载的区域，宜设立工业遗产保护区层

次。 

6.2老工业区整体保护层次 

6.2.1 应重点保护老工业区选址布局密切相关的自然山体、地形地貌和河湖水系。应控制

自然环境周边的建设高度与强度，保持视线通廊。应保护和延续老工业区工业绿地系统和

开放空间的布局。对受到破坏或污染的山体、水系、植被进行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应充

分考虑现状场地竖向关系等环境特征，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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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老工业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示意 

6.2.2应保护由片（特色工业风貌片区、特色生产性路网格局）、线（重要交通设施、工业

区轴线空间、工业景观视廊）、点（标志性工业建构筑物）共同构成的空间格局。分散分布

的老工业区还应保护各厂区内部骨架清晰的格局结构，如图 2。 

 

图 2 老工业区空间格局保护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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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应保持、延续老工业区不同功能（如生产、生活、文化、生态）而形成的分区边界

（道路、隔离带）、工业整体风貌与肌理、特色生产性路网格局等。分散分布的老工业区应

处理好工业区与城市空间新旧功能的关系，注重将各厂区的空间融入城市空间中。 

6.2.4 应保护体现工业生产联系的主要路网格局，延续原有不同生产分区内的路网格局走

向、密度特征。 

6.2.5 应保护延续工业区轴线空间的走向、尺度，宜结合城市设计手法，凸显轴线沿线重

要建构筑物、开放空间和绿地系统形成的轴线空间序列，以及轴线与周边环境的对位关

系。连片分布的老工业区应保持统一规划时的工业区整体轴线。 

6.2.6 应保持厂区之间协作形成的生产联系空间，如铁路或公路等各类货物物流交通设

施，包括码头、桥梁、站场、仓库、室外输送管道装置、传送带等重要运输线路及设施。

应尽可能延续联系空间的走向、尺度的整体性。 

6.2.7连片分布的老工业区应保护特色工艺流程，包括生产过程中体现连续性或协作性的

生产工艺和流线；应保护特色工艺流程所对应的厂房建筑、生产空间、设备特征、建筑形

式，以及与交通形成的线性布局关系，图 3。 

 

图 3 老工业区特色工艺流程示意 

 

6.2.8 应保护地标性的工业建筑和构筑物形成景观视廊的贯通性与可视性。地标性工业建

筑一般包括大型钢厂的高炉、冷却塔等；船厂的沿江布局大型船坞；焦化厂的冷却塔和运

输带；架空蒸汽输送管道、林立的烟囱等，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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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老工业区工业景观示意 

 

6.2.9应控制工业遗产保护区、重要工业景观视廊、重要轴线与交通联系空间的高度，宜

通过城市设计手法，对重点控制区域制高点的高度统领地位进行突显。在重要标志物周边

的一定范围内，新建建筑高度宜尽量控制在不超过制高点高度的三分之二。 

6.3工业遗产保护区层次 

6.3.1 工业遗产保护区包括工业遗产重点保护区、工业遗产协调区，如图 5。 

 

图 5 老工业区保护区划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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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工业遗产重点保护区范围的划定应遵循价值载体的真实性、完整性、典型性和聚集

性。 

a)工业遗产重点保护区是老工业区历史、科技、艺术、社会价值集中承载的区域； 

b)工业风貌保存完整，能反映出某一历史时期或某种产业类型的典型风貌特色，保

护范围面积不小于 2公顷； 

c)划定保护范围应注重建构筑物风貌的聚集性和整体性，保护范围内重要工业遗产

的总用地面积不宜小于保护范围内建筑总用地面积的 60%； 

d)老工业区内的工业遗产保护区可能是一个集中片区，也可能是分散的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片区。 

