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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 tend to focus only on urban industrial heritage while ignoring rural industrial heritage. 
Due to natur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historically cultural change, most of Yunnan’s industrial 
heritage resources are distributed in rural areas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the de-
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By sorting out rural industrial heritage resources in Yunnan, this pa-
per takes the integration of Yunnan rural industrial heritage resources and rural tourism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analyzes the suitability of Yunnan rural industrial heritage resources tourism 
development. It is concluded that Yunnan rural industrial herita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u-
ral tourism and it is also a tourism resource with distinctiv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Yunnan industrial cultural heritage can promot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create new highlights of rural tourism in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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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们往往只关注城市工业遗产而忽略了乡村工业遗产。由于自然地理区位和历史文化沿革，云南工业遗

产资源大多分布在乡村区域，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一种重要资源。本文从解析云南乡村工业遗产资源出

发，以云南乡村工业遗产资源和乡村旅游的契合为切入点，着重分析云南乡村工业遗产资源旅游开发适

宜性，说明云南乡村工业遗产是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旅游资源，科学地

规划和合理地开发与利用云南工业文化遗产可推动乡村旅游的有序发展，打造与突显云南乡村旅游的新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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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基础：工业遗产的内涵与外延 

工业遗产的概念起源于工业考古学，主要强调对工业革命和工业大发展时期物质性工业遗迹和遗物

的鉴定和保护[1]。工业考古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不仅提高了人们对于工业遗产的关注度，还在欧

美形成了一股工业遗产保护的热潮。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UNESCO) 2001 年发布了一份关于世界遗产名

单和备选名单中工业遗产分析的报告(Global Strategy Studies: Industrial Heritage Analysis-World Heritage 
List and Tentative List)，界定了工业遗产的范围“不仅包括磨坊和工厂，而且包含由新技术带来的社会效

益与工程意义上的成就，如新石器时代燧石矿、罗马时代的沟渠、企业生活区、运河、铁路、桥梁以及

交通运输和电力工程等其他形式”，同时指出工业遗产贯穿人类发展的所有阶段，包括了史前时代、中

世纪以及 19 至 20 世纪的工业革命阶段[2]。2003 年，第一份工业遗产保护的国际性共识文件《下塔吉尔

宪章》在俄罗斯发布，宪章中将工业遗产定义为：“由具有历史、技术、社会、建筑和科学价值的工业

文化遗存组成，包括建筑和机械、车间、磨坊和制造厂，矿厂及其选矿和冶炼的矿区，仓库和商店，能

源生产传输和利用的场所，交通运输及其基础设施，以及与工业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例如住宅区，宗

教场地及教育部门等[3]。” 
随着人们对工业遗产认识和研究的逐步加深，工业遗产的概念也变得更为广泛。2011 年，国际古迹

遗址理事会(ICOMOS)和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通过了关于工业遗产、构筑物、区域和景观的

保护的联合准则——都柏林准则(The Dublin Principles)，其官方中文翻译版[4]明确了工业遗产的定义范围

及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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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产包括遗址、构筑物、复合体、区域和景观，以及相关的机械、物件或档案，作为过去曾经有过或现

在正在进行的工业生产、原材料提取、商品化以及相关的能源和运输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的证据。工业遗产反映了

文化和自然环境之间的深刻联系：无论工业流程是原始的还是现代的，均依赖于原材料、能源和运输网络等自然资

源，以生产产品并分销产品至更广阔的市场。工业遗产分为有形遗产，包括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遗产，和无形遗产

的维度，例如技术工艺知识、工作组织和工人组织，以及复杂的社会和文化传统，这些文化财富塑造了社群生活，

给整个社会和全世界带来了结构性改变。” 

工业遗产的概念从物质遗产到非物质遗产，从建筑和遗址到区域和景观，从“静态遗产”到“活态

遗产”[5]，将工业遗产的保护推向了一个个新的高潮，特别是 2012 年 ITCCHI 通过的《亚洲工业遗产台

北宣言》(Taipei Declaration for Asian Industrial Heritage)，强调了亚洲工业发展进程与西方不同，应将工

业遗产的范围拓宽至工业革命前后的时期中技术、设备、生产条件，基础设施和建筑环境的部分，逐步

认识亚洲的工业遗产见证了其现代化的过程，是国家认同和民族历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工业遗产

