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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济南成丰面粉厂作为中国近现代工业化发展的重要见证物之一，承载着工业建筑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

及社会价值。然而，尽管已有众多学者对其建筑风格、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但

仍存在诸多问题和研究空白。为了进一步探讨济南成丰面粉厂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本报告在系统

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创新点及具体的应用策略，以期为该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提供

新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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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inan Chengfeng Flour Mill,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witnesses of China’s modern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carries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value of industrial architecture. However, 
despite numerous scholars conducting in-depth research on its architectural sty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reuse strategies,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and research gaps. In order to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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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reuse of Jinan Chengfeng Flour Mill, this report pro-
poses new innovative points and specific applica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pre-
vious research results,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for the pro-
tection and reuse of th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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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济南成丰面粉厂，这座承载着济南近代民族工业辉煌与沧桑的百年老厂，不仅是济南工业化历程

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城市记忆与文化传承的宝贵财富。本报告旨在通过深入调研，系统梳理成丰面

粉厂的历史沿革、建筑风貌、保护现状及其在新时代的活化利用情况，为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提供案

例参考。 

2. 济南成丰面粉厂的概况 

2.1. 成丰面粉厂发展的历史背景 

济南成丰面粉厂(济南成丰粮油食品总厂)，位于济南市天桥区成丰街 25 号，面临官扎营街，北靠工

商河，占地 1.5 万平方米，是成丰桥片区主要近代工业，现为济南市天桥区文物保护单位。1921 年，苗

杏村联合他人在济南官扎营地区置地(今济南火车站北)筹建成丰面粉厂。1922 年，筹建完备的成丰面粉

厂开始正式投产运营，运营中的面粉厂年产值达到 70 多万包。1929 年又投资扩建了制粉楼。日后又经过

几次扩建，到 1930 年成丰面粉厂共有钢模 20 多部，工人 600 余人，日产能力近万包，至此成丰面粉厂

进入鼎盛时期，并于 1935 年创办西安分厂。它不仅在济南的面粉行业规模最大，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也是

屈指可数。现在的天桥区仍有一条名为“成丰街”的东西走向的道路，这条街道即为当时苗家出资铺设

而成。1937 年，日军侵入济南，面粉厂被日军军事管制，次年成丰面粉厂被迫改为“东亚面粉厂”，自

此面粉厂走向没落。新中国成立后，成丰面粉厂先是公私合营，而后成为国有企业，改名为济南成丰粮

油食品总厂。 

2.2. 区位概况与周边环境 

2.2.1. 区位概况 
济南成丰面粉厂位于天桥以西，南面紧靠现在的济南火车站，北部靠近工商河，距离天桥区堤口路

约 1000 米左右。扎营棚户区改造于 2011 年开始，现在正在进行中，厂区周边拆除完毕，回迁住宅建设

也已进入收工阶段。作为济南近代工业发展的重要遗产，成丰面粉厂在北商埠区的规划中得以保留。2009
年，济南成丰面粉厂被审批为济南市天桥区文物保护单位；2011 年，济南市规划局“济规管函[2011]707
号”文件，依据天桥区文化局出具的保留建筑示意图，审批了包括该项目在内的官扎营安置区规划设计

方案，该方案按照“保留文物建筑、预留开敞空间、更新使用功能、展示传统工业文化”的思路，要求在

满足文物保护和兼顾居民文化活动需求的基础上，对成丰面粉厂进行保护利用，结合面粉厂原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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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文物建筑，规划了占地约 1.5 公顷的绿化广场，并对外开放使用，形成良好的沿街展示界面及公共开

敞空间。 

2.2.2. 周边环境 
成丰面粉厂位于老商埠区北侧，周边道路交通状况良好。作为济南老城区，天桥区人口密度较大，

各类基础设施齐备。成丰面粉厂周边交通十分发达便利。面粉厂南邻仅隔几步之遥即为现在的济南火车

站，作为山东重要输运站，济南火车站每天有数班发往全国各地的火车，同时也有数万吨货物需要在此

中转运输。沿天成路往北大约 1.6 公里，即为现在的济南汽车总站。同时面粉厂周边还有天成路、堤口

路、西工商河路、无影山路等市区主干道路。 

2.3. 成丰面粉厂的形成和发展 

1904 年，济南成为全国首个自开商埠的内陆城市，外国资本涌入，津浦铁路全线通车，济南人口激

增，一跃成为“山东内陆第一大商贸中心”，民族工业快速崛起，面粉行业迅猛发展。这为成丰面粉厂的

创办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苗氏家族来自淄博桓台，最早经营粮食而发达。1899 年苗氏在济南泺口首创恒聚和粮栈，积累了丰