6.3.3 工业遗产重点保护区应重点保护特色风貌、开放空间与景观环境。 

a)宜结合城市设计手法，明确凸显工业遗产风貌的控制要求，对于价值较高区域，

新建、扩建、改建和加建的建筑高度不得超过现状高度的 10%； 

b)保护、延续重点保护区内的标志性工业遗产的外观风貌特征，明确不得改造或者

遮蔽的工业遗产； 

c)应保护和延续重点保护区内开放空间格局，延续由主要道路、支路、工业遗产等

构成的空间肌理关系； 

d)应保护和延续工业遗产保护区内与生产工艺流程相关的、具有地标特征工业遗产

和绿化景观要素，如烟囱、高炉、雕塑、台阶、树木、绿化带、桥等。保护主要道

路两侧具有时代特征的景观大树和行道树。 

6.3.4 工业遗产协调区的划定应考虑厂区与自然环境的完整性、厂区之间的交通和自然关

联性。 

6.3.5 工业遗产协调区应注意保护老工业区工业体系、与自然环境的联系，并提出生态恢

复、污染控制的治理措施。 

6.3.6 价值较高的工业遗产重点保护区宜择机申报历史风貌区或历史建筑群等。生产区和

生活区空间布局关系密切的，宜整体保护申报历史文化街区。 

6.4工业遗产层次 

6.4.1 已列入文物、历史建筑、国家工业遗产的单体或者群体工业遗产，应按照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保护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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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其他工业遗产包括工业建筑、工业构筑物、工业设备设施等（参见附录 D），应进行

分级保护，宜分为保护整治类、改造利用类和整体更新类，相关保护要求应符合 5.3.4给

出的细节，如图 6。  

 

图 6 老工业区建构筑物的分级分类保护利用示意 

6.4.3 具体的修缮、更新技术要求，应符合 DG∕T J08-108-2014、住建主管部门关于不同

级别建构筑物修缮技术方面的规定。 

6.5非物质遗存层次 

6.5.1 应保护和延续非物质遗存如特色生产技术工艺知识、代表性生产工艺流程、工作组

织和工人组织、企业文化，以及老工业区与工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传统等。 

6.5.2应注重保护和扶持传承人及相关传统特色文化产业，对承载非物质遗存的文化空间

也应进行积极保护。 

7 展示与利用 

7.1阐释与展示 

7.1.1整体阐释与展示工作应包括确定阐释主题与内容、展示规划等。 

7.1.2 宜依据老工业区整体与分项价值研究，形成“主题-故事内容”阐释层级，确定阐释

的总主题与次主题。宜将工艺流程、生产技术、口述工业历史等非物质遗存，与相关物质

遗存相结合，确定与价值主题对应的故事内容。分散分布的老工业区在关注老工业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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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基础上，还宜重点突出各个厂区的特点。 

7.1.3 宜选取价值高、展示条件较好的工业遗存、开放空间作为重要节点。分散分布的老

工业区在确定重要节点时，还宜纳入各厂区之间与整体价值密切相关的重要自然与人文景

观节点。 

7.1.4 宜结合重要工业遗产开辟专门的非物质遗存保护、收藏、展陈场所，如历史、工艺

流程、工业或城市博物馆，宜设计展览、出版物、网站、区域或跨境游览路线，实现全方

位、多样化、立体化保护与传承。 

7.1.5 宜基于阐释主题，充分结合老工业区的重要交通设施、工业区轴线空间、工业景观

视廊，利用主要交通线路或者开放空间等串联重要节点，形成主题性的展示利用线路。展

示线路宜对工业生产、工艺流程、建筑景观、科技成果、工业遗产等内容进行充分展示。

分散分布的老工业区各个厂区之间的展示线路宜重点考虑利用各个厂区之间的交通联系空

间、水系和隔离绿带等线性空间。 

7.1.6 宜尽量建立统一的标志系统和多层次的景观序列，充分体现老工业区的整体性、连

续性和可识别性。标识系统宜布局合理、醒目，突出工业主题特色，文字准确规范。 

7.2 利用模式及方法 

7.2.1应遵循老工业区整体性与真实性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利用老工业区的整体片区、线

