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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资源紧张与城市扩张的加速，逐渐存量建筑的更新和室内资源的再利用成为实现城市更新中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建筑拆除和室内装修产生的大量废弃物，给环境带来了沉重负担，而如何在更新

改造中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探讨了如何通过再利用建筑与室内材料减

少环境负荷、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并提升空间的适应性与价值。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存量建筑更新中

的资源管理策略与室内设计实践，展示如何通过创新室内设计的手段实现“旧物新生”，不断推动绿色

发展和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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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 resource scarcity and urban expansion, the renewal of existing build-
ings and the reuse of indoor resources have become key paths to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urban renewal. The large amount of waste generated from building demolition and interior deco-
ration has brought a heavy burden to the environment, and how to effectively utilize existing re-
sources in renovation has become a focus of attention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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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reduce environmental load, extend the lifecycle of resources, and enhance the adaptability and 
value of space by reusing building and interior materials. By combining specific cases, analyzing the 
resource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interior design practices in the renewal of existing buildings 
how to achieve “rebirth of old things” through innovative interior design methods, continuously pro-
moting green development and circular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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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资源紧缺问题的加剧，建筑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建筑行业大

量消耗自然资源，建筑拆除和室内装修所产生的废弃物占据了城市垃圾的主要份额，对环境造成了严重

的负担。传统的拆除与新建模式往往忽视了资源的再利用价值，不仅增加了碳排放，还加剧了能源和材

料的浪费。在此背景下，存量建筑的更新与室内设计的资源再利用成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议题。

与全新的建筑开发相比，对存量建筑进行翻新和再设计，可以大幅减少拆迁带来的建筑垃圾，并通过合

理再利用结构、材料和室内设施实现资源的延续与优化。这种“旧物新生”的理念，不仅提升了空间的

使用价值，也在环境层面降低了新材料的需求，从而推动绿色发展。本文将围绕存量建筑和室内设计的

资源再利用路径展开深入分析，探讨如何通过绿色设计和创新实践将建筑废弃物和室内材料再利用，延

长其生命周期，减少环境负荷。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展示成功的再利用策略如何在实际项目中实现环

境友好和经济可持续的双赢局面。本文的目标是为未来的城市更新与室内设计提供可行的参考路径，推

动绿色发展与循环经济理念在环境设计领域的深度融合。 

2. 通过存量建筑的资源再利用释放旧物新生的城市潜力 

存量建筑是指城市中现有的建筑资产，包括住宅、商业、工业和公共建筑等。这些建筑在长期使用

后往往会出现功能退化或不再符合现代使用需求，需要通过翻新、改造或扩建来提升其使用价值。与新

建筑相比，存量建筑更新具有显著的资源与能源优势，因为它避免了过度的拆迁和新建过程中大量的资

源浪费与能源消耗。存量更新时代从单一的“增量空间管控”转向城市综合治理的“能力管控”[1]，存

量建筑的更新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改造，更是对城市历史和社会价值的传承和保护。例如，由废弃军工

厂改为重要艺术区的北京 798 艺术区，通过资源回收再利用，将原本的军工厂改为了中国重要的艺术聚

集地，其不仅提升了存量建筑的价值，还推动了创意产业的发展，成为文化复兴与资源再利用的典范。

此外，通过合理更新存量建筑，可以缓解城市扩张带来的环境压力，有效降低碳排放和建筑垃圾产生量，

进而推动低碳城市的建设。其中尤以建筑与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材料在存量建筑更新与室内设计中蕴

含着巨大的再利用潜力，所以材料回收与再加工是实现存量建筑更新与室内设计中的资源再利用的关键

路径，通过对建筑废弃物、旧家具和材料的回收，并以创新的方式再加工，这些材料能够在新的设计中

发挥价值，实现“旧物新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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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材料的拼贴与混搭设计 

