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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推总厂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工业遗产，承载着当地工业发展的历史和文化记忆。本文将探讨山

推总厂的保护与改造策略，旨在通过综合分析相关案例和策略，为实现其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工业遗

产是人类工业发展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经济价值。然而，随着工业的进步和发展，许

多工业遗产建筑面临着拆除或废弃的命运。本论文旨在研究工业遗产改造与保护的问题，探讨如何在保

留历史文化价值的同时实现工业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为未来的工业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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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ntui General Plant is an industrial heritage with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carrying the his-
torical and cultural memory of loc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conser-
vation and renovation strategies of Shantui General Plant, aiming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its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relevant cases and strategies. Indus-
trial heritage is a historical witness to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mankind and has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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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values. However, with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many industrial heritage buildings are facing the fate of demolition or abandon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transforma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to discuss how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heritage while retaining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
al value, so as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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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山东推土机总厂，全称山东推土机总厂集团有限公司，前身是成立于 1952 年的烟台机器，是中国一

家知名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总部位于中国山东省济宁市。山东推土机总厂创建于 1953 年，是中国最早

的推土机制造企业之一。从创立之初起，山东推土机总厂就致力于工程机械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经过

几十年的发展，公司已经成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领导者之一。主要生产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等各

类工程机械设备。其中推土机是其主要产品之一，因此公司也因此得名。山东推土机总厂在工程机械制

造领域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和丰富的制造经验，产品质量稳定可靠，性能优越。公司的产品主要面向国

内市场，同时也出口到一些国际市场，如东南亚、非洲、南美等地区。山东推土机总厂一直注重技术创

新和产品研发，不断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提升产品质量和性能。公司与国内外多家知名企业建立了长

期合作关系，共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公司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质量得到了国际

认可。曾多次荣获国家级、省部级的荣誉奖项，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知名品牌之一。 
探讨工业遗产保护与改造，以山推总厂为案例，旨在提出可行的保护和改造策略，以实现其保护和

利用。探讨如何在保留历史文化价值的同时实现工业遗产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深入研究工业遗产改造与

保护的现状和相关案例，提出有效的策略和建议，为未来的工业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这些工

业遗产本身就是非常宝贵的教育资源，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工业发展的历史和影响。透过工业遗产本身，

去理解到其背后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价值，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来保护和合理利用这些遗产，

以促进历史文化传承和可持续发展。 

2. 工业遗产的定义与分类 

2.1. 工业遗产的定义 

工业遗产是文化遗产的其中一种类型，囊括了过去历代先人遗留下来、如今被保持原状并为后代得

益规划而维护留存的建筑物和工业遗物。工业遗产是工业历史发展的物质载体，承载着工业发展特定历

史阶段的重要信息[1]。工业遗址为工业遗产的主要形式，经常形成旅游重要观光景点，或成为地方经济

振兴策略的基地例如：创意园区、艺术村等，或改为新兴艺术文化馆舍博物馆、美术馆等。国际间对于

工业遗产的保存与应用日益重视，尤其以成立于 1973 年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国际工业遗产保存委员会”

为指标性机构。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在社会文化记忆的保存传播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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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业遗产的分类 

工业遗产核心物项是指代表国家工业遗产主要特征的物质遗存和非物质遗存。物质遗存包括厂房、

车间、作坊、矿区等生产储运设施，与工业相关的管理和科研场所、其他生活服务设施及构筑物和机器

设备、生产工具、办公用具、产品等；非物质遗存包括生产工艺、规章制度、企业文化、工业精神等。 

3. 山推总厂的历史与价值 

3.1. 山推总厂的历史沿革 

20 世纪初，在中国近代化的时代大浪潮中，民族工业开启了变革的历史新途。1917 年，在这一历史

背景下，以蔡芝峰为主和其亲戚以入股的方式，投资 5700 银元，在济宁建起铁厂，取名“永顺铁厂”，

从此拉开了山推的时代序幕。山推股份的前身是创立于 1952 年的烟台机械厂，1966 年烟台机械厂迁址

济宁改名济宁机械厂，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改变中国当时大马力推士机全部依托进口的局面，

填补国内 180 马力以上推土机的空白，国内第一机械工业部在济宁实施建设大马力推土机引进项目。1980
年 1 月 1 日，将原济宁机器厂、济宁通用机械厂和济宁动力机械厂三家企业合并，成立山东推士机总厂。 

3.2. 工业遗产价值分析 

工业遗产联系着一个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3]。山推总厂承载着济宁的百年工业沉淀，是中国机

械工业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也反映着自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各个时期的社会变革。厂区周

边的许多老职工，以及其父辈，包括济宁早期多数相关产业的人都是从山推老厂里出来，对山推有着深

厚的感情与记忆。在再生设计中，让遗产价值与市民需求紧密结合，是实现遗产保护可持续的核心。因

此，在改造及保护过程中，将历史与建筑有机结合，在保留工业痕迹的基础上基准定位，不仅有着重要

的文化意义，也能使工业遗产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文化价值、经济价值。 

4. 山推总厂改造的必要性 

4.1. 保护历史文化价值 

老旧工业区和厂区内留存有大量工业遗产，包括反映特定时期的产品、技术、产业发展等的厂房、

附属设施、机器设备等，具有重要的历史、科技、艺术与社会文化价值，是工业文明的见证和载体，是

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4]。山推总厂是历史的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通过改造和保护

