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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工厂再利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郑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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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发展，老旧工厂区逐渐沦为破旧遗址。老旧工厂区是凝结一代人情感记忆的地标建筑，

也是见证城市发展的活化石，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教育价值等，对其再利用对提升城市文

化实力、增强城市影响力、促进经济发展等有重大作用。目前，郑州市老旧工厂再利用发展前景欣欣向荣，

但是存在高素质人才缺少、有效资本不足、保护利用意识弱相关等问题。本文通过对郑州老旧工厂改造过

程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供几点策略，以期促进郑州老旧工厂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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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州老旧工厂的产生 

1.1  郑州工业发展史 
郑州工业的发展，是与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同步并行的状况。 
20 世纪初，京汉、陇海铁路在郑州汇集，铁路运输

带动周边经济，郑州才开始面向各地，近代工业才开始缓
慢发展。1916 年“郑州棉”通过京汉、陇海铁路通往全
国各地，建有豫中、大中、协和机器打包厂。受 1929 年
波及整个世界的经济危机和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影
响下，郑州的各个工厂都陷入了萧条的状态。1954 年，
在“一五”“二五”期间，郑州大力兴建工厂，先后建了
国棉一、二、三、四、五厂，砂轮厂，油脂化学厂，火电
厂等，耗资达 5.4 亿元。三年多的“大跃进”，1966 到 1976
十年浩劫使郑州的工厂发展陷入了混乱中。到 21 世纪，
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文化的保护，旧工厂改造迎来春天，而
如今郑州的老旧工厂大都改造再利用，为城市增添了更多
的文化元素。 

1.2  郑州老旧工厂保护利用现状 
郑州市于2009年公布首批33处近现代优秀建筑至今

没有出台具体相关利用规划和保护措施，近现代优秀建筑
名录中的东方红影剧院、绥靖公署等多处建筑依然遭到拆
除。已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业遗产并没有突出郑州工
业的行业门类、科技创新、名优产品等方面的代表性。 

郑州作为河南的省会城市，改革开放以来，郑州的政
治、经济、文化都得到快速的发展，在“退二进三”的模
式下，许多工厂不得不向城市外围移动，而城市中心遗留
下的旧工厂和与现代化的城市显得格格不入。老旧工厂改
造再利用是每个城市都要急需解决的问题，郑州在最近几
年也开始了初步探索，郑州市内的许多旧工厂都转型改
造，或者搬迁。“兴豫面粉厂”改造良库文创园、瑞光印
刷厂改造瑞光创意工厂、第二砂轮厂改造二砂文创园等。
郑州的老纺织厂的五座大门经过修理之后成为文化遗产，
国棉三厂作为“郑州纺织工业基地”还被列入郑州市文化
保护单位，建设成郑州纺织工业博物馆。郑州的老旧工厂
都在努力改造建设中，这必然是一个好的开端，但郑州老
旧工厂改造时间短，面临的问题很多，还需要很长的路要
走。 

2  郑州老旧工厂再利用的价值 

2.1  经济价值 
从经济成本来说，随着城市版图的扩大，这些老工厂

多都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具有很大的地理优势和商业价
值。以郑州为例，瑞光创意工厂、二砂创意园、彩虹盒子
艺术区等都位于郑州的中心区域，因此地理位置带来的优
势，给老工厂提供了更好的资源和平台，相较于河南其他
城市也有更多的机会与更优秀的企业合作，为郑州的经济
发展带来不一样的效益。 

2.2  文化价值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郑州不仅要有高度发展的经济、

美丽的现代建筑、繁荣的商业街圈，更需要有自己独特的
文化风格。文化是历史的沉淀，而这种沉淀很多都融入到
建筑中，如郑州二砂的砂轮厂，大量的包豪斯建筑和上个
世纪的苏式建筑，无不体现着那个时代的氛围和韵味，而
且也见证了郑州西区的发展历程。因此，对老旧工厂的改
造就是对时代文化的认同感，老工厂承载了城市发展的文
化和记忆，如果将老工厂进行改造，融入更多的现代的元
素，将会迸发出不一样的火花，为郑州这个城市增添更多
的文化气息，唤醒郑州人对上个世纪的记忆，获得文化归
属感，同时也能提高郑州城市的知名度，打造出独具特色
的新文化郑州。 

2.3  教育和创新价值 
就教育价值来说，老工厂改造将会使更多的企业入

驻，不同企业的入驻必将带来各具特色的展览、科技等，
开拓学生视野，学习和培育创新型思维。老工厂的再利用，
会给创新创业者提供平台，让他们发挥想象改造老工厂，
创造老工厂，打造多元化园区，让文化与创新融合，艺术
与文化融合，创造出个性化的园区，促进创新发展。 

3  郑州老旧工厂再利用存在问题 

郑州市现存许多价值极高的老旧工厂，对老旧工厂区
不断探索再利用，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发展时间短、
缺少文创园基因出现了很多问题。 

3.1  缺乏高素质人才 
人才对于艺术区的改造尤为重要，一个好的艺术园改

造至少需要 1000 名艺术人才的努力，园区改造需要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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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特色项目、文化开发、艺术作品、整体布局等。如
果对于老旧工厂开发成房地产，几乎不需要人才，对改造
成文创园、文艺园、科技园、博物馆等需要大量人才。郑
州老旧工厂改造起步晚，发展速度慢、取得效益微弱导致
很多人才流向北京、上海等发展前途更好的园区。 