性与重要历史遗存等空间要素，在功能提升的过程中，应尽量原址保护、尊重原有的工业

遗产的材料与形式，应避免过度开发对老工业区整体的价值带来的损害。 

7.2.2 应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上位规划及相关政策，明确老工业区更新利用的

目标和定位。利用模式一般包括与城市公共空间转换型、产业转型升级型或混合型三类。 

7.2.3 应根据规划区范围内城市中心的实际分布特征，确定老工业区城市公共空间转换型

对应中心级别，宜分为城市级、片区级或社区级。应明确老工业区城市功能缺口和提升方

向，判断老工业区最终适宜的功能与业态，主要包括商务办公类、商业服务类、文化体育

类、居住生活类和公共空间类等。 

7.2.4 在转变为城市公共空间的过程中，应考虑交通网络、公共空间、绿地系统与城市的

对接，注重对公共服务设施进行整体提升。 

7.2.5 应确定产业类型发展类别，多为文化创意、科研产业园等形式，进而确定主导产业

以及产业细分内容，主要包括创意办公类、科研办公类、配套商业服务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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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在产业转型升级模式下，应对老工业区内部交通网络、公共空间、绿地系统进行整

治和提升，并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进行改造和升级。 

7.2.7 规模大、改造周期长、权属复杂的老工业区宜采用混合型，宜结合空间布局和时序

选取不同模式。 

8 生态治理与环境提升 

8.1 生态治理与修复 

8.1.1 应结合上位规划和相关保护规划要求，确定修复目标，并明确修复范围、工程量、

成本，提出风险管控要求以及具体的污染治理与修复措施。 

8.1.2 应针对土壤、大气、水体、残余废弃物等进行修复。具体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36600-2018、HJ 25.4—2019、HJ 25.2—2019、HJ 25.6—2019等关于污染修复、风险管

控等技术方面的规定。 

8.2 景观环境提升与改造 

8.2.1 应符合上位规划和相关保护规划要求，以因地制宜、生态保护、低干扰为规划原

则，提出保护前提下的景观利用与提升方案。 

8.2.2针对老工业区，应强调与城市景观环境的联系，注重各厂区之间的景观环境的联

系，包括视线关系、慢行交通系统以及景观文化要素的串联等。 

8.2.3 针对工业遗产重点保护区，应充分挖掘老工业区景观元素，通过对重要工业遗产、

自然环境、开放空间、工业遗产建筑界面的整体环境整体与提升，利用代表性的生产设

备、烟囱等构筑物，塑造独特的工业景观，突出具有历史记忆的工业遗产场地特点。 

8.2.4 针对工业遗产协调区，应对自然环境、开放空间、绿化植被、水系、地形竖向、遗

产景观元素、设施小品等进行景观提升，强调工业遗产整体环境的特征。 

8.2.5 应兼顾生态价值、景观价值与休闲游憩需求，完善老工业区景观系统和绿地系统，

融入城市生态与景观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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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支撑体系提升 

9.1交通改善 

9.1.1 老工业区的路网规划应充分尊重原有路网格局，根据现状交通供给条件、功能提升

类型、改造目标与发展规模预测交通需求，确定合理的路网结构和道路密度。 

9.1.2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或者相关规划中，道路系统规划应充分保留和利用集中连片的老

工业区原有的重要轴线、重要交通运输线路，保护分散分布的老工业区各厂区之间的联系

性道路，部分区域宜结合慢行系统进行统一规划。应采取措施保留和突显老工业区与生产

工艺流程相关的重要道路以及工业遗产保护区内的路网格局。 

9.1.3 老工业区的在轨道交通、道路交通、慢行系统、公共交通等方面应注重与外围城市

交通体系的有机衔接，并保证慢行交通和公共活动空间不受机动车交通干扰。 

9.2市政提升 

9.2.1 应评估现状水、电、气、环卫、消防等市政设施的供给能力和实际运行负荷情况，

根据老工业区改造目标和发展规模预测设施需求，落实上位规划相关要求，进行区域市政

设施支撑能力分析及对市政系统的影响评估，并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明确市政基础设施

