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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视域下沈阳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研究

哈　 静ꎬ白程予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研究所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通过对沈阳市开展全域旅游的实践研究ꎬ目的在于对沈阳本地、辽宁省乃

至东北三省的旅游发展提出发展策略ꎮ 不同于其他普通城市ꎬ作为因工业而闻名

的沈阳应充分发挥工业遗产在旅游中的重要作用ꎬ使其得到科学保护与合理开发ꎬ
彰显沈阳工业之都的本色ꎮ 提出了全域旅游阶段沈阳工业遗产旅游的发展思路ꎬ
对于沈阳开展特色全域旅游、弘扬沈阳传统工业文化、助推产业结构调整、提振现

代工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ꎮ

关键词:全域旅游ꎻ沈阳ꎻ工业遗产ꎻ景观ꎻ铁西

中图分类号:Ｆ５９２. ７　 　 　 文献标志码:Ａ

　 　 ２０１６ 年ꎬ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正式提

出了“全域旅游”的理念ꎬ随后“全域旅游”成
为了旅游界及其他行业关注的热点问题ꎬ也得

到了各地方政府的广泛关注ꎬ并就此进行了各

具特色的实践活动ꎮ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ꎬ如
何正确认识当地旅游业发展是沈阳市政府亟待

解决的问题ꎬ作为因“工业”闻名的沈阳市而言ꎬ
使人们正确认识代表工业城市特色的工业遗产

是沈阳市政府应重点关注的内容ꎮ

一、全域旅游视域下沈阳工业遗产的保

护利用

　 　 “全域旅游”基本思想是要突破旅游目

的地景区的空间与资源的行业限制ꎬ将整个

目的地视为一个景区ꎬ在此基础上实现旅游

产业的全景化、全员化、全覆盖化ꎬ体现“处
处是风景”“人人是导游”“行行服务于旅游”
的理念[１]ꎮ 李金早局长在会议上提出全域

旅游要因地制宜ꎬ突出特色ꎬ不可简单复制、

粗暴克隆ꎮ 避免出现千城一面、千景一格、千
点一味、千域一样的呆滞状况ꎮ

在提倡全域旅游的大环境下ꎬ笔者认为

沈阳市应深入挖掘自身特色ꎬ建设成为有地

域性特色的城市ꎮ 沈阳市是举世瞩目的工业

之都ꎬ是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ꎬ被誉为“共和

国工业的发源地” “民族工业的脊梁”ꎬ在新

中国工业发展史上创造了数百个工业辉煌ꎬ
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ꎬ众多

“共和国第一” 缔造了沈阳工业的不朽神

话[２]ꎮ 所以ꎬ在特色城市建设上ꎬ代表沈阳

辉煌的工业遗产理应发挥重要作用ꎬ得到科

学保护与合理利用ꎬ彰显沈阳工业之都的本

色ꎮ

二、沈阳工业遗产旅游资源情况

沈阳的工业遗产资源主要分为 ３ 大板

块ꎬ即大东区、皇姑区和铁西区ꎮ 铁西区被称

为“东方的鲁尔”“共和国的装备部”ꎬ但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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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东区和皇姑区在工业起源时间上要早于