还体现在工业化进程中劳动人民表现出的艰苦奋斗精神以及与社会变迁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和故事[6]。
所以，工业遗产概念在亚洲地区也将更加灵活和适应当地人民的需要。 

我国工业遗产研究虽然起步晚，但是紧跟随着国际脚步。早在 2006 年首届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上

就通过了《无锡建议——注重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的工业遗产保护》[7]，其中强调了工业遗产保护的背景

是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旧工业区逐渐荒废，工业建筑和旧址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并极速消失。

同年国家文物局下达《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文物保发〔2006〕10 号)指出“加强工业遗产的

保护、管理和利用，对于传承人类先进文化，保持和彰显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和特色，推动地区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论坛建议和通知内容来看，国家层面对工业遗产的认知还停

留在城市区域，乡村中的工业遗产并没有在强调保护的范围之内。 
但纵观整个工业遗产概念扩展的过程，国际上并没有特别强调工业遗产的地域概念，而是在不断拓

展工业遗产的边界，力图将工业遗产的范围扩展至整个人类工业文明遗存，并将其所影响的地域、社区

及人群广泛地融入到这个概念中来。周慧等人对现有世界文化遗产中“乡村类世界遗产地”进行了不同

类型的解析，将其分为历史村落型和产业景观型两种类型，其中“产业景观型突出乡村内由于农业、工

业和矿业生产等人类活动而与自然环境形成的不可再生的文化景观”[8]。而我国关于乡村区域工业遗产

的研究相对贫乏，主要是针对乡村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途径的探索，及其旅游价值的探讨[9]，而一

些针对三线工业遗产的论文中也涉及到乡村地区三线建设工程遗存的现状及利用的论述[10]。 
从前工业革命时代到后工业时代，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从被动求生到主动探索阶段，从侧重国

防工业建设到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中国工业化的特殊发展历程成就了其独特的工业文化。乡村工业遗

存作为工业文化的见证，是中国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剧，一些逐渐

被废弃的乡村工业遗产正在面临着被毁坏并消失的风险。鉴于此，我们更应该将工业遗产研究的重心从

城市转向乡村。 

2. 研究出发点：云南乡村工业遗产资源解析 

(一) 云南工业遗产资源的形成 
云南工业发展得益于丰富的自然和矿藏资源。广义上来说早期的制陶业、制盐业、制茶业等加工工

业都属于工业的范围；工业革命后以现代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大型工业企业在也 20 世纪的云南出现，形成

了云南早期工业萌芽；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国家加大对云南工业建设的投资形成了

云南工业建设的高潮，并留下了大量工业遗产资源。 
前工业化时云南工业主要涉及金属冶炼业，制盐业，制茶业等。金属冶炼业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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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云南生产的铜、锡产品还运往古蜀国与中原地区，成为其制造青铜器的主要矿料来源[11]”，涉及

分布在滇池周围的青铜文化区[12]，主要为出土青铜器文物并保存在各个博物馆中。明清时期，云南工业

纳入了中央政府一体化的进程中，最典型的就是铸币工业的形成及规模化发展[13]，铸币用的铜矿原料经

过选矿、开采、铸成货币，再通过人背马驼、漕运船运和马车官道等运输方式经过数千公里从东川府运

入京城[14]，东川及周边地区的铜矿成为当时中国货币制造业的命脉，时至今日，东川地区仍有部分清代

冶矿点遗存。此外，云南的自然资源为形成云南加工工业提供了基础，例如在黑井、石羊等古镇保存的

古法制盐工艺及作坊，在滇南茶马古道起点一带的古法制茶工艺和作坊等，都是工业遗存资源的组成。 
云南早期工业化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除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带来矿业发展的先天优势外，一

系列围绕交通变革带来的工业发展也不同程度促进了云南近代工业化进程。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