种类、数量、分布、规模，包括场站和管网。市政管线和附属设施设计应符合 GB 50289、

GB 50838的规定。 

9.2.2 应对有保护价值、艺术审美价值的市政设施进行保留与景观化改造。 

9.2.3 应对涉及工业废弃物等有毒物质的运输管道等设施进行改造，对有安全要求的设施

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9.2.4 市政管线应尽可能采取地下敷设，有条件的宜采取综合管沟的方式。 

10 规划成果要求 

10.1一般要求 

10.1.1规划成果应表达详实、用词规范、肯定，有利于操作，成果内容一般应达到本指南

规定要求，宜根据实际需求增加相应成果内容。 

10.1.2图纸比例尺宜为 1:2000—1:10000，重要节点规划图比例尺宜为 1:2000，老工业区

总平面图纸比例宜为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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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成果要求 

10.2.1成果应包括文本、图纸和附件三部分。 

10.2.2规划文本应包括总则、规划依据、保护框架、综合评估、分层次保护框架、分类保

护利用措施、展示利用、生态治理与环境提升、支撑体系提升等。 

10.2.3主要图纸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现状部分： 

1) 区位图； 

2) 规划范围图； 

3) 工业资源要素现状分布图（含各级文物、历史建筑、其他工业遗产等）； 

4) 规划范围现状建构筑物分析图（含年代、层数、风貌、质量、功能等，宜根据实际

情况分多张图表达）； 

5) 土地利用现状图； 

6) 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现状图。 

b）规划部分： 

1) 保护区划图（宜包括规划范围、工业遗产保护区等）； 

2) 总体保护结构图（宜根据保护层次进行绘制）； 

3) 工业遗产保护要素分布图（宜根据情况分保护层次绘制）； 

4) 保护要素分级保护规划图（宜根据情况分保护层次绘制）； 

5) 展示利用结构图； 

6) 道路交通规划图； 

7) 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规划图； 

8) 近期保护规划图。 

10.2.4附件应包括说明书、基础资料集、问卷调查汇总表、会议纪要及采纳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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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老工业区工业遗产价值评估维度表 

价值维度 具体内容 内容阐释 

历史价值 

年代 

宜分为以下几类：（1）新中国成立前（1840-1949 年）的

民族工业企业、中外合办企业；（2）新中国成立后五、六

十年代“一五”及“二五”期间建设的重要工业企业；

（3）文革期间及“三线”建设时期建设的具有较大影响力

的企业；（4）改革开放以后建设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企

业。 

历史地位 开创性或标志性意义、代表性和稀缺性 

与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

的相关性 
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重要机构的相关度及重要度 

科学技术 

价值 

技术地位和科技影响 
工业设备、生产工艺、产品、技术的先进性、重要性，以

及在技术变革、演进过程中的作用 

地域产业链、厂区或生

产线的完整性 

如原材料的运输，生产和加工、储存、运输和分发；工业

生产在历史上还可能形成一系列类似产业组成的地域集

群； 

厂区规划技术与建筑技

术 

厂区与区域的联系、厂区之间的整体性能关系、生产和生

活功能空间；建筑结构、材料、建造工艺、规划设计等的

先进性、重要性；与著名技师、工程师、建筑师等的相关

度、重要度 

社会文化 

价值 

工业精神 
以工匠精神、创新精神、诚信精神、企业家精神为代表的

工业精神，对当时社会经济和人文发展有较强的影响力 

社会认同和情感记忆 
与某种地方性、地域性、民族性、或企业本身的认同、归

属感、情感联系、集体记忆等的相关度 

推动地方社会发展 

社会组织方式，及其在当代城市中对于地方居民社会所发

挥的作用，如历史教育、文化旅游等，以及与居民生活的

相关度，如就业、工作、居住、教育、医疗等。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数量、级别；之间的关联和系统性；与当代生

