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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党
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从国情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双
碳”目标的实现是一项影响社会、经济、生态等多方面的复杂
系统工程，需要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相互协调发展，通过积极
参与循环经济、生态修复、生态碳汇建设等活动，强化工业、
新型建筑、交通运输节能技术应用等协同降碳增效，走绿色低
碳发展之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做好传统工业转型创
新及工业遗产的更新发展。

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与扩张是建立在现代工业化发展基础
上而成型，“双碳”目标下的中国城市化建设进入新阶段。随
着老工业企业逐步“退市入园”，大量城市工业空间需要重新

城市工业空间

工业遗产

双碳

“双碳”目标下烟台工业遗产与城市品牌
耦合设计研究
文＿王琳琳（烟台南山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讲师，硕士）

山东省文化旅游厅项目

“山东省文旅融合高质量发

展动因机理与路径研究”[编

号：22WL（Y）280]研究成

果；烟台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烟台老字号品牌企业高质

量发展路径研究”（编号：

YTSK-2022-293）研究成果。

布局和规划，特别是一些代表城市历史文化的工业遗产采取生态修复再利用，对提升城市品牌形象设计和传播
意义重大。近年来，学术界主要围绕减排、环保、工业旅游、工业遗产、城市文创之间的关联进行研究，如工
业遗产再利用设计与文创园设计、低碳与工业旅游、工业历史街区与文旅融合、新技术服务工业遗产更新与环
保路径等，但对“双碳”目标下的工业遗产更新与城市品牌设计耦合研究较少。城市工业遗产与品牌耦合设计
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历史文脉延续相得益彰、和谐发展的需求，是当前城市工业遗产融合城市
品牌设计面临的主要问题。自 1862 年开埠以来，山东省烟台市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之一，老城区多家民
族工业遗产面临转型升级再利用。本文以张裕酿酒公司、烟台醴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旧址这两个国家级工业遗
产为例，立足“双碳”目标，探索工业遗产与城市品牌耦合设计的互动新理念，鼓励市民参与到城市工业遗产
体验中，重塑城市活力，构建城市发展新格局，以推动城市品牌高质量发展。

一、工业遗产与城市品牌耦合设计理念

耦合原指物理中各模块之间相互联系一种度量。模块之差关系越紧密，其耦合度越强，模块独立性越差。
耦合设计是指各种元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更稳定的自然设计状态。

（一）工业遗产促进城市品牌设计多元化
《下塔吉尔宪章》和《无锡建议》清晰地表述了工业遗产的概念界定、保护价值、历史传承等方面的重要性、

学术性和现实意义。工业遗产具有典型的地方烙印和区域性特征，是一个城市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意识到工业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如德国的北威州、英国的格拉斯哥、美国的匹兹堡等地借助
工业遗产资源重新定位城市规划。目前，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已认定五批次国家工业遗产，共 194 家。这些工
业遗产为城市品牌规划提供了丰富差异化的设计元素，有效推动当地城市品牌的特色定位和高质量发展。

第一，工业遗产作为民族品牌的组成部分，记录着我国民族工业从手工业、仿制工业到自主创新的工业发
展历程，是国潮品牌多元化元素凝练丰富的设计史。工业遗产建筑、设备、资料具有鲜明的美学特征和时代印记。  

第二，工业遗产的厂区环境是当时生活方式的重现，以实物的形式展示过去特定历史时期的行为规范和习
俗准则，是蒙太奇艺术的完美素材，民众通过感知、体验、互动等方式参与城市建设和城市设计，让工业遗产
融入市民的生活，有利于树立国家文化品牌自信，从多角度重塑城市品牌。

第三，工业遗产厂房本身就是异质空间，通过环境景观再造，空间呈现的时空感为城市创意设计提供新视角。城
市品牌设计需要不同视界元素，工业遗产的室内外装饰与设计为城市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使城市独具特色。 

（二）城市品牌规划反哺工业遗产再利用设计
城市品牌是基于城市的历史文脉、地理环境、产业优势、资源优势，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的 DNA（基因），

结合创意提出城市的核心优势价值，两者融合塑造出城市的品牌性格，从而丰满城市“有血有肉”的形象。
城市发展的差异化定位让工业遗产资源上升到战略高度，因此工业遗产再利用设计应充分保留原貌和尊重

历史文脉，延续当时建筑风格，重现特色工艺的流水生产线，深挖废弃材料的潜质，打造“人间烟火气”的工
业遗产旧址。利用品牌形象与文化产业相结合，打造特色历史景观的文旅项目，增强遗产地原住民认同感，塑
造地方性区域特点，促进产业经济转型再发展，激发城市活力。工业遗产与城市品牌耦合设计相互作用、相互
影响，共同促进城市发展（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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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烟台城市品牌特征
城市品牌是一座城市的对外窗口，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交流至关重要。烟台作为开埠最早城市和沿海

首批改革开放城市之一，是环渤海地区重要港口城市，山东半岛的中心城市之一，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学
界对烟台城市品牌研究成果较多，从旅游资源定位、品牌结构管理，到城市比较建设途径、发展轨迹等内容，
系统地指引烟台城市品牌发展方向。