富的粮食行业经验。1921 年苗杏村联合他人在济南官扎营地区置地今济南火车站北，开始筹建成丰面粉

厂。并于当年月，山苗杏村、苗星垣、王冠东、韩秀泉等三十九人发起，正式召开成立会选举第一届董事

会苗杳村为总董事长兼总经理，韩秀泉为协理、苗星娜为经理定名济南成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

8 月，成丰面粉厂正式投产，日产面粉 2000 包当年结算即获得纯利 7.5 万元。苗氏集团深知小规模的企

业在竞争危机中是难以立足的于是将利润的大部分转作投资，扩大再生产，增添机器，次年日产能力便

达到了 5200 包。几经扩建到 1930 年，成丰面粉厂共有钢磨 20 多部，工人 600 余人，日产能力近万包。

并于 1935 年 6 月创办西安分厂。此时的成丰面粉厂可谓如日中天，不仅成为当时济南规模最大、产量最

高的面粉厂之一，在全国范围内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37 年底，日军侵入济南成丰面粉厂被日军军事管制。1938 年初，被迫与日商合办成丰面粉厂改名

为东亚面粉厂，苗星垣任中方副经理。成丰面粉厂从此走向没落。1948 年济南解放后成丰面粉厂恢复正

常生产，重新走向复苏。1954 年，苗星垣代表资方申请成丰面粉厂实行公私合营得到人民政府批准，苗

星垣任公私合营济南成丰面粉厂经理。现为济南成丰粮油食品总厂。 

3. 成丰面粉厂的建筑风貌 

成丰面粉厂建筑群整体布局规整，建筑风格具有典型的西洋式工业建筑特征。其结构形式主要采用

红砖砌筑的墙体和钢筋混凝土梁柱结构，屋顶形式以坡屋顶和平屋顶相结合，形成了功能性与美观性并

存的建筑形态。建筑立面设计简洁大方，装饰细节考究，体现了当时工业建筑中西方设计理念与中国本

土文化的结合。 
成丰面粉厂的办公楼及仓库等都是具有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尤其是该厂的办公楼始建于 1922 年全部

是砖木结构从外观上来看，虽然经过岁月的冲刷己经看不出建筑的色彩，但我们仍然能发现其独有的特

点，整个建筑的线条流畅华美，外墙平坦且嵌着精美的雕刻和面粉厂的标志“菊花”，办公楼的内部常

常可以发现穿插的曲面和椭圆形的空间，活泼而又不失庄重。这座古老的厂房见证了成丰面粉厂的兴衰，

更是济南近代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然而 2007 年 9 月 8 日的一场大火使得这座极具历史价值的厂房付之

一炬，楼内的全部设施已经化为灰烬，好在建筑的主构架还在，还能进行保护和再利用，这也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建筑的坚固和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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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厂区内现存主要建筑物现状 