在存量建筑的室内设计中，不同类型的回收材料可以通过创新拼贴和混搭，赋予空间独特的美学风

格。例如，将旧木材、砖块和金属进行组合，创造出丰富的层次感与对比效果。此外，设计师可以通过拼

贴设计呈现建筑历史的延续性，让不同时间节点的材料在空间中共存，为项目注入独特的文化价值。 

2.2. 模块化与灵活性设计 

回收材料的再利用可以与模块化设计相结合，为室内空间创造更多灵活性。模块化的墙体、家具和

装饰元素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整和重新组合，使空间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使用需求。通过采用回收材料

打造的模块化设计，既降低了未来改造的成本，又减少了拆改过程中材料的浪费。 

2.3. 设计与工艺的结合：传统与现代融合 

回收材料在再加工过程中，设计师还可以将现代设计理念与传统工艺结合。例如，由废弃发电厂改

为知名艺术馆的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其利用原发电厂的内部结构，将大型涡轮机房创新

性的改造成展示艺术品的主展厅。并保留建筑原材料，原有的砖石墙体和金属结构被原样保留，增强了

空间的工业风格。最终其成为伦敦的文化地标，带动了周边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复兴。 

3. 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室内设计的资源再利用实现旧物新生 

数字化技术赋能资源再利用，为存量建筑的更新和室内设计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物联网和大数据平

台实现了资源管理的智能化和精细化，提高了室内设计与量建筑资源回收与再利用的效率。数字孪生技

术则通过虚拟模型对材料生命周期进行全面监控，为设计与施工提供了重要参考，避免了资源浪费。智

能回收系统的应用，进一步推动了循环经济的发展。这些技术不仅赋予旧物新的生命，还促进了绿色设

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2]，通过融合多学科交叉及新技术应用的分析方法实现旧物新生，为未来的

城市更新和室内设计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3.1. 物联网与大数据在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物联网(IoT)和大数据技术为存量建筑与室内设计中的资源管理提供了强大支持。物联网通过传感器

实时监控建筑中的材料、设备和家具的使用状态，实现资源的智能管理与再利用。例如，建筑中的传感

器可以监测电梯、空调、照明系统等设备的运行情况，及时判断是否需要维修或更换，并将数据上传至

云端管理系统。这不仅减少了设备故障带来的资源浪费，还延长了物品的生命周期。例如荷兰“Madaster”
建筑资源数据库平台，它通过物联网技术收集建筑材料的使用信息，为每栋建筑创建“材料护照”。这

些护照详细记录了建筑材料的种类、来源、质量和状态，方便设计师在未来改造项目中直接利用现有材

料，实现资源的循环使用。 

3.2. 数字孪生技术在材料生命周期监控中的价值 

数字孪生技术通过虚拟模型完整再现建筑及其室内环境的全生命周期状态，为材料的再利用提供了

全面监控和决策支持。在室内设计领域，设计师可以通过数字孪生模型模拟材料的使用效果，避免材料

浪费。例如，在改造存量建筑时，数字孪生技术可以精确计算现有结构中哪些材料可以被保留或再加工，

并评估其可再利用的价值。这种精确的管理方式减少了施工过程中材料的浪费，同时提高了资源的利用

率。正如同新加坡“滨海湾花园”数字管理系统一样，滨海湾花园采用了数字孪生技术监控其温室的建

筑结构和材料状态。通过系统实时监测建筑的能耗与设备性能，管理人员可以及时调整维护计划，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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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建筑材料和设备的使用寿命。并且值得设计师进行借鉴的是，这个系统可以提前模拟未来的设计改造

方案，评估现有材料的再利用潜力，从而减少新材料的采购和浪费。 

4. 通过在存量建筑更新中运用灵活空间设计实现旧物新生 

在存量建筑的更新中，灵活的室内设计不仅提升了空间的适应性，还能减少材料浪费和建筑垃圾的

产生。灵活空间设计强调通过模块化、可变布局和可拆卸系统的应用，使室内空间能够适应未来需求的

变化，避免频繁的拆改与重建，从而延长建筑与室内材料的使用周期。这种设计理念与资源再利用紧密

结合，为实现“旧物新生”提供了高效路径。 

4.1. 可变空间与适应性设计 

可变空间设计通过灵活的布局和多功能空间的打造，减少对建筑结构和装饰的频繁调整，降低装修

过程中材料的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这种设计模式主要运用可移动隔断，可拆卸内墙系统等一系列的可