铁西区ꎬ其工业规模也大于铁西区ꎬ它们是重

要的民族工业基地和国家重要军事工业基

地ꎮ 现在大东区和皇姑区内主要有沈阳飞机

工业集团、沈阳黎明发动机制造公司、东基集

团公司、新光机械厂等企业ꎬ这些厂区规模宏

大ꎬ厂区内保存状况良好且类型多样的工业

遗产资源ꎬ如大东区和睦路工人村、博物馆、
厂房、工业设施等ꎮ

随着“退二进三、东搬西建” 发展战略的

实施ꎬ原铁西工业区已被现代城市生活区所

代替ꎬ大量的工业厂区、厂房、建筑设施等被

拆除或破坏ꎬ但厚重的工业历史仍在铁西区

大地上留下众多的工业遗迹ꎬ它们在沈阳工

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的印记[３]ꎮ
铁西区内目前保留有沈阳铸造博物馆(见图

１)、铁西工人村、由重型机械厂改造的 １９０５
文化创意园(见图 ２)以及红梅味精厂等较为

集中的工业遗产片区ꎮ 铁西区的工业遗产保

护程度不一ꎬ例如ꎬ重型文化广场得到了保护

与开发ꎬ红梅味精厂则不然ꎮ

图 １　 沈阳铸造博物馆

　 　 除三大工业遗产板块之外ꎬ沈河区、和平

区等也存在一些工业遗产ꎬ例如沈河区原印

刷厂被改造利用为 １１ 号院艺术区(见图 ３)ꎻ
沈河区原沈阳钟厂被改造利用为皇城里文化

产业园等ꎬ但不及铁西、皇姑和大东区的工业

遗产集中ꎮ

三、全域旅游视域下沈阳工业遗产旅游

发展思路

１.铁西工业遗产旅游成为全域工业旅游的引擎

沈阳铁西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工

图 ２　 １９０５ 文化创意园

图 ３　 １１ 号院艺术区

业区ꎬ人们常说“东北看辽宁、辽宁看沈阳、
沈阳看铁西”ꎬ铁西区跨越了日伪统治、解放

战争、国家“一五” “二五”时期等近百年历

史[４]ꎮ
以铁西区作为开启沈阳工业旅游航母的

原因有 ３ 点:第一ꎬ随着铁西工业区的搬迁ꎬ
被闲置的工业遗产正适合加以合理地开发与

利用ꎬ使其重新焕发活力ꎻ第二ꎬ工业遗产分

布较为集中ꎬ便于组合ꎬ有利于形成工业遗产

旅游线路ꎻ第三ꎬ与以军工企业为主的大东

区、皇姑区相比ꎬ铁西区的工业遗产资源具有

开放性ꎬ适合开发旅游项目ꎮ
铁西工业遗产旅游的发展可以带动沈阳

工业旅游甚至是东北工业旅游的广泛开展ꎬ
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旅游的龙头和引

爆点ꎮ
２.穿越传奇游线实现“区景一体”化

全域旅游要发挥旅游与功能相结合ꎬ就
要使旅游发展从“围景建区”向“区景一体”
转变ꎮ 所以ꎬ在全域旅游阶段ꎬ旅游活动不一

定完全固定在景区内ꎬ还要扩大到城市之中ꎮ
沈阳市工业遗产旅游的发展即可突破景区的

界限ꎬ开发城市工业遗产景观廊道ꎬ做到到处

是风景ꎬ而非到处都是景点景区[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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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西区工业遗产组团数量众多ꎬ经过合