3.1.1. 厂部办公楼 
厂部办公室作为厂部核心建筑位于厂区最南端，面临成丰街。在建筑形制上，办公楼呈现“凹”字

形，中间为入口，两侧为双耳。整个建筑是当时普遍流行的砖石结构，底部约为一米高的基石，每块石

头呈现长方形，排列整齐，显示出建筑的粗犷性格。楼体为青砖垒砌。窗口为长方形与拱形，屋顶为红

瓦覆盖。一、二层都有前廊，券门形主入口在南立面，拱形窗，窗框皆为以前常用的绿色(见图 1)。一、

二层都有前廊，券门形主入口在南立面，拱形窗，窗框皆为以前常用的绿色。建筑立面简单的曲线处理，

虽有巴洛克的装饰风格，但却不流连于繁复的装饰。 
 

 
Figure 1. Realistic view of the factory office building 
图 1. 厂部办公楼实景 

3.1.2. 制粉楼 
制粉楼是面粉厂主要生产车间，位于厂区最北部，是整个厂区体量最大的建筑，于 1935 年落成。建

筑主体为五层，东侧为放置高位水箱加建为 7 层，高度 31.38 米，曾经是济南至高点。建筑采用砖砌木梁

结构，墙体厚约为 50 厘米，立面铺挂水泥砂浆，唯一的装饰仅为窗楣的简单纹样(见图 2)。如此大体量

的建筑仅采用砖木结构，看今天看来仍让人惊叹。由于 2007 年的火灾，楼层板及其他木作结构被烧毁，

现存的只有建筑主体框架，以及零星散布的梁柱。在天桥区公布的规划方案中，此建筑确定保留。 
 

 
Figure 2.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owder mill building 
图 2. 制粉楼建筑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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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厂区粮库 
位于办公楼东西侧的分别是厂区粮库、成品库，建于 1922 年。粮库体量较大，南北开间达到 93 m，

东西进深为 23 m。整个建筑跨度较大，墙厚 48 cm，内部设置方柱，柱子间隔为 4.2 m。建筑装饰主要集

中于南立面，山墙作曲线装饰设计，上部以中线为界点，两侧各开拱形窗户。粮库是一座体量较大的单

层木构架建筑。南仓库和西仓库都是单层木屋架形式，以石墙为基，以砖墙为体。南北山墙上装饰以曲

线形的山尖，显示出巴洛克的装饰风格(见图 3)。屋顶采用传统双陂顶，灰瓦覆盖[1]。木屋架的单层开敞

建筑形成良好的空间氛围，高大略显空旷的内部空间为改造提供多种可能性。 
 

 
Figure 3. Current situation of grain depot buildings 
图 3. 粮库建筑现状 

3.2. 成丰面粉厂遗产价值 

济南成丰面粉厂的主要建筑都建造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具有典型的巴洛克风格，同时也融汇东方建

筑构造特点。作为济南近代重要工业制造厂，厂区建筑是近代济南工业建筑的典型代表，其所拥有的价

值是不可估量的。 

3.2.1. 价值分析 
历史文化价值方面。“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存留于建筑间，融汇于生活里”。建筑是城市记忆、城市

情感的“贮存器”，成丰面粉厂的建筑包含了它所处的时代特征，带有明显的上世纪 30 年代济南社会发

展的印记。开埠政策的施行，各种思想文化交融发展，外国建筑风格深刻影响当地建筑样式，中西合璧

的建筑形制流行开来。面粉厂的办公楼、制粉楼、粮库的装饰细节都具有典型的巴洛克建筑风格，但灰

瓦覆盖、双坡屋顶、木作结构，这些又极具中国建筑特点，中西融合的风格体现济南当下建筑文化特色。

作为济南重要的面粉制造业的代表，它不仅承载着这个城市的记忆，更见证着近代中国大批民族实业家

“实干救国”的爱国情怀。 
艺术审美价值方面。先进的建筑理论、建筑技术、建筑材料首先被广泛的用于工业建筑之上，柯布

西耶曾赞美“工程师们严格服从指令性任务书的要求，获得了体块的母线和显示线；他们指明了道路，

创造出来清楚的、简洁的造型产品，给我们的眼睛以几何体的平静，给我们的心以几何体的愉悦。这就

是工厂，新时代的第一批令人满意的成果”[2]。成丰面粉厂的多数建筑是中西混合形制，曲线山墙、富

于变化的自由造型为人们展示西方巴洛克建筑特色，精美卯榫结构、双面硬山式屋顶又十足的展示中国

传统建筑特征。东西方的建筑风格特色在建筑上得以完美的融合。厂区最前部的厂部办公楼，四米层高

彰显出空间的广博性，“凹”字性质，展示建筑美质。面粉厂粮库是单层建筑，建筑内部跨度大、框架结

构，拱形采光玻璃窗。作为当时最高建筑的制粉楼，巨大的体量，简单的装饰，这些都具有极高的艺术

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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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价值方面。厂区内现存的制粉楼、办公楼、粮库等空间开阔宽敞，建筑质量良好，结构保存相