变空间结构和室内体块，例如北京的“中关村智库空间”，通过安装可移动隔断系统，将办公区和会议

区灵活切换，既提高了空间的利用效率，避免了墙体拆改带来的浪费，真正推动了绿色经济发展，也贯

彻了可持续发展这一具有深远战略含义的观念[3]，并且也最大限度的提升了资源的利用率。 

4.2. 模块化与多功能家具设计 

模块化设计是灵活室内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模块化的家具与装饰系统，空间可以根据需求快

速调整，减少了废弃家具的丢弃率，提高了材料的再利用价值。例如宜家“Rognan”模块化家具系统，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改变家具的组合方式，使得一个小空间也能满足多种功能需求。模块化设计使家具的

更换与升级更加灵活，延长了家具的生命周期，提升了空间的适应性和多功能性，为实现“旧物新生”

提供了实践路径。 

5. 破解资源再利用的困境，实现旧物新生的可持续路径 

在存量建筑和室内设计中实现资源再利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技术、政策、市场、协作

和成本等多个维度上不断探索与优化。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通过技术创新、政策支持、市场引导和跨

部门协作，可以有效破解资源再利用的困境，实现建筑材料和室内元素的“旧物新生”。未来随着循环

经济理念的深入推广和数字化技术的赋能，资源再利用将在建筑与设计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绿

色发展和可持续城市建设注入新的活力[4]。 

5.1. 技术与工艺的限制，突破再加工与应用的瓶颈 

对于旧材料的回收与再利用需要经过相当复杂的加工程序，如木材的防腐处理、金属的熔炼与再铸

造等，这些工艺往往需要高成本的设备和专业技术。部分旧材料在加工过程中可能失去原有的强度和美

学效果，限制其在建筑与室内设计中的应用。应当推动技术创新，研发更高效的材料再加工工艺，如自

修复混凝土和免处理再生木材的应用。或借助 3D 打印技术，将废旧材料直接转化为家具和建筑构件。可

以借鉴阿姆斯特丹“De Ceuvel”社区的案例，通过创新的再生技术，将废弃船体材料用于构建办公与居

住空间，降低了原材料的使用需求。 

5.2. 市场接受度的差异，培养消费者认知与推广绿色生活方式 

目前整个消费市场对回收资源和二手家具的接受度较低，主要源于对材料质量和卫生的顾虑。此外，

市场上缺乏有吸引力的回收材料设计方案，阻碍了其广泛应用。所以设计师和社会各界应当加强宣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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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通过展览、博览会和公共活动，向公众展示回收材料的美学与功能价值。并且推广设计美学与绿

色消费理念，将回收材料与时尚设计相结合，提高市场吸引力。 
这方面可以借鉴瑞典的“ReTuna 回收购物中心”，这个中心以回收材料和二手家具为主打，通过时

尚化的设计和陈列成功吸引了大量消费者，推动了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 

6. 结语 

本文探讨了存量建筑与室内设计中的资源再利用路径，并结合具体案例展示了“旧物新生”的实践

价值。通过再利用旧材料和家具、设计灵活空间、保留历史元素，不仅可以减少资源浪费，还能提升空

间的文化和社会价值。然而，资源再利用仍面临技术和市场接受度等挑战，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教育推

广来应对。但是通过这些综合路径的探索与实践，“旧物新生”不仅能够成为应对资源短缺和环境挑战

的有效策略，更将成为塑造城市空间与生活方式的重要创新动力，为未来的建筑设计和城市更新提供可

持续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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