云南采矿业的重心从铜矿转向了锡矿，个旧锡矿成为各种资本掠夺重心。随着滇越铁路的建成，使用机

器生产的近代企业加速了沿线煤矿、锡矿等自然资源开采其他具有现代技术装备的企业也随之产生，如

昆明耀龙电灯公司的石龙坝发电厂、蒙自大光、开远通明、河口汉光等电灯公司。“到 1930 年前后，使

用机器生产的电力、工矿业厂数已有二、三十家……基本集中于昆明[15]”，昆明已经成为云南工业化建

设的中心城市。1935 年个碧临屏铁路建成通车，滇南地区以个旧–开远–蒙自为中心的工业城市群开始

萌芽，但工业化进程因战争而停滞。1941 年后因国防工业需要，一些大型企业从沿海和中部重工业城市

迁至抗战大后方[16]，例如著名的中央机器制造厂先后在昆明建成了金属冶炼厂、锅炉厂、内燃机厂、发

电机厂、工具机厂、纺纱机厂和普通机器厂等分厂[17]，并创下中国机械工业许多第一。 
1949 年后为了改变地区间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情况，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步伐，国家在第

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8)将经济建设投资向内地倾斜，云南锡业公司、开远火电厂等一批重点建设

项目在云南改建、扩建和新建，形成了国家对云南工业建设的第一次大规模投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以成昆、贵昆铁路为先导，以国防军工为重点，配套建设冶金、有色、机械、煤炭、电力、化工、森

工、建材等工业”为内容的“三线建设”又一次推进了云南工业的发展，主要建设钢铁工业、兵器工业、

电子工业、船舶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等。到改革开放初期，云南共布点建设了 164 个三线企事业单位，其

中，军工企事业单位 38 个，民用企事业单位 126 个(不包括铁路、公路和邮电) [18]，1983 年底，根据国

内经济发展的形势和以后建设的需要，国务院对“三线建设”调整改造，主要是“脱险搬迁”的布局调

整，将一大批所处地段自然条件差、不利于生产的企业从乡村迁移到大中城市或交通沿线[19]，很多三线

建设时期的工业遗存就这样被遗弃在了乡村区域。 
(二) 云南工业遗产资源的特点 
1) 云南工业遗产资源历史跨度时间长，能完整反映云南工业史和工业文化。从古代的制盐业、制茶

业到近代的金属冶炼业，再到现在的机器制造、能源生产等工业部门，特别是交通运输类的工业遗产资

源贯穿了云南工业发展的整个脉络，见证云南历史的兴衰。 
2) 云南工业遗产资源大多位于乡村，一是公路、铁路等交通运输类项目主要是起到连接城市的作用，

由于城市发展速度快，很多遗存在城市变迁中消失，所以这类工业遗产主要保存在乡村区域；二是资源

依赖性强的工业在靠近自然资源且对城市污染小的乡村中，特别是采矿冶炼点主要分布在山区；三是三

线建设时期要求在乡村区域内建设工业，但后期战略调整后又将这些工厂迁入城镇，在乡村区域遗留了

大量遗存。 
3) 云南近代工业遗产资源主要分布在环滇池带和沿铁路线周围，建设时期由于技术条件或者隐蔽建

厂的要求，遗址和周围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环滇池带”主要是指抗战时期由华北、华中，华南沿海地

区的城市迁入昆明的工业企业等，形成了海口、马街、茨坝和昆明市区四大工业基地[20]。“沿铁路线”

主要是指滇越铁路促进云南近现代工业发展，形成了滇越铁路沿线矿业经济带[21]，为大型机器设备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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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便利，推动沿线矿业发展。 
(三) 云南乡村工业遗产资源构成 
通过梳理云南工业遗产资源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工业遗产资源。

我国对工业遗产资源认定经历了从“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工业遗迹首先属于国家文物局

的管理范畴，工业遗址发掘的文物已经保存至博物馆，无法移动的遗迹成为国家级、省级或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近现代的工业遗产到 2006 年才出现在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新增的“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项目中。文物保护的概念停留在对工业遗产个体建筑保护的范畴，而文化遗产的概念涉

及到了对工业遗产的整体保护。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关于推进工业文化发

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产业〔2016〕446 号)和《关于开展国家工业遗产认定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工
信厅产业函〔2017〕455 号)，在辽宁、浙江、江西、山东、湖北、重庆和陕西等省市开展试点工作”，