对完整，厂区建筑蕴含改造再利用的巨大潜质，存在可观的经济价值。 

3.2.2. 创新点与研究策略 
功能定位的多元化与复合化策略在功能定位方面，应跳脱传统的单一功能模式，提出多元化与复合

化的功能定位策略。具体而言，可以将成丰面粉厂划分为多个功能区域，如文化创意展示区、城市工业

博物馆区、社区公共活动区及商业开发区等，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提升建筑的综合利用价值和社会

效益[3]。通过这种多元化功能定位策略，不仅能够丰富建筑再利用的内容和形式，还可以避免单一功能

定位带来的资源浪费和建筑空间利用率低下等问题，实现建筑再利用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 
基于保护与再利用平衡的技术策略在保护与再利用的技术策略上，应采用“加建不拆建”的设计理

念，即在不破坏原有建筑结构和历史风貌的前提下，通过轻质结构的加建和内部空间的合理改造，实现

建筑功能的现代化转型。具体技术策略包括： 
结构加固与内部改造对建筑内部进行必要的加固与结构调整，确保建筑安全性和使用功能，同时尽

量保留原有建筑的墙体、梁柱等结构特征。 
新旧建筑元素的融合在建筑立面和内部空间设计中引入现代建筑元素，通过材料和设计语言的对话，

形成新旧建筑元素的和谐共存，提升建筑整体美感和文化品位。 
公众参与与社会共建机制为了提升成丰面粉厂再利用的可持续性，本文提出引入公众参与与社会共

建机制，通过建立社区参与平台、公众教育项目及志愿者活动等方式，增强公众对成丰面粉厂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在运营模式上，可以采用公私合作(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保护与再利用，推动文化遗

产保护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 
基于以上创新点，本文提出以下具体的应用策略与实践方案： 
文化创意与工业遗产的融合利用：将成丰面粉厂改造为集文化创意产业、工业遗产展示及社区公共

活动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打造一个集展览、艺术创作、公共活动、文化教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

文化创意园区。 
历史记忆与现代功能的双重保护：在建筑改造过程中，注重对历史记忆的保留，如通过多媒体展示、

历史照片展览及沉浸式体验空间等形式，再现成丰面粉厂的历史风貌和工业生产场景。 
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效益提升：引入绿色建筑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如利用屋顶绿化、雨水回收及

太阳能发电等技术手段，提升建筑的生态效益和环境质量，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三重

提升。 

4. 成丰面粉厂的保护现状分析 

现在的成丰面粉厂叫做“济南成丰粮油食品总厂”，属于济南民天集团，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面粉

厂的经营非常不景气，生产基本停滞了，靠出租厂房维系着生存。一提起“成丰面粉厂”这个名字，相信

很多老济南人都不会陌生。作为济南开埠后新兴民族工业的代表，如今通过修缮、改造，成为集电竞赛

场、餐厅、博物馆、美学空间、潮流基地、众创空间于一体的 1922 电竞新媒体产业园，百年老建筑得以

“重获新生”。据了解，园区每年都在积极引入电竞赛事或电竞活动，打造有集成能力和带动作用的电

子竞技、文化创意、数字科技融合生态圈，成为新时代年轻人和潮流产业的聚集地。 

4.1. 文物保护与认定 

成丰面粉厂自 2013 年被正式列入济南市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着其历史与文化价值得到了

官方认可与保护。随着文物保护力度的加大，成丰面粉厂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为其后续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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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与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4.2. 全面修缮与恢复 

据“济南发布”，2013 年底，此处被列入济南市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20 年，成丰面粉

厂修缮工程正式启动。如今通过修缮、改造，曾经一度荒废的老厂房成为集电竞赛场、餐厅、博物馆、美

学空间、潮流基地、众创空间于一体的 1922 电竞新媒体产业园，百年老建筑得以“重获新生”[4]。5 月

13 日，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探访了位于天桥区官扎营新区附近的 1922 电竞新媒体产业园，也就是

原成丰面粉厂的旧址。自北向南进入园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原面粉厂制粉楼。在经历了 2007 年的大