理的布局与设计可规划出百年穿越游线ꎬ即
将中国工业博物馆、１９０５ 文化创意园、红梅

味精厂、工人村生活区、铁西新区等重要工业

遗产以卫工明渠水路景观廊道为主线ꎬ形成

沈阳百年工业穿越游线ꎬ打造古今传奇工业

游ꎬ使游客深入体会工业传奇魅力与震撼

(见图 ４)ꎮ

１. １９０５ 创意园ꎻ２. 铁路专线景观廊道ꎻ３. 工业文化城

区ꎻ４. 红梅味精厂ꎻ５. 建设大路景观廊道ꎻ６. 卫工水

陆景观廊道ꎻ７. 现代工业展示区ꎻ８. 工人生活展示

区ꎻ９. 工业文化城区主题城市综合体ꎻ１０. 中国工业

博物馆序言厅

图 ４　 百年传奇游线

　 　 (１)中国工业博物馆———沈阳工业文化

展示区ꎮ 中国工业博物馆位于沈阳市铁西区

卫工北街与北一西路交汇处ꎬ由老馆和新馆

共同组成ꎮ 老馆始建于 １９３９ 年ꎬ由沈阳铸造

厂改造为沈阳铸造博物馆ꎬ新馆则包括机床

馆、通史馆、铁西新区十年馆等ꎮ 博物馆总占

地面积 ０. ０８ ｋｍ２ꎬ建筑面积 ０. ０６ ｋｍ２ꎮ 将其

作为沈阳古今传奇游线的起点ꎬ拉开沈阳工

业发展历史的序幕ꎮ 但目前博物馆内容设置

仅以展示为主ꎬ应对其进行升级改造ꎬ增加趣

味体验活动ꎬ使其更具活力和吸引力ꎮ
(２)１９０５ 文化创意园———工业遗产休闲娱

乐区ꎮ 占地０.００４ ｋｍ２ 的１９０５ 文化创意园刻意

保留了沈阳重型机械厂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前老厂房

建筑群的主体框架ꎮ 以 １９０５ 文化创意园为中

心ꎬ整合周边资源ꎬ带动周边文化广场、艺术咖

啡馆ꎬ注入餐饮、住宿、购物等休闲商业业态ꎬ大
力发展工业文化创意旅游产业ꎬ同时开发一批

集工业元素与生活实用功能于一体的高端工业

文化创意旅游商品ꎮ
(３) 红梅味精厂———工业遗产旅游综

合体ꎮ 红梅味精厂位于铁西区卫工北街 ４４ 号ꎬ
总占地面积约 ０.１１７ ｋｍ２ꎬ是铁西区保留比较完

整的最后的工业历史片区ꎬ将红梅味精厂的老

旧厂房及其中的工业设施进行整体性保护ꎬ通
过改造旧厂房和机械设备ꎬ打造主题景观ꎬ注入

休闲娱乐业态ꎬ构建集主题游乐、观光休闲、科
普体验、餐饮住宿、文创消费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工业遗产旅游综合体ꎮ
(４)工人村和劳动公园———工人怀旧生活

体验区ꎮ 将位于铁西区赞工街的工人村和附近

的劳动公园进行整合ꎬ打造为工人怀旧生活体

验区ꎮ 工人村是共和国最早的工人住宅楼群ꎬ
由建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 ７ 栋工人宿舍楼半合

围而成ꎬ７ 栋建筑全部为３ 层起脊闷顶红砖的苏

式风格建筑ꎬ总占地面积 ０. ０１５ ｋｍ２ꎮ 目前ꎬ铁
西区将其中 １ 栋建筑打造为工人村生活馆予以

展示ꎬ另外有 ６ 栋保护较好的工人住宅楼被闲

置ꎬ可将其开发为工人聚落体验区ꎬ还原生活场

景ꎬ参观与体验相结合ꎬ增加“游”味ꎬ让当代工

人在此住宿、餐饮、娱乐ꎬ赋予其生命力ꎮ 将劳

动公园打造为城市工人休憩空间ꎬ以工人为主

题作劳模墙、劳模雕塑等ꎬ并可结合婚纱摄影、
知青生活等主题活动ꎬ开发怀旧特色旅游ꎮ

(５)铁西新区———现代工业企业观光区ꎮ
２００２ 年ꎬ沈阳将铁西区和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整合成立铁西新区ꎬ成为中国著名的工业区ꎮ
区内企业密集ꎬ场景气势恢弘ꎬ厂区整洁优美ꎬ
工艺生产线一流ꎬ该区作为古今传奇游的高潮

部分ꎬ使游人深刻感受到现代工业的强大魅力ꎬ
体会沈阳的飞速发展和翻天覆地的变化ꎮ 该区

以沈阳沈中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北方重工集团

(盾构机)、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可口可乐饮

料有限公司、康师傅食品有限公司等工业企业

为代表ꎬ发展工厂观光博览与体验产业ꎮ
(６)卫工明渠水路景观轴———古今传奇游

线景观廊道ꎮ 打造卫工明渠水路景观轴线(即
由卫工明渠水系和旁边干路组成)ꎬ将其作为联

系上述工业组团的纽带ꎬ沿线布置工业景观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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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穿越之旅线路完整展现沈阳百年工业发展

