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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调整用地规划不占用基本农田或者采用建设用地置换和土地增减挂钩的方式解决。通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合理满足粉业特色小镇的建设用地需求。以大圩镇总体规划为引领开展漓水文化特色小镇建设，对于涉及生态
红线的地块尽快调整规划。金花茶特色小镇建议防城港市防城区政府加快征地拆迁工作和重新调整规划，涉及
二级水源保护区的项目用地由防城港市自然资源局负责指导协调项目规划的调整。

（二）加大特色小镇投资强度

提高资金投入，整合发展改革、交通、住房城乡建设、水利、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农业农村、科技等部门资金。
例如，在特色小镇市政配套设施项目建设方面，可以争取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在安排乡镇级污水处理厂建设资金
方面给予特色小镇污水处理设施一定的资金倾斜。对于符合特色小镇规划的建设项目可以参照列入广西壮族自
治区统筹推进的重大项目给予同样的政策支持。特色小镇建设项目计划投资要达到一定强度，轻资产型特色小
镇投入达到 8 亿元 / 平方千米以上，重资产型特色小镇投入达到 16 亿元 / 平方千米以上。建立特色小镇发展专
项基金，扩大融资渠道，以市场化运作引入建设基金。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采用发债模式、BOT 模式（建设—
经营—转让）、城市发展基金模式；产业发展方面采用政府引导基金、企业自筹、银行借贷等模式。给予荷美
特色小镇专项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融资的支持，用于支持发展小镇的莲藕加工特色主导产业。

（三）提高特色小镇产出效益

茉莉特色小镇利用中华茉莉园景区和列入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茉莉花茶制作技艺、横州临江壮歌
剧等资源，将茉莉健康产业及文旅度假有机结合，开展各类地域特色文化活动，如举办世界茉莉花大会各类
活动、闻香之旅、花田秀、时装秀活动等。加大技术引进和开发，提高特色小镇的纳税实力。加强壮乡芒果
风情特色小镇核心区内的广西百色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与百色学院开展合作，推动小镇特色主导产业的创新研发
水平的提升，促进特色产业发展。丹泉特色小镇加快完善产业链，以丹泉酒为主导产业，加快投资建设红高粱
基地和肉牛养殖场，形成“粮—酒—糟—牛”的循环经济模式，提升洞天酒海景区等景区景点的游客接待力，
探索以工业发展旅游、旅游带动工业、工业促进农业的创新发展之路。养生养老特色小镇加快推进列入广西壮
族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名单的巴马县山茶油扶贫新产业项目、巴马益生菌产品加工基地、广西巴马仁
乡洞天福地景区项目，提升巴马县甲篆镇的坡月村、坡纳屯、达勒屯等广西农业旅游示范点价值，设立能人带
动产业发展工程示范基地，带动农民工创业就业。文化旅游类特色小镇重点是打造有强烈吸引力的旅游景区，
吸引更多的游客。沙田柚特色小镇以乡村风情特色旅游产业为目标，全力打造沙田柚王国 4A 级特色旅游景区、
龙镇中国最美休闲乡村、中平蛟湾乡村示范区三个旅游亮点，容县沙田柚产业核心示范区的建设与地域特色文
化活动相结合，提升沙田柚博物馆等地域特色文化展览馆，彰显沙田柚皮酿作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
值和容县采茶戏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工业遗产不仅承载着城市不可复制的记忆，镌刻着城市的特殊基因，还是工业文化的重要载体，蕴
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基因。工业遗产在城市更新的工作背景下，是非常热门的话题，工业遗产保
护利用与满足社会文化需求相结合，正在成为新的探索方向。近年来，国家对工业遗产保护越来越重视。
2018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并开展了多批次国家工业遗产的评
选活动。2022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对《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加强对国
家工业遗产管理。2023 年 2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遗产管
理办法》，明确了广西工业遗产评选认定程序、保护管理、利用发展、监督检查等内容，这将有利于推
动工业遗产的妥善保护和合理利用，弘扬工业精神，发展工业文化，提升工业软实力和工业文化影响力，
让更多工业遗产在保护和利用中焕发新的活力。

城市更新视角下南宁市区工业遗产保护
利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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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联厂礼堂。此外，已编制完成的《南宁市近现代优秀建筑保护规划》提出要重点保护南宁机械厂工业建筑群、
重型机械厂房和面粉厂仓库这 3 处工业遗产。这些工业建筑在布局、结构、技术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多为仿苏式风格建筑。