3.2  缺乏有效资本 
郑州作为内陆城市，金融市场发展缓慢，天生缺乏小

资情调，不同于北京、上海和国外大都市金融市场繁荣，
经济发展快，老旧工厂改造有金融支持。郑州经济不发达，
金融不繁荣，导致私人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也难从政府
那里申请资金和金融优惠政策，导致了老工厂区大量拆
毁，继而被房地产商开发成高楼大厦。造成现存的艺术创
意园很少，规模不大，影响力随之减少。 

3.3  保护利用意识弱 
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发展更多追求 GDP 增长，什

么产业能快速提高 GDP，城市管理者会趋之若鹜。郑州
作为一五计划的主要城市，在当时建设了很多老厂，随着
时代发展，老旧工厂大量被遗弃，这些老旧工厂区地理位
置优越，好好利用能带来大量财富。由于城市追求 GDP
增长，这些老工厂区被大量外迁和拆除，郑州国棉一、二、
三、四老工厂区都外迁城郊外部地区，此外还有很多老旧
工厂区外迁，这些老工厂区大都利用成城市建设，开发成
房地产，短时间促进城市经济快速发展。 

4  缺乏改造利用大平台和艺术区 

老旧工厂区改造有很多方式，如房地产、文创园、文
艺区等，每个老工厂区特色和问题还不一样，改造很困难。
老旧工厂区再利用需要有各方面的帮助支持，改造孵化平
台，对老工业区改造有巨大作用，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促进改造的完成。目前郑州彩虹盒子艺术区是一个集文化
旅游、艺术家创作和文化创新产业发展的平台，作为河南
文化产业的孵化器，填补了郑州综合性文化艺术园的空
白。但是平台还不完善，孵化功能很小，对老旧工厂区改
造成文创园和综合园的指导作用还很弱。此外孵化平台数
量远远不能满足郑州大量的老旧工厂区再利用，造成文艺
园改造困难。 

5  提出策略 

5.1  培养与引进人才同时进行 
老旧工厂区的改造不是一劳永逸，需要不断的创新，

为厂区增添活力。因此，人才的培育是重中之重，校企合
作的是很成熟的模式，学校对接老旧工厂区改造，培育管
理、技术、创新型人才。引进国外人才，打造中西方人才
交流基地，学习西方的老旧工厂改造理念和方法，与本土
的改造方法相结合，打造出具有国际视野的园区。 

5.2  政府搭台，唱好老旧工厂再利用的经济大戏 
郑州老工厂区占地面积大且地理位置优越，如二砂、

瑞光、郑煤机等，对再利用有巨大优势，政府可以利用其
优势和未来规划能创造很大收益来招商引资。 

金融市场来融资是很好途径，政府有很高的信用，可
以发行大量小额债券，以本地市民为融资对象，这样不仅
可以融到资金，也为市民提供理财途径。 

此外政府可以和房地产商或个人合作，房地产商来负
责改造和修缮老厂房，政府可以批准一些土地送给房地产
商，这样既解决老旧工厂改造，同时房地产业发展起来还
能带动周边经济发展，郑州较为著名政企合作项目是郑纺
机老建筑，生活服务商万科参与改造和保护老工厂建筑，
树立了工业改造项目的典范。 

5.3  出台保护和再造老旧工厂建筑的法律法规 
工业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城市

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是城市的记忆。对没有外迁的老
工厂区要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保护，对于旧建筑、旧
设备机械、厂区古树、整体风貌等整体性保护，同时提供
资金修缮破损的建筑，然后学习一线城市，以工业遗产做
骨架，修缮不折旧、老瓶装新酒，在原址上开始新的产业
升级、城市升级，这是一条难走但正确的道路。此外学习
借鉴西安市出台的法规《西安市工业企业旧厂区改造利用
实施办法》。 

5.4  打造老旧工厂再利用孵化平台 
北京“798”艺术园区作为北京最为出名的艺术区，

已经培育出许多文创园和艺术园，成为了各省的学习对
象，郑州市要借鉴学习北京“798”艺术区的模式，打造
集文化旅游、艺术家创作、文化交流中心和文化创新产业
发展的文艺区。 

老旧工厂区再利用不是独立事件，而是复杂商业网络
孕育的结果。老旧工厂区孵化平台是综合性服务平台，它
起到连接金融机构、大型企业、高校、企业家、艺术家的
作用，能够使老工厂区改造有效对接到各方，从而成功孵
化出新的园区。郑州市政府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金融公
司、高校、企业家、大型企业等合作，共同建立一个老旧
工厂区，再利用孵化平台，致力于把郑州打造成文化大产
业大都市、创新型城市。 

6  对郑州老旧工厂再利用的展望 

郑州市要打破老工厂区改造“以艺术始，以商业终”
的魔咒，要不忘艺术发展的初心，牢记发展文化产业、保
护老旧工厂使命。注重品质，质量做到极致。注重匠心，
精心打造每一处遗址，制作每一件物品，真正打造富有创
新活力、过往游客和本地市民内心向往的高质量园区。经
得起人民检验、时代磨练，真正促进郑州文化产业蓬勃发
展，打造文化产业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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