的历史进程ꎬ促使其成为沈阳工业旅游的精品

线路ꎮ
３.以工业遗产景观全域化塑造全域旅游工业形

象体系

　 　 全域旅游的宗旨是共建共享ꎬ改变旅游模

式只是“景点、景区、企业独建独享”“景区内外

两重天”的格局ꎮ 那么在景点景区之外ꎬ沈阳需

构建全域景观系统ꎬ而工业遗产景观应成为沈

阳全域景观系统中的特色景观ꎬ与其他景观共

同构建“城在景中、景在城中”的景观新格局ꎬ全
面推进全域景区化[６]ꎮ

充分挖掘工业城市独特的文化符号ꎬ保护

能够体现工业景观特色的设施ꎬ例如高炉、水
塔、烟囱、铁路、吊车等ꎬ将其融入城市的景观环

境中ꎮ 选择性地保留有价值的铁路线路ꎬ在铁

路线周围设置工业景观ꎬ并可恢复铁路专用线

的运输功能ꎬ作为小火车参观步道ꎬ带领游人游

走在铁路线上ꎬ欣赏城市景观ꎬ感受沈阳的辉

煌ꎬ例如沿建设大路两侧设置系列工业遗产景

观(见图 ５)ꎮ

１.晨曲ꎻ２.暮歌ꎻ３.铿锵名录ꎻ４. 雪花 １９３１ꎻ５. 机床 １９７０ꎻ

６.力量ꎻ７.孵化器ꎻ８.印刷乐章ꎻ９.工业魔方ꎻ１０.速度

图 ５　 沿建设大路两侧设置的工业景观体系

　 　 沈阳市拥有很多工业遗产ꎬ例如水塔、高
炉、铁路线、小火车、管道以及很多可移动的工

业设施等ꎮ 以铁路线为例ꎬ仅铁西区就曾有 ６７
条铁路专用线ꎬ它们曾完成重要使命ꎬ是老铁西

最珍贵的记忆和象征ꎮ 随着城市的发展ꎬ很多

铁路线被拆除ꎬ但目前仍有大量的铁路专用线

被存留ꎬ它们完全有可能在全域旅游阶段及景

观全域化的发展需求中发挥重要作用[７]ꎮ
　 　 对于城市旅游形象的塑造要遵循整体性原

则ꎬ重视保存工业文化整体意象[８]ꎬ以情景再现

或微缩的方式打造系列景观小品ꎬ展示具有纪

念意义的工业生产场景ꎬ并配以工业历史场景

解说系统ꎬ增强传奇工业历史的文化渗透功能ꎬ
构成一个完整的城市工业旅游形象塑造体系ꎮ
４.通过创建工业主题博物馆联盟再现老沈阳印

记

　 　 通过建筑和景观的设置ꎬ以工业主题博物

馆的形式ꎬ选择特色突出、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遗

产予以保护ꎬ保留城市的历史与文化记忆[９]ꎮ
以沈阳铸造博物馆、铁西工人村生活馆、铁西人

物馆、蒸汽机车博物馆、百年造币博物馆、老龙

口酒厂博物馆、沈飞航天博物馆等为核心ꎬ打造

工业主题博物馆联盟ꎮ 根据历史年代将不同工

业主题博物馆联系起来ꎬ绘制工业主题系列博

物馆游览地图ꎬ举办工业博物馆奇妙夜主题活

动ꎬ再现沈阳人昔日的工作和生活场景ꎬ留住人

们对老沈阳的永久记忆ꎬ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沈

阳深厚的工业历史和文化底蕴ꎮ
５.打造“中国第一工业企业博览园”和“第一企

业连环游”
　 　 在新中国 ６０ 余年的工业史上ꎬ沈阳曾经创

造了 １００ 个“第一”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凭借着自

身的基础优势、技术优势ꎬ沈阳担负起国家重工

业基地的使命ꎬ汇聚了重化工业、军用工业、轻
工业等众多类型的工矿企业ꎬ在社会主义建设

中成为国家工业的装备部[１０]ꎮ 经过 ６０ 余年的

倾力建设和飞速发展ꎬ沈阳已成为中国重工产

业基地的领头羊ꎮ 数以百计的“新中国工业第

一”铸就了沈阳乃至中国工业的辉煌历史与不

朽传说ꎮ
所以ꎬ政府可以从制造“第一”的工业企业

中选出一定数量且具有特色的企业进行合理的

线路开发与设计ꎬ打造“中国第一工业企业”连
环游ꎮ 这些特色工业企业可以向游客销售企业

商品和分发各种宣传介绍材料ꎬ例如:沈阳飞机

工业集团可将其生产的飞机制成仿真模具在展

厅中销售ꎻ沈阳雪花啤酒厂可以在游客参观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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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生产线、检测线、包装线后ꎬ品尝当天酿造的

香醇的啤酒ꎬ购买罐装雪花啤酒形状的照相机

等旅游产品ꎻ沈阳第一制药厂可以建立展示性

的药品展销部ꎮ 这种做法既可以突出旅游线特

色ꎬ游客还可以体验或购买货真价实的产品ꎮ

四、结　 语

工业遗产旅游是工业历史和工业文明得以

传承的有效载体ꎬ是沈阳开展工业旅游及旅游

业的灵魂所在ꎮ 沈阳开展工业遗产旅游对于弘

扬传统工业文化、助推产业结构调整、提振现代

工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ꎮ 而作为东北地区

中心城市的沈阳ꎬ通过开展工业遗产旅游ꎬ可以

充分发挥沈阳对周边城市的辐射以及带动作

用ꎬ促进辽宁省和东北地区工业遗产旅游及全

域旅游的广泛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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