并在年底发布了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认定名单》。2018 年 1 月，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调研宣传部、中

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创新战略研究院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联合发布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笔者根据文献资料、实地调研以及国家级、省级认定的工业遗产项目对云南位于乡村区域内工业遗产资

源进行整理如下： 
1) 交通运输类：主要包括与铁路、公路、航空等位于乡村区域的桥梁、隧道、车站及附属建筑物等，

例如滇越铁路、个碧临屏铁路、滇缅铁路、成昆铁路、贵昆铁路、滇缅公路、碧河公路、铜运古道、开

远长虹桥、云南驿机场等； 
2) 水利电力类：主要指在城市周边乡村区域的水库、水电站等水利及发电设施以及一些乡村区域遗

存的古代水害治理工程等，如石龙坝水电站、开远南桥水电站、黑井庆安堤等； 
3) 能源制造类：从明清时期土法冶炼遗址到建国初期和三线建设时期的企业，能源开采冶炼主要涉

及铜、铁、锡、煤等矿业，制造业主要指机械、电机、光学仪器、航天工业等； 
4) 制盐业和制茶业等前工业化时期的工业遗存等。 

3. 研究切入点：云南乡村工业遗产资源与乡村旅游的契合 

关于“乡村旅游”概念的界定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一般来说是指“在乡村地区，以具有乡村

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包括乡村自然风光旅游；农庄或农场旅游；乡村民俗

旅游和民族风情旅游[22]。”位于乡村区域的云南工业遗产资源不仅符合区域条件，其特点也契合了乡村

旅游的核心内涵“乡村性”[23]。 
(一) 乡村工业遗产是发展云南乡村旅游的重要资源之一 
乡村工业遗产资源是乡村旅游的重要类型之一，工业类乡村旅游由机械、仓库、车间、工厂、矿山

以及与之相关社会活动要素，明显区别于由村舍、耕种方式农田景观等要素组成的农业乡村旅游[24]，这

两类乡村旅游的类型都是乡村旅游多样性的体现，能较好的反映乡村旅游的丰富种类和广泛地域。 
位于昆明市西山区海口镇螳螂川上游的石龙坝水电站，是利用落差建造的引水式水电站，1912 年建

成，距今有近百年的历史，2010 年被国家能源局授予“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称号。石龙坝水电站分别在

1987 年、1993 年、2006 年成为市级、省级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石龙坝电站

修缮方案的批复》内容对水电站内的文物进行修缮[25]，并在 2008 年 12 月 12 日成立了中国水电博物馆，

将石龙坝水电站办公大楼改建成文物陈列室，用文字与实物向游客讲述着这座百年水电站一路走来的故

事。石龙坝水电站现存主要工业遗存有两台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的水轮发电机以及德国海登海姆的伏依

特公司生产的水轮机、耀龙电力公司抽水机房(第五批西山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三块石碑(分别记述商

办云南耀龙电灯公司石龙坝工程的修建过程、开办石龙坝电灯公司工程人员及工匠头人姓名和石龙坝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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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建设中的全部银钱开支)、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防空洞、炸弹坑等。石龙坝水电站从科学、社会、文化

价值[26]方面体现其在中国水电工业史中的价值，并先后录入了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和第二

批《国家工业遗产认定名单》。石龙坝水电站所在的螳螂川拥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如河上洞峡谷风

景区、金色螳螂川景区、青龙峡风景区、安宁温泉等，石龙坝水电站作为工业遗产资源使乡村旅游内容

更加饱满，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旅游产品。 
(二) 体现富有工业气息的云南乡村文化 
乡村工业遗产是一个时代工业进程的体现，反映了乡村社会经济变迁，记录了乡村社区居民的一代

集体记忆，“见证了农村工业活动对历史和今天所产生的深刻影响[27]”，是乡村经济发展史不可或缺的

内容，展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禄丰县黑井镇 1995 年就被云南省政府列为“历史文化名镇”，随后又列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它的

历史和盐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黑井采盐的历史始于唐代，到 1937 年时有盐井 42 口[28]，但此后因战