（1）南宁市手扶拖拉机厂工修车间。南宁市手扶拖拉机厂工修车间建于 1958 年，位于西乡塘区北湖北路
51 号，建筑面积约 6000 平方米，坐北朝南，平面为沿南北方向连续四跨排列布局，建筑材料为红砖。建筑最
具特色之处为其西侧立面连续的弧形拱券外廊形式，每层外廊有 4 个弧形拱券，廊柱与拱券施以简单的线脚装
饰；廊柱和拱券既作为支托墙体的承重结构，也作为突出门窗的装饰构件；廊柱是简化却又遵循西方柱式的砖柱，
简洁大方。这座建筑可看作是南宁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建筑的典型代表。

目前，该厂还留有部分生产线，其余大部分空出来的厂房则通过租赁另作他用。这些老工业建筑受到文化
产业或手工作坊的青睐，他们把这些老厂房变成自己的工作室或创作基地。

（2）南宁市肉联厂礼堂。南宁市肉联厂礼堂建于 1958 年，位于西乡塘区鲁班路 1 号。建筑主体中轴对称，
造型方正而简洁，为砖木结构；其功能构成呈“三段式”结构，即门厅、观众厅和舞台，其中观众厅为两层歇
山顶，门厅与舞台为三层平屋顶。这座建筑作为当时南宁市水平较高的建筑代表，体现当时公共建筑的审美水平，
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时代意义。

目前，南宁市肉联厂礼堂已租给某制冷工程有限公司，其中建筑门厅被用作办公室，观众厅和舞台被用作
仓库。

2.已进行保护利用的工业遗产

南宁市最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案例是百益·上河城。这是以南宁绢纺厂旧厂房建筑为载体，秉
承“存表去里、整旧如旧、翻新创新”的设计理念，改造成集文化创意园区、展览演艺、小剧场、工业文化长廊、
非遗生活馆、艺术酒店、音乐酒吧、创意零售、特色餐饮等于一体的情景式文化体验创意街区。

图1  南宁市手扶拖拉机厂工修车间外立面风貌

南宁作为广西近代旧工业重点布局的三大城市之一，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曾涌现出手扶拖拉机厂、棉纺厂等
工业，产生了不少旧厂区，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工业印记。近年来，南宁市工业遗产保护工作取得初步的进展，
但现阶段也存在一些亟待关注的问题。例如，对工业遗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缺乏顶层设计的专项规划和制
度支撑等。因此，南宁市应紧跟国家、广西出台的相关政策，在城市更新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对工业遗产的研究，
扎扎实实做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

一、南宁市区工业遗产基本情况

（一）工业发展与遗产保护历程

通过梳理地方志等资料，南宁工业发展与遗产保护历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以民营手工业为主体的萌芽发展阶段

清末时期，南宁发展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手工纺织业；1949 年前，南宁涌现出一批现代工业，但由于规
模小、竞争力弱，工业发展举步维艰。

2.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曲折发展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宁因社会生产需要重点发展以机械制造业为核心的各类工业，得到来自上海等
地的大力支援，并建立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但受到 20 世纪 60 年代政治环境和经济技术等因素的影响，
工业发展一度停滞不前。

3.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蓬勃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后，南宁市对工业体系进行创新改革，并一度经营出具有响亮知名度的产品，其中多为与人们衣
食住行等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

4.以工业园区为主体的新发展阶段

在 20 世纪前后，受市场饱和、竞争力不足和实行工业“退二进三”政策等影响，一些位于老城区的工厂
慢慢走向衰落或破产，甚至不少大厂被拆除，例如，南宁毛纺厂、南宁制药厂、南宁棉纺厂等。2001 年，南宁
市实施“工业强市”战略，通过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加强工业园区建设和实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等举措，建立
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推动南宁市工业化进入“新赛道”。

5.以老工业产品、旧厂房为载体的保护利用阶段

2010 年以来，南宁市开始启动工业遗产保护工作，有关部门开展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工业遗产调查工作。重
点对南宁市二轻联社（原南宁市二轻局）管辖的 15 家工厂进行走访调查，并初步掌握了这 15 家工业遗存分布
和保存情况。同时，还征集了一批具有保护价值的老工业产品，并亮相于南宁市博物馆新馆的现代工业成就单
元展。近几年，南宁市在城市更新工作中有意识地开展工业遗产保护工作，不仅有少数工业建筑纳入历史建筑
保护体系中，还有部分工业遗产真正得到保护和改造，重新焕发新的活力。例如，在 2022 年制定的《南宁市
城市更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对“旧厂区改造”的城市更新内容做了如下规定：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
通过搬迁改造、“退二进三”和改造提升等方式，转换建设用地用途，转变空间功能，对老旧厂区用地用途及
建筑进行开发利用，对有历史价值的老旧厂房予以保护利用。

（二） 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现状

目前，南宁市区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现状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已纳入保护体系的工业遗产

南宁市已有两处工业遗产纳入第一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中，分别为南宁市手扶拖拉机厂工修车间、南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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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遗产保护工作较为滞后