山推总厂厂址，可以保留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让后代了解工业发展的历史；同时可以保护和传承历史

文化，这些建筑和设施是工业化时代的见证，改造后可以将其历史与文化价值传达给后代，避免因废弃

而失去重要的历史信息。 

4.2. 实现可持续发展 

山推总厂的改造可以使这些废弃的建筑和设施重新焕发生机，成为新的经济活力点。这有助于实现

济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任城区地域的经济水平。而且山推总厂改造可以减少新建

筑所需的资源消耗。通过重新利用山推总厂的建筑，可以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降低了对山推总厂

周边环境的影响，同时也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4.3. 提升城市形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历史文化对于城市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特殊意义，在城市化和产业

结构调整过程中被逐渐废弃的工业遗产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5]。推总厂改造可以提升济宁的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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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济宁市的城市吸引力。改造后的工业遗产区域可以成为济宁市的文化和旅游景点，吸引游客和投资

者；同时促进济宁市的更新与再生。山推废弃工业区域位于济宁城市的核心地带，通过改造，可以使这

些地区焕发新的活力，为济宁市增添新的文化、商业或社区功能，提高城市整体的吸引力。 

5. 国内工业遗址改造案例分析 

5.1. 上海 1933 老场坊 

上海 1933 老场坊是上海市虹口区的一个历史建筑，原为一座具有独特建筑风格和历史价值的肉联厂，

建于 1933 年。位于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 10 号，紧邻虹口足球场和虹口足球场地铁站，交通便利。建

筑建于 1933 年，最初是作为肉联厂使用的，后来经历了多次转变，一度废弃，成为上海的一处工业遗产。

2008 年，上海市政府启动了对老场坊的改造项目，将其打造成为集文化创意、商业办公、餐饮娱乐为一

体的综合性文化创意园区。在改造过程中，尊重了建筑原有的历史风貌，对建筑外观进行了保护修复，

并保留了一些原有的工业元素，如梁柱结构、窗户等。将原肉联厂的加工车间、冷藏库等空间改造成了

文化创意展示区、商业办公区、餐饮娱乐场所等。在内部装饰设计上，采用了现代化的设计理念，融合

了工业风格和现代元素，创造出独特的空间体验。上海 1933 老场坊的改造过程中，充分尊重了建筑的历

史文化价值，保护了建筑原有的工业风貌和历史记忆，体现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通过对建筑的

功能转换和利用，将废弃的工业建筑重新激活，赋予其新的生命和价值，实现了资源的再利用和可持续

发展。使其成为了一个集文化创意产业、艺术展示、商业办公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多功能园区，为当地

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平台和支持。通过工业遗产的改造，促进了周边地区的城市更新和发展，提

升了城市形象和文化软实力，成为了上海的重要地标之一。上海 1933 老场坊的改造过程充分体现了对历

史文化的尊重和保护，以及对工业遗产的再利用和功能转换的理念，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文化创意产

业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5.2. 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 

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是位于英国伦敦的一座现代艺术博物馆，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现

代艺术馆之一。位于英国伦敦市中心南岸的河岸区域，紧邻泰晤士河，位于伦敦的文化地标地带。泰

特现代美术馆原址为一座 1930 年代的工业建筑，曾是铁路发电站，位于南岸的 Bankside 地区。美术馆

的地理位置交通十分便利，靠近伦敦地铁的 Blackfriars、Southwark、Borough 等地铁站，游客可以方便

地前往参观。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改造项目于 1992 年启动，由瑞士建筑师 Jacques Herzog 和 Pierre de 
Meuron 设计，他们将原有的工业建筑改造为了现代艺术馆。在改造过程中，设计师保留了原有的工业

建筑结构，如砖墙、钢梁等，以及发电站的大型壁画。原发电站的大型厅堂被改造成了展览大厅，楼

层被重新规划，创造了现代展览和展示空间，以及艺术家工作室和教育活动区域。新的美术馆建筑采

用了现代的玻璃幕墙和钢结构，与原有的工业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的碰撞和融

合。 
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改造是伦敦南岸河岸区域的一次文化复兴，将废弃的工业建筑转化为了现代

艺术空间，为当地的文化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改造项目体现了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再利用，将原

有的工业建筑赋予了新的功能和生命，实现了城市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致力于展示和推广现代艺术，

通过举办世界各地艺术家的展览和活动，促进了现代艺术的交流与发展。美术馆的建成不仅带动了

周边地区的城市更新和发展，也成为了伦敦的重要地标之一，吸引了大量游客和艺术爱好者。伦敦

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改造项目，充分体现了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再利用，以及对现代艺术的推广和发

展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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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纽约高线公园 

纽约高线公园(The High Line Park)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西部，是一座废弃铁路轨道改建成的线性