活的延续性 

艺术审美 

价值 

产业风貌及工业景观特

征 

工业遗产在厂区规划，或工业建构筑物、设施设备群体集

合表现出的产业特征和工艺流程，形成的独特产业风貌。 

工业建构筑物的视觉美

学 

工业遗产的建筑、构筑物、大型设施设备体现了某一历史

时期建筑艺术发展的风格、流派、特征，其形式、体量、

色彩、材料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艺术表现力、感染力具有工

程美学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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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老工业区工业遗产整体价值与价值载体对应示例表 

价值特色 价值分项 价值载体 

历史价值 

历史价值一：在中国航空工业

诞生之初承担重要角色，是新

中国航空工业奠基企业之一 

工艺流程：机翼形厂区空间、厂区机场跑道衔接关系 

文物保护单位：33#八角楼 

工业建筑：102#总装厂、30#加钳焊厂房、29#模夹具

厂房、28#试飞站、26#初装铆接厂、25#24#工装工具

64 车间、85#强度实验+泵站、35#制造工程部、32#动

修厂房、705#氧化/喷漆厂 等厂区建筑、若干生活区

建筑 

工业构筑物：2 处烟囱、龙门吊、储油罐、管线、84#

冷却塔、铁路等 

可移动载体：历史影像档案 

历史价值二：是新中国第一架

飞机的诞生地；开创了我国成

套对外输出飞机设计制造技

术的历史先河 

工艺流程：机翼形厂区空间、厂区机场跑道衔接关系 

文物保护单位：33#八角楼 

工业建筑：102#总装厂、30#加钳焊厂房、29#模夹具

厂房、28#试飞站、26#初装铆接厂、25#24#工装工具

64 车间、85#强度实验+泵站、35#制造工程部、32#动

修厂房、705#氧化/喷漆厂 等厂区建筑、若干生活区

建筑 

工业构筑物：2 处烟囱、龙门吊、储油罐、管线、84#

冷却塔、铁路等 

可移动载体：历史影像档案 

科技价值 

科技价值一：新中国航空工业

的技术创新与开拓者，创造了

中国航空工业的“十个第一” 

工艺流程：机翼形厂区空间、厂区机场跑道衔接关系 

文物保护单位：33#八角楼 

工业建筑：102#总装厂、30#加钳焊厂房、29#模夹具

厂房、28#试飞站、26#初装铆接厂、25#24#工装工具

64 车间、85#强度实验+泵站、35#制造工程部、32#动

修厂房、705#氧化/喷漆厂 等厂区建筑、若干生活区

建筑 

工业构筑物：2 处烟囱、龙门吊、储油罐、管线、84#

冷却塔、铁路等 

可移动载体：企业获奖影像档案、奖章奖状、驰名商

标 

科技价值二：近代仍在飞机制

造工艺方面处于先进水平 

工艺流程：机翼形厂区空间、厂区机场跑道衔接关系 

文物保护单位：33#八角楼 

推荐历史建筑：15#现代测试中心、80#中航洪都大楼 

可移动载体：企业获奖影像档案、奖章奖状、驰名商

标 

社会价值 

社会价值一：50 年代见证中苏

友好的工厂办社会；为我国国

防建设、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

重大的贡献；具有明显国际交

格局：厂区-家属区-机场的衔接关系 

肌理：小街区、密路网的肌理结构 

道路：厂区和生活区连接的重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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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影响力的航空工业外贸出

口主要基地 

未定级文物：生活区的 183 栋职工楼，井冈山大道民

居 4 栋 

可移动载体：历史影像档案 

社会价值二：近代中国航空工

业“航空报国” 精神的集中体

现 

工艺流程：机翼形厂区空间、厂区机场跑道衔接关系 

标志物：陆孝彭塑像、雕塑“腾飞”、雕塑“超越” 