由于对工业遗产价值认识不足，导致南宁市开展工业遗产保护工作相对滞后。主要体现为：一是许多老工
业厂房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往往重点关注经济状况和土地价值，而忽略了它们的历史文化价值，故而大部分老
工业厂区未经历史文化资源评估就被拆除，如南宁棉纺厂等旧改项目。二是工业遗产没有得到较好的保护利用。
南宁市肉联厂礼堂虽被纳入历史建筑保护体系 , 但尚未开展专项保护利用方案，任由历史建筑处于粗放的利用
状态，使其无法发挥出工业遗产的内在魅力。三是在城市更新体系法规中，还未正式出台关于“旧厂区改造”
的相关引导内容；仍未系统地开展工业遗产专项规划，缺少对工业遗产现存状况的摸底调查资料，导致在城市
更新实际工作中，有关部门往往缺乏标准去评判旧厂房的多重价值，保护利用工作举步维艰。

（三）工业遗产保护缺乏制度支撑

南宁市尚未制定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相关政策或制度，导致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的开展带来较大的困难。
工业遗产是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又具有特殊性，因而要制定针对工业遗产保护的专项制度，明确各方
的责任和义务。只有明晰了工业遗产的保护范畴和保护对象，并对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制定具体的标准，这样在
工作中才具有可操作性，才能更好地对工业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例如，在南宁市手扶拖拉机厂
活化利用实践案例中 , 由于缺少相关政策和制度，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只能靠小众人群的情怀支持，从而影
响力不大，并难以形成示范效应。

（四）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合力不足

受工业遗产保护部门“多头管理，职权不清”与业主自身因素等影响，南宁市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中
合力不足。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由于没有明确工业遗产的管理部门，一直以来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各有
关部门之间的责权界定也长期存在争议，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相关部门各自为政，给合力开展工业遗产保护利用
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部分业主单位基于自身企业的生存和经营角度，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倾向把工业
用地拆除建新来换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不支持将工业遗产纳入保护范畴。另外，有关部门和企业业主之间缺少
合作的通道，没能发挥出政企合作的最佳力量。例如，百益上河城以南宁绢纺厂旧厂房建筑为载体，却只由业
主单位自主开发、自主改造。

三、南宁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策略

（一）梳理工业发展脉络，加快工业遗产普查和认定

南宁市应充分认识到工业遗产的保护价值，重新梳理南宁工业发展脉络，进一步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
作。一是借助城市更新的工作需要，加快开展工业遗产摸底调查工作，掌握南宁市本市现存工业遗产的数量、
分布和现状条件，并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遗产管理办法》的相关条例，组织多方论证，加快完成工业遗
产的认定工作；二是建立覆盖全市的工业遗产分级认定名录和分级保护管理制度，明确各遗产保护的主体责任。
只有把工业遗产纳入保护体系中，才能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杜绝破坏拆除行为发生，才能在法律保护层面加强对
工业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

（二）整合工业遗产资源，编制可持续保护利用规划

南宁市不属于传统工业大城，工业遗产具有“小、散、碎”的特点，但应结合自己特色，充分整合工业遗
产资源，系统梳理自身资源优势。编制出可持续保护利用规划。一方面通过组织编制可持续保护利用的专项
规划，重点突出和加强工业遗产不同项目的价值联系，分区、分类整合工业遗产资源，综合体现工业遗产“点、

百益·上河城主要风貌建筑有两座最大的厂房，占地面积约 23600 平方米，占厂区面积 18.60%，这两座建
筑分别用作乌玛集市和华联超市；其他传统风貌建筑 19 栋，占地面积 25700 平方米，占厂区面积 20.25%。但
这些风貌建筑尚未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或被认定为历史建筑。其中，西面风貌建筑群改成工业文化长廊，用
于展示南宁绢纺厂遗留的历史物件和文化信息；南面风貌建筑群改成美食文化街区和海鲜水果城；东南角风貌
建筑群改成百益上河城艺术中心和水明漾宴会中心；北面是街区的主入口，有停车场、河马广场、主体酒店和
非遗生活馆。目前，百益·上河城已形成餐饮、休闲、娱乐、文创、艺术、科技等多种业态并存的发展态势，
入驻行业企业多达 170 余家，2022 年园区企业营业收入达 2 亿多元。曾经闲置的旧厂房，现已华丽变身为文
旅休闲街区，该项目不仅承载着老南宁的工业印迹，还在城市更新中焕发出新锐摩登的气质。

此外，还有在邕江综合整治工程中规划设计的上尧码头，保留了龙门吊、起重机等部分设施，被成功打造
成为港口工业文化区。

二、南宁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现存问题

近年来，尽管南宁市初步开展了关于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但在具体工作中仍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对工业遗产价值认识不足