公园，成为了纽约市的一处独特景点。位于曼哈顿区西部，从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南端一直

延伸至哈德逊码头(Hudson Yards)的北端，全长约 1.45 英里(大约 2.33 公里)。原为一条铁路线，建于 1930
年代，曾用作货运铁路，但在 1980 年代停用后逐渐废弃。公园沿线经过曼哈顿的多个地区，包括切尔西

(Chelsea)、麦特区(Meatpacking District)和西村(West Village)等，周边有许多艺术画廊、餐厅和商店。1999
年，纽约市开始考虑将废弃的高线铁路改建成一个城市公园，并成立了非营利组织“纽约高线公园保护

协会”(Friends of the High Line)。经过多次设计和规划，最终确定了公园的改造方案，由世界知名的景观

设计师詹姆斯·科尔(James Corner)和莉兹·迈尔斯(Liz Diller)等人负责设计。从 2006 年开始，公园的改

造工程正式启动，其中包括清理废弃物、铺设新的步行道、种植植物、建造休息区等工作。纽约高线公

园的第一阶段于 2009 年开放，第二阶段于 2011 年开放，最后一段于 2014 年开放，使整个公园得以完工。

纽约高线公园的改造是曼哈顿西部的一次城市更新项目，将废弃的铁路线重新利用，改造成为一个城市

绿地，为当地居民和游客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公园以植物为主，种植了大量的花草树木，营造出了

一片自然的绿洲，与周边的城市景观和建筑融为一体。公园不仅是一个休闲公园，还定期举办各种文化

活动、艺术展览和表演活动，为当地居民和游客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公园的设计和建设充分考

虑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采用了节能环保的材料和技术，推动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6. 山推总厂的改造策略 

6.1. 可持续发展改造策略 

可持续发展是指在满足当前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和破坏未来世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在济宁市山推

总厂改造中，需要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在改造中采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

等，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同时设计和利用高效节能的设备和技术，降低能源消耗，减少对环境的负

担；以及采用环保材料和绿色建筑设计，降低建筑材料的能源消耗和对环境的损害。通过再利用旧材料

和设备，减少资源浪费，最大限度地延长其使用寿命。引入循环经济理念，鼓励材料的再循环和再利用，

减少废弃物产生。确保改造项目的经济可行性，提高工业遗产的经济价值，吸引投资并创造就业机会。 

6.2. 多功能化改造策略 

多功能化的改造策略是将工业遗产建筑或区域改造成同时拥有不同功能的空间或场所，以更好地适

应当代社会的多样化需求。这种策略旨在提高利用率、吸引更广泛的人群并创造更丰富的社区环境。在

设计中运用灵活的空间布局，可以容纳不同类型的活动。需要将山推总厂现存遗址的功能转变为适应现

代需求的新用途，集合多方的核心需求，以城市生活为出发点，整合建筑、景观、艺术、文创、商业等

公共资源，创造出活力四射的“城市客厅”。在山推工厂大楼可以包含办公室、商业空间、文化活动区

域和休闲场所；同时结合商业和文化设施，例如商店、餐厅、艺术画廊、博物馆等，创造一个融合购物

和文化体验的空间。在整个空间的设计中设置一处开放式的公共空间，用于举办各种活动、市集、音乐

会和文化节日，增加社区互动和参与度。建构一个以历史工业遗产为依托，集文化，商业，社区，艺术

为一体的开放城市街区。 

6.3. 保护与修复改造策略 

工业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记忆，因此保护工业遗产的首要目标是保护其文化价值。

尤为重要的文化价值是工业遗产所蕴含的工业化进程、技术发展、社会变迁等方面的历史信息，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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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工业遗产是很多城市的历史文脉和城市特色所在，如果能够实现工业

遗产的保护利用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融合互动，不仅能够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还能保护好城市的

历史文化，增加居民的集体荣誉感和凝聚力，为城市打造特色与亮点[6]。 
山推的工业化的进程所映射的也是时代发展进程的一部分。采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设计手法，保

护山推现存的砖石及钢架的建筑结构，确保其原始建筑风格、结构特征和材料得以保留。包括对建筑物

原始风貌的保护、修复和重建工作，确保其稳固性和安全性，并尽可能地保留原始的外观和内部结构。

广泛的社区参与和共识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厂房遗址的与当地居民、政府、企业、城市公共空间等各

方进行合作，共同制定保护和修复工作的规划和实施方案，确保保护工作符合当地社区的利益和需求。

最后通过展览、讲座、文化活动等方式向公众介绍工业遗产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激发社会对其保护

和修复的关注和参与。 

7. 结语 

山推工业化的进程中，代表着人类工业发展的历史。它们是过去工业时代的产物，反映了工业革命

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现了特定时代的技术、建筑和设计风格。山推总

厂对社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承载着工业化时期的社会记忆，记录着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劳动条件，

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同时也映射着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价值。源起 1917 百年光阴记录着

城市发展的轨迹，岁月在济宁这座城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时代印记，无数的工业遗址见证济宁工业发展

历史的辉煌，耸立在太白路上的山推总厂原址无疑是这史册上最浓墨重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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