争和现代制盐业的兴起，黑井制盐业逐渐衰落并被人们遗忘，而黑井古镇风貌确由交通条件限制被完整

保留了下来。因盐而兴的黑井古镇，深受盐商文化的影响，传统建筑保留了明清时期风格，古道及路边

店铺式样在讲述着它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重镇的历史。作为禄丰县的文物大镇，境内有 21 处文物保护单

位，从民居大院到节孝总坊，从佛教、道教寺庙到儒家文庙，从古塔到古戏台、从碑刻到石，这些传统

乡村文化体现了黑井的厚重与文明，同时黑井还拥有一座红砂石建成防治泥石流的防护工程——庆安堤，

它和境内的古盐井和制盐作坊成为黑井乡村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让黑井这个千年盐都有着区别于

其他历史文化名镇的独特魅力。1971 年建成通车的成昆铁路穿越黑井镇全境，让黑井的文化景观又打上

了铁路遗产的烙印，黑井镇北边建有长 1382 米，高近 40 米的龙骨甸大桥，黑井镇境内建有铁道兵烈士

陵园，成昆铁路已经成为黑井景观的一个部分。目前，列车提速和改点之后，昆明铁路局 6161/2 次普速

旅客列车成停靠黑井站的唯一列车，也是到黑井古镇最方便的公共交通工具。如今成昆线复线即将建成，

这个三线建设重点工程的部分铁路线也将成为遗产。黑井古镇因盐而兴因盐而衰，又因盐文化遗存旅游

而换发新的生机。 
(三) 构成云南乡村景观的重要部分 
乡村的工业文化遗产也是乡村景观的一个部分，乡村工业建筑、工具和器具在形成时就具有了无法

替代的区域特色，表现了区域地方特色的产业风貌，在乡村景观的基础上构成了具有象征意义和文化内

涵的乡村景观空间，乡村旅游是建立在乡村景观的基础上，维护乡村景观的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也是工

业文化遗产在乡村旅游中的重要价值体现。 
个碧临屏铁路是在滇越铁路建成后催生的一条中国民营铁路。1914 年开工，全线历时 21 年完工，

铁路为节省成本以寸轨为轨距，当地人都亲切的称它为“小火车”，车站修建和滇越铁路的样式风格保

持统一却又融入了飞檐式屋顶和梁柱的中国式建筑风格，铁路沿线经过蒙自、个旧、建水、石屏等滇南

重要城镇，也是风景相当优美一段火车线路。2014 年，建水县人民政府与昆明铁路局达成了合作意向，

依托个碧临屏铁路建水段铁路资源，启动建水古城至团山米轨旅游小火车项目。建水古城旅游投资有限

公司承接了这个项目，2015 年 5 月 1 日正式开通建水到团山的铁路旅游线路，目前“建水小火车”有临

安站、双龙桥站、乡会桥站和团山站四个站，铁轨将临安镇和西庄镇的众多风景名胜连接在一起。通过

乘坐小火车，游客可以欣赏到沿途优美的乡村景观，领略建水独特的古寺古庙古楼、古井古桥古阁等众

多文物古迹，并最终到达入选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保护名录的团山村。建水小火车沿线还将打造包括购

物餐饮的露天休闲广场、米轨铁路文化广场、个碧石铁路博物馆、油菜花和玫瑰花田、绿色时光隧道等

[29]，构成了一道独特亮丽的历史文化旅游风景线。个碧临屏铁路和沿线穿越滇南乡村风光，不仅将线路

周边的优美景致完整的呈现在游客面前，又将乡村旅游中的不经景点串联在一起，同时还宣传了地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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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工业遗产资源。建水打造的旅游观光小火车，对建水及周边乡村区域的旅游发展具有很大的带动作

用，是保护乡村传统风貌的一个重要部分，让乡村旅游的内涵和产品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更具文化

魅力。 

4. 研究着力点：云南乡村工业遗产资源旅游开发适宜性分析  

(一) 丰富云南旅游资源类型 
二十一世纪初，云南省政府将旅游业作为重点产业进行建设，到 2009 年底，云南旅游业已经成为经

济发展的第二大支柱产业，《云南旅游业综合改革和发展的规划纲要(2008~2015)》助推了云南旅游业“二

次创业”，2016 年《云南省旅游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为未来云南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新方向、新目