南宁市对工业遗产的价值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一方面是工业遗产作为新型文化遗产，对其研究时间相对
较短，与人们重点关注的传统文化遗产相比，社会层面还没有统一意识到近现代保留下来的工业遗产同样具有
重要的保护价值。导致一些珍贵的工业遗产在城市更新中被随意“改造”。另一方面则是对工业遗产的概念和
范畴认识不足，比如，在之前的工业遗产调研普查工作中，有关部门重点对老工业产品和生产机器进行调查和
收集，而对工业厂房关注不多，未将一些具有保护价值的工业建筑列入保护名单中。这也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
处工业遗产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原因。

图2  南宁市肉联厂礼堂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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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的建筑业在行业发展过程中，创作出了很
多具有美感的建筑物，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建筑设计
行业鲜有著作权争议与侵权纠纷。甚者，在西方的专业
体系中是鼓励模仿的，以至于有“被模仿是一个建筑师
被社会认可的重要标志”的说法。但随着工业革命和权
利意识的发展，人们对建筑作品著作权的保护越来越重
视，建筑作品也于 2001 年作为著作权所涵盖的作品类
型之一被列入我国《著作权法》。然而，建筑设计类型
划分存在的争议备受关注，值得深入研究。

一、案例导入及争议焦点

2017 年，武汉新建业广告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建业公司”）与北京国机隆盛汽车有限公司（以

《著作权法》中建筑设计的类型厘清与
法理阐释
文＿文立彬（南宁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

       罗西楠（南宁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邹   瑛（广西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副庭长，硕士）

侵权行为

著作权法

建设作品

2022 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

改革工程重点项目“新文科建设背景

下计算法学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编

号：2022JGZ147）研究成果；广西教

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专项

课题“新文科背景下双创法学人才培

养与课程思政建设的融合与实践研究”

（编号：2022ZJY2754）研究成果；

南宁师范大学 2022 年本科课堂教学模

式改革项目“数字经济视阈下知识产

权法智慧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与创新

优化”研究成果。

线、面”不同空间区位的“文旅”价值；在城市更新工作中，积极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城市形象提升相融合，
形成具有示范性、带动性和影响力的工业遗产改造案例和文化产品，实现工业遗产价值可持续利用。另一方面
理清旧工业厂房的土地政策问题，明确不同工业用地再利用的模式，确定哪些开发模式合规，厂方可以自行开
发的前提条件，并在片区更新改造中明确其规划定位与未来发展方向等内容。

（三）加强工业遗产研究，尽快出台相关政策与制度

工业遗产保护需要出台具有引导作用的政策与制度，以此来引导和规范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工业遗产
保护利用没有统一、固定的模式，需要综合考虑用地现状、工业遗产价值、城市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等多
种因素，因地制宜，“一遗一策”确定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模式。因此，南宁市应该加强工业遗产研究，结合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等规划要求，摒弃传统对工业厂房的旧改模式，转变保护与利用的思路，通过借鉴国内外成
功的工业建筑遗存保护与利用案例，积极推进相关规划编制工作进度，探索出适合南宁市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
用的方法与策略。同时，在制度中明确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和制定奖励政策，形成强有力的指导政策或制度，
为南宁市工业转型与再利用提供新的思路。     

（四）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构建多方保护利用共同体

南宁应发挥政府对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主导作用，厘清各级政府部门在工业遗产保护工作中的责任与义务，
建立健全多部门协作的工业遗产保护机制。明确由责任部门牵头组织，加快开展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相关政
策、制度的研究，及时制定出相关政策、制度，并把工业遗产保护所需的经费列入政府预算；要充分调动业主
单位参与保护的积极性。由于大部分工业遗产产权归属企业，企业才是保护利用的真正主体，业主单位积极保
护利用的态度才是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内在驱动力。同时，还需积极开展工业遗产文化日、工业遗产展览活动
等宣传活动，加强对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宣传、教育工作，调动多方力量，形成全社会统一的保护氛围。

四、结语

在我国城市更新模式从增量式发展到存量发展的转型背景下，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成为城市更新无法回避的
问题。随着对工业遗产价值的深入挖掘和广泛认可，对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是必然趋势，况且工业遗产
还占据城市价值高的地段，对城市更新意义重大。因此，南宁市应进一步加强重视工业遗产保护工作，针对现
阶段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转变思想，大胆创新，兼顾保护与利用的原则，加快出台工业遗产
保护利用的配套政策或制度，特别是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保护共识，尽快拯救出一
批具有保护价值的工业遗产，这样才能在城市更新改造中有序为城市留下时代的发展印记，展现多样的历史文

化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