火后，该楼仅余下残缺的四面墙壁，因而修缮时在建筑外围加装了玻璃幕墙走廊，恢复了往日的“英姿”。

像这样“古今结合”的建筑设计在该园区并非个例，扩大了建筑功能性的同时，似乎也向人们展现着老

建筑的新面貌。继续向内行走，便是一排排南北走向的原面粉库房，最长的一座有百余米。库房建筑以

石墙为基，红瓦砖墙，南北山墙饰以曲线形的山尖，具有典型的巴洛克风格，同时也融汇东方建筑构造

特点。记者看到，宽大的库房空间里，入驻了包括美术馆、电竞会场、餐厅等经营场所。有的店铺还处在

装修阶段，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向内看，空旷的库房内有装修工人正在忙碌着[5]。园区最南边的建筑是一

栋二层小洋楼，楼前绿树成荫。这里是一座小型博物馆，馆内陈列着成丰面粉厂时期的相关文件、商标

审定书、产品包装等，它们无声地“讲述”着这座百年老厂的辉煌历史。 

4.3. 活化利用与传承 

历史建筑活化利用，最关键的在于“内容”，“因此我认为，旧建筑翻新利用后，一定要成为某些功

能的载体。它可以是电竞等主题，甚至可以是‘迷你民政局’等便民场所。这样才能‘留住’来访的游

客，给游客一个‘我绝对要去’的理由。”在发展电竞新媒体产业园区方面，“需要一个慢慢培养的过

程，只有扩大发展相关产业的‘土壤’，才能结出丰盛的果实。”[6]据了解，《济南市城市更新专项规

划(2021~2035 年)》专门提及旧厂区更新策略，即“活化利用具有遗产价值的旧厂区，优先落位先进制造

业和数字经济”。2023 年 9 月，1922 电竞新媒体产业园项目被评为山东省首批活化利用类城市更新示范

项目，对历史建筑活化利用具有示范意义。园区运营方山东全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有关人士介绍，一方

面，通过与高校联合创办电竞专业实训基地的方式，实现体教融合，将围绕电子竞技各类专业人才培养、

游戏品种研发、IP 赛事活动打造等方向培养产业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园区将与省市电竞协会、行业

头部团队等合作，每年引入电竞赛事或电竞活动，打造有集成能力和带动作用的电子竞技、文化创意、

数字科技融合生态圈，成为新时代年轻人和潮流产业的聚集地。 
2021 年 9 月，济南市印发了《济南市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打造“生活秀带”工作方案》，其中提

出统筹谋划，构建胶济铁路工业遗产廊道，商埠轻工遗产区、工业振兴遗产区、三线军工遗产区，以及

在其他区域多点分布的“一廊三区多点”的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体系。2022 年 8 月，《济南市“十四五”

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印发。其中提到，济南市特殊类型地区包括历城区老工业区以及莱芜区、

钢城区资源型地区、革命老区。推动老工业地区重构制造业竞争优势和活化利用工业遗产，建设动能充

沛的“产业名城”和产城融合的“生活带”。 

5. 总结与展望 

成丰面粉厂的活化利用不仅为老建筑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也为济南的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注入了新

的动力。园区每年积极引入电竞赛事或电竞活动，打造电子竞技、文化创意、数字科技融合生态圈，成

为新时代年轻人和潮流产业的聚集地。同时，园区还通过与高校联合创办电竞专业实训基地等方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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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融合培养产业复合型人才进一步推动电竞产业的发展壮大[7]。 
未来，成丰面粉厂的保护与再利用可以继续从以下几个方向深化研究与实践： 
精细化保护与再利用的结合：进一步探索基于精细化保护的建筑再利用技术与方法，以微干预的方

式实现历史建筑的功能转型和现代化适应。 
多主体参与机制的构建：推动政府、学术界、企业及社区多主体的广泛参与，共同制定成丰面粉厂

的保护与再利用方案，形成合力。 
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播的提升：通过开展多形式的文化传播活动，如数字化展示、互动体验项目等，

让公众更好地了解成丰面粉厂的历史价值及其再利用的重要性。 
展望未来成丰面粉厂及其所在的 1922 电竞新媒体产业园将继续发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历史文化

底蕴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入驻推动电竞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深度融合为济南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新的力量。同时随着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理念的深入人心，成丰面粉厂也将成为济南乃至全国工业遗产

保护与利用的重要案例和示范项目为更多老建筑焕发新生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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