标和新要求。云南省统计局 2019 年初发布统计数据表明：“2018 年，全省接待海外游客 706.1 万人次，

同比增长 5.75%。接待国内旅游者 6.8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0.24%；全省共实现旅游业总收入 8991.44 亿

元，同比增长 29.89% [30]”云南作为旅游大省，共有 140 家国家级 3A 及以上景区(截止 2018 年底)，但

含有工业遗产资源的景区屈指可数。对云南乡村工业遗产资源梳理后发现，开发成景区的工业遗产资源

大多集中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如滇越铁路碧色寨历史文化公园、建水小火车游、人字桥风景区、

开远城市轨道交通(开远站-大塔站)、河口滇越铁路桥等，其他还有黑井古镇旅游景区、滇缅铁路遗址公

园、东川泥石流地质公园、石龙坝水电站，并没有形成气候。乡村工业遗产是对云南旅游资源在数量和

类型上的补充，有助于“提升传统旅游产品，培育新产品新业态[31]”，深度挖掘云南旅游业的独特性，

避免同质化竞争。 
(二) 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 
云南乡村工业资源大多分布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可达性较差，且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达标，很难成

为收大众欢迎且质量较高的风景区。以滇越铁路五家寨人字桥为例，2003 年客运停开后只能通过公路到

达景点，从云南省会昆明出发全程 357 公里，自驾车需要五个半小时才能到达人字桥风景区；如果选择

公共交通工具则要花费更长的时间：首先从昆明乘坐四个半小时的火车到屏边县城，转乘一个半小时的

客车至湾塘乡，然后再换乘面包车，一个小时到达人字桥村，并没有专门的旅游列车，漫长的旅途以及

长时间的等候和转车，很难让游客有一个良好的旅游体验，没有办法让游客完全体验乡村旅游的休闲性。

而位于人字桥风景区旁的人字桥村仍是云南省重点扶贫村，村内仅有两家经营餐馆生意，一家小卖部，

没有提供住宿，进村的道路仍是弹石路面，路窄处仅供一车通行，如遇雨天道路更加崎岖泥泞。发展乡

村旅游正好契合乡村振兴战略，其核心内容[32]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体任务就是“生产发展、生活

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乡村旅游发展不仅能推动乡村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还能提

高农民收入水平，为迎接游客还需要建设文明乡村改善村容村貌，同时以工业遗产资源作为乡村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三) 对工业遗产认知观念的变化 
工业遗产的概念对于国人来说还很生疏，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掺杂着半封建化和半殖民化的影子，早

期工业化复杂的背景让人们不愿提起这段历史，也让人们忘记这是应该重新认识和保护的遗产，而工业

往往给人们一种又脏又灰的印象，很难和“青山绿水、田园风光”的旅游联系起来，当人们看见废弃的

铁路桥墩、荒无人烟的工厂、没有火车停靠的火车站时，很少有人想到她们是一种遗产。但如今这种观

念正在逐渐变化，人们开始意识到工业遗产作为记录工业化进程的遗迹，是一代人的记忆，是值得关注

和保护的历史。工业遗产的概念正在逐渐扩宽，人们关注的也不仅是物质文化的工业遗产，也关注到工

业遗产所蕴含的工业文化内涵。个旧鸡街火车站是个碧临屏铁路上的著名站点，站内存有米轨和寸轨线

路，七十年代寸轨改米轨大量被废弃的寸轨轨道长期躺在鸡街火车站内被挪作他用，或是建成电线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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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做废铁卖掉。到九十年代，铁路全面停运后，鸡街火车站也被废弃。2006 年鸡街火车站成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刚开始周围居民对此并不理解，仍然占用或拆毁车站建筑，但笔者在 2011 年 5 月和

2019 年 2 月两次到访个旧鸡街火车站，近八年的时间这个火车站都没有什么变化，成为一个保存较为完

好的乡村工业遗产区域，保存旅游开发的必要条件。 
(四) 工业遗产旅游的兴起 
工业考古学的兴起促进了“工业遗产”意识的发展，大量旧厂房和旧机器设备以博物馆的形式被保