烟台新规划定位为区域性金融、贸易和服务中心，东部沿海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海洋经济大市。整体规划
围绕“一核突破，两带提升，三环支撑，三港协同，五城驱动”的建设思路，明确烟台中心城区的发展方向、
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身为历史文化名城，山、海、城、岛互相交融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是烟台的保护重点。从
空间上涵盖所城里—朝阳街—烟台山—近代港口历史文化保护区，南部毗邻自然山林风景区、昆嵛山林保护区。
新规划划定烟台山—朝阳街、奇山所城、广仁路—十字街、虹口路、宫家岛等 5 个街区为历史文化街区，分为
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两个层次进行保护。

三、“双碳”目标下的耦合设计

烟台城市规划中“一核突破”是将芝罘区建设成为现代、生态、便利的核心城区。烟台两处国家级工业遗
产聚集在芝罘区，本文研究的内容为中心城区品牌与历史工业遗产的耦合设计，中心城区主攻的方向是城市更
新和产业升级。

（一）耦合设计原则

1.以人为本原则

市民是城市物质文化生活的享受载体，工业遗产再利用与城市品牌建设应结合烟台开埠文化、风土人情和
产业特色，具有“异质地”特点，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市民是城市品牌的建设者，城市品牌设计应以市民为中心，
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绿色低碳原则

城市品牌设计与工业遗产再利用融合的目的在于保护环境、保护生态、提高生产力，追求降低环境负荷，
与环境相结合，且有利于居住者健康。因此，工业遗产使用绿色低碳建筑材料，符合英国查尔斯·凯博特提出
可持续建筑理念。

3.真实性原则

通过工业遗产留存的物项进行元素搭配和风格修缮，遵循《奈良真实性文件》原则，对工业遗产的特定艺
术、历史、社会和科学维度加以详尽考察，时间、地点、背景、情感、功能等接受真实性评判和检验，保持原貌，
原汁原味呈现给市民和社会。

4.经济性原则

城市品牌与工业遗产耦合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为目标，使之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利用自身定位和特点，
赋能工业遗产新的功能以激活城市活力，带动城市全面发展。将张裕酿酒公司和烟台醴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旧
址等工业遗产改造成文旅综合项目，不仅能改善环境，还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在历史的传承中发展经济。

（二）耦合设计策略

1.政企联动，数字推进，产业耦合

城市品牌与工业遗产耦合设计需从当地经济和自身长远发展出发，城市更新和产业发展是中心城区经济转

图1  工业遗产与城市品牌耦合设计

二、烟台工业遗产与城市品牌特征

烟台是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之一。工商业和港口贸易自 1861 年开埠通商后快速崛起，促进烟台近代城市
发展，1892 年中国最早的葡萄酒酿造企业由张裕酿酒公司创办，此后烟台瑞丰面粉厂、罐头厂、钟表厂相继成
立，1920 年成立烟台醴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城市品牌随着烟台历史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和完善。

（一）烟台工业遗产特征
在外资企业和开埠的影响下，烟台近代工业门类相对齐全，且规模和技术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张弼士除创

办张裕酿酒公司外，还创建了烟台第一家玻璃厂；1901 年，华泰缫丝厂 40 余家分店带动烟台桑蚕养殖加工业
的发展；拥有机械造钟技术的烟台宝时造钟厂打下技术与市场基础，盛利、永业、慈业、仁昌等造钟厂相继开业；
通益精盐是当时全国排名第二的盐业公司；1920 年创立的烟台啤酒厂带动大麦、印刷产业链的发展。随着我国
现代化工业进程的不断推进，虽然烟台部分工业遗产得到有效保护，但部分工业遗产面临被拆除或荒废的危机。

受海岸线和交通条件的影响，烟台工业遗产结构空间呈轴线分布，东西狭长。目前保存下来的工业遗产以
南大街、只楚路为横轴，以大海阳路为纵轴两侧分布，纵轴东的工业遗产比纵轴西时间偏早。工业遗产与城市
发展紧密相连，烟台早期的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沿海岸线东西发展，开埠初期没有城市规划，产业分布比
较分散。烟台山至海关街一带是海关税务司和监察司，朝阳街一带是钟表业和商业活动集聚地，三环锁厂远离
闹区建在西炮台北侧，张裕酿酒公司从海关街向南延伸至大马路附近，烟台啤酒厂因酿造引用“老虎岩”的泉
水则位于南山公园山麓下，煤矿发电公司分布在铁路周边。依托资源、地理位置的优势，烟台近代工业遗产形
成“东多西少、北多南少”狭长分布。

烟台工业遗产建筑风格以文艺复兴、英国古典、欧美简约为主，按功能类型分为生产建筑、办公建筑、储
藏建筑、居住建筑、特殊性工业建筑空间，承载了历史、艺术、科学、社会、经济等价值。但在留存保护中，
烟台工业遗产存在法律不健全、保护模式单一、市民参与度不高、“再利用”不完备等问题，如何与城市品牌
协同保护和设计是烟台市民的期盼。