可移动载体：历史影像档案 

艺术价值 

艺术价值一：极具时代特色与

审美价值的苏式建筑遗存 

未定级文物：生活区的 183 栋职工楼，井冈山大道民

居 4 栋 

可移动载体：历史影像档案 

艺术价值二：建国初期具有代

表性的航空工业景观，职住平

衡厂区-单位社区建设特征的

完整体现 

工艺流程：机翼形厂区空间、厂区机场跑道衔接关系 

工业构筑物：2 处烟囱、龙门吊、储油罐、管线、84#

冷却塔、铁路等 

标志物：陆孝彭塑像、雕塑“腾飞”、雕塑“超越” 

点空间：厂区办公主楼前的大树； 

线空间：道路两旁的绿化； 

面空间：办公主楼旁的纪念小游园、油库旁的密林区、

洪都体育场、社区广场等 

可移动载体：历史影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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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老工业区工业遗产综合评价表 

 评价内容 分项内容 分值 

 

价值评价

部分（合

计 100

分） 

历史价值 

（满分 20） 

时间久远度 
1911 以前 1911-1948 1949-1976 1977-至今 

7 5 3 0 

不同时代的叠加 
特别突出 比较突出 一般 无 

7 5 3 0 

与历史事件、历史

人物的关系 

特别突出 比较突出 一般 无 

6 4 2 0 

科学技术 

价值 

（满分 20） 

承载的工业流程、

技艺代际发展 

特别突出 比较突出 一般 无 

10 6 3 0 

行业开创性和工艺

先进性 

特别突出 比较突出 一般 无 

10 6 3 0 

社会文化 

价值 

（满分 20） 

社会认同和情感记

忆的代表性 

特别突出 比较突出 一般 无 

10 6 3 0 

企业文化系统承载

力 

特别突出 比较突出 一般 无 

10 6 3 0 

艺术审美 

价值 

（满分 20） 

在塑造整体工业风

貌中的作用 

特别突出 比较突出 一般 无 

10 6 3 0 

在整体规划或建筑

技术中的地位 

特别突出 比较突出 一般 无 

10 6 3 0 

经济价值 

（满分 20） 

在旅游体系中的地

位 

特别突出 比较突出 一般 无 

10 6 3 0 

资源重复利用性 
特别突出 比较突出 一般 无 

10 6 3 0 

现状评价

部分（合

计 100

分） 

区域位置

（满分 25） 

区位优势 
突出 较好 一般 差 

15 10 5 0 

交通条件 
突出 较好 一般 差 

10 5 2 0 

建筑质量

（满分 25） 

结构安全性 
突出 较好 一般 差 

15 10 5 0 

完好程度 
突出 较好 一般 差 

10 5 2 0 

利用价值

（满分 25） 
空间利用 

突出 较好 一般 差 

15 10 5 0 

景观利用 
突出 较好 一般 差 

10 5 2 0 

技术可行性

（满分 25） 

再利用的可能性 
突出 较好 一般 差 

15 10 5 2 

维护的可能性 
突出 较好 一般 差 

10 5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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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其他工业遗产要素列表 

类别 具体要素 

工业建筑 
工业厂房建筑、仓储建筑、动力与市政建筑、交通运输建筑、办公建筑、公共建

筑、居住建筑等 

工业构筑物 

生产构筑物 

船坞、船台滑道、烟囱、煤矿矿井井架、油田采油井架、

砖瓦窑、水泥窑、玻璃熔化池窑、玻璃退火窑、水泥原浆

池、水泥料浆池等 

辅助或相关构筑物 

桥梁、铁路、码头、防波堤、防砂堤、驳岸、料仓、水泥

仓、冷却池、净水池、污水处理池、粉煤灰脱水池、船

闸、水闸、水渠、水坝等 

工业设备设施 
生产与存储设备 

发电厂的冷却塔、发电机组和锅炉房，钢铁厂的炼钢高

炉，油田的油井和采油机；煤矿井架与井口房、绞车房等 

交通运输设备 装卸设备、转运设备、室外输送管道装置、传送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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