存下来，见证了人类工业文明的辉煌和地区工业发展的历史，很多对此感兴趣的人们参观了这些被保留

下来的工业文物而形成了最初的工业遗产旅游形态。1986 年，工业革命爆发地英国铁桥博物馆城(The 
Ironbridge Gorge)成为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UNESCO)的世界遗产名单(World Heritage List)中最早的工业

遗产项目，每年吸引着六十万参观者[33]。我国工业遗产旅游兴起于城市，资本和创意结合后的城市工业

遗产改变用途成为博物馆、购物综合体、文化创意园等，并成为城市标志和旅游场所，越来越快的生活

节奏也让人们越来越怀念过去，乡村工业遗产往往迎合的现代人对于“怀旧”(nostagia)以及乡村田园风

光的美好向往，其保留程度高和真实性强的特点更加符合现代人对于旅游的需求。 
位于蒙自市北郊十多公里处的碧色寨车站曾是滇越铁路上的特等车站，由于米轨和寸轨交接以及在

蒙自设有海关，这个小村镇在那时成为了名不见经传的“东方小巴黎”。随着 90 年代个碧临屏铁路停运

以及滇越铁路提速等原因，碧色寨车站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只有在一些摄影家的镜头中才能看见这个

曾经有着辉煌历史的小站。2018 年年初，一部《芳华》再次点燃了这个曾经安静过的小镇，游客纷至沓

来。碧色寨除了保留完整的车站建筑以外还留下了一批铁路职工住房以及当时商贾云集时的酒店、公司

等旧址，还有一块高原红土网球场也被翻新出来。从一开始只有车站旁一家小卖铺到现在村里的人几乎

都到铁路旁去卖水或是小吃；从站房建筑没有人管理到现在一幢一幢的房子被翻新；从没有任何公共休

憩空间到建成的小花园和雕塑广场，乡村工业遗产正在彰显其独特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五) 以乡村工业遗产带动周边旅游资源整体建设 
乡村工业遗产作为旅游资源能够凸显地方特色和文化精神，同时推动周边旅游业的发展。昆明海口

老工业基地，作为抗战时期建成、三线建设时期发展的工业基地，众多辉煌历史：云南光学仪器厂和西

南仪器厂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生产的军用双筒望远镜和第一架 80 公分测远镜；云南水泥厂生产

出云南第一袋水泥；还有云南磷肥厂等一批企业；这里还诞生了享誉东南亚的春花牌自行车。目前有工

业遗存为云光博物馆，云南水泥厂立窑等， 
当时军工生产的重要基地现已成为校舍。2019 年 1 月《昆明市西山区海口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

公示，海口工业基地将形成“一心一带、多点多轴圈层”的规划结构，“依托中国第一架望远镜、第一

只红外变像管等数十个光学工业第一打造的云光博物馆，展现了工业文明和特色；依托山冲社区和周边

石头城建设的海口山冲公园，打造了集休闲、文化、展览为一体的场所[34]”，以工业遗产带动老工业基

地新一轮的腾飞。 

5. 结语：发挥云南乡村工业旅游资源潜力 

工业遗产资源是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资源，应注意乡村旅游的平衡发展，多关注工业文化遗产这一

类“弱势群体”，注重乡村景观的完整性，促进乡村旅游的全面发展。云南工业发展的特殊历史沿革使

得云南工业遗产大多保存在乡村之中，云南乡村工业遗产是见证云南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云南旅游资源发展多集中于自然环境和民族风情，或多或少会威胁到工业遗产资源在乡村旅游中的健康

发展，且一直是处在被忽视的状态。 
2018 年初，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的发布带动了新一波工业遗产旅游的高潮。同年 3 月，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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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工信委正式下文展开全省范围内的工业文化遗产普查，各级政府、各类企业也在着力清查管辖范围内

的工业文化遗产，这次政府层面的行为无疑为对推动工业遗产资源的保护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要

抓住工业遗产旅游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契机，盘活乡村工业遗产资源，优化乡村工业遗产资源的开发环境，

从乡村工业精神和文化入手，避免同质化竞争和不平衡发展，凸显工业遗产资源在乡村旅游中的独特价

值，让云南乡村工业遗产成为云南旅游焕发活力的一张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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