（二）烟台国家级工业遗产
张裕酿酒公司和烟台醴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被工信和信息化部列为第一批和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其见证

了烟台乃至中国民族工业的百年蝶变。
张裕酿酒公司始建于 1892 年，是中国第一个工业化生产葡萄酒的厂家。烟台醴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由王

益斋等人创建于 1920 年，是我国最早由民族资本创建的合伙制啤酒企业，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现存的由中国民
族资本创建并延续百年的啤酒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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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的风险管理一直是建筑行业关注的热点问题。建筑工程项目受环境、人员、技术、
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出现进度延误、成本增加、质量问题等风险，其不仅对项目实施带来不利
影响，甚至可能导致项目无法顺利完成。因此，如何有效地识别和应对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的风险，成为
建筑行业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本文探讨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提出可行的风险管理方
法，以期为建筑行业提供更好的项目管理实施方法。

一、国内外研究概况

美国和欧洲是最先开始进行建筑工程项目风险管理与研究的国家。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学者研究建
筑工程项目的风险管理，提出风险管理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如 PMBOK（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和 FMEA（失
效模式和影响分析）。此外，欧洲的研究者也开展建筑工程项目中如开发风险管理软件等的大量研究。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的风险识别与应对
文＿温   咏（广西桂物金岸制冷空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风险识别

风险管理

建筑工程
型的重要途径之一，政府在用地规划、环境修复、产业功能上引导控制，通过政府搭台、企业操作、公众参与
等方式实现工业遗产的多元产业融合。占据城区核心位置的工业遗产，通过文化创意经济的聚合，植入城市公
共服务品牌和功能，促进区域复合产业提升，带动城区经济发展。城市品牌和工业遗产运用虚拟现实、人工智
能等数字技术与实体空间融合成数字博物馆。AR（虚拟现实）技术精准还原工业遗产的历史场景，有助于交互
式展览与移动终端相结合，让民众了解城市的发展历程。

烟台中心城区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有 1905 年建成的烟台山灯塔，烟台山领事馆建筑群、海关街广仁路古
建筑群，历史遗迹东炮台、西炮台，近代商业街朝阳街，明代守卫千户遗址——所城里，国家级工业遗产张裕
酿酒公司和烟台醴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旧址，塔山风景区，等等。烟台产业耦合借助开埠历史，深挖 2 个国家
级工业遗产蕴藏的潜力，形成“两塔”历史文明遗产走廊和 2 台遗迹走廊，丰富城市品牌历史文化名城内涵，
提升烟台的竞争力和知名度。

2.绿色低碳，城业协同，生态耦合

绿色低碳发展是“双碳”目标下的具体行动，工业遗产的再利用是减量化、生态循环过程，是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手段。建筑设计与空间布局自然通风，采用生化法和物理法对污水进行处理，大量绿化植被有助于微气
候环境的改善和生态修复。工业遗产物质循环利用与城市建设相结合，集约改善公共服务场景，综合配置设施，
并在城市花园中构建绿色低碳交通网络。太阳能、水源热泵、中水回用等生态节能技术在工业遗产建筑修复中
广泛应用，同时建立智能化建筑信息一体化平台，采集数据，集约优化，减少污染，降低能耗。

张裕酿酒公司结合自身优势，打造张裕酒文化博物馆。在改造时，对其外观建筑主要以清洗为主避免腐蚀，
损坏较小的墙面以转粉修补为主，损伤较大的墙面更换原材料复古砖；内部装饰则改造为具备工业特色的酒店、
办公、创意产业、展览等空间形式。

3.品质提升，传承互动，文化耦合

工业遗产是一座城市独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体现，与城市品牌融合发展前行。随着城市软实力的增强，
空间秩序重塑，二者耦合内涵和品质也在不断提升。

遗产建筑与配套设施和厂区空间是当时生活生产和工艺水平的缩影与载体，衍生出来的创造性与人类智慧
结晶成为工业美学和城市品牌设计，张裕酿酒公司大酒窖、所城里宣化城、烟台啤酒大麦车间等历史文化特色
地标与烟台现代城市融为一体。文化的传承与耦合应尊重历史，延续时代记忆，植入人文气息的历史空间；注
重商业目标与文化塑造的平衡，景观建筑和商业价值有机结合，复兴区域经济活力；将特定主题和公开文献、
电子图片、动态视频相结合，讲述历史传奇工业故事，提升城市品质内涵和城市品牌形象。

四、结语

工业遗产作为一个地区的特有资源，其再利用的方式、目的、范围、功能等与一个城市品牌阶段性建设要
求息息相关。二者的有机结合既可以把资源在“双碳”目标下有效开发，又能让人们享受城市发展福利。中国
工业遗产与城市品牌设计在实践中摸索，逐渐朝生态化、低碳化、绿色化发展。烟台作为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
之一，城市更新应把烟台工业遗产设计好、利用好，在历史沿革、文化交流、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