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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 heritage is the remain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carries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city development.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City Memory”, “Canal Industrial Heritage Corridor”, and taking Qishuyan area in 
Changzhou City as an example, we classify,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typical enterprises and herit-
age points, put forward the basic orientation of constructing industrial heritage corridor of the 
Great Canal through the strategic planning.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ocal enter-
prise, we suggest excavating the corresponding landscape elements which echo the canal culture 
theme to build an industrial heritage corridor of the Great Canal, which concentrates city memory, 
history and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rban traffic, urban flood control, ecological affore-
st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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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遗存，是城市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城市发展的历史记忆。本文通过

引入“城市记忆”、“运河工业遗产廊道”两个概念，选取常州市戚墅堰工业区为例，对典型企业或单

位、典型遗产点进行分类、分析和评估，提出通过战略规划确定构建沿运河工业遗产廊道的基本定位，

结合当地河段各企业或单位的具体现状，挖掘相应的景观元素呼应运河文化这一主题，构建一条集城市

记忆、历史文化、科学技术、城市交通、城市防洪、生态绿化、旅游开发于一体的运河工业遗产廊道。 
 
关键词 

工业遗产，城市记忆，运河，遗产廊道，戚墅堰 

 
 

1. 基本概念 

1.1. 工业遗产 

工业遗产，指的是具有历史、技术、社会、建筑或科研价值的近现代工业文化遗存[1]。概念涉及与

工业时代新型生产方式直接或间接关联的建筑、场所和设备等。直接关联的包括作坊、车间、厂房和仓

库等；间接关联的包括职工住宅、码头、车站和桥梁等。简而言之，工业遗产即工业文明的遗存。 
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于 2003 年发表《工业遗产的塔吉儿宪章》，对工业遗产做出权威

界定：“具有历史价值、技术价值、社会意义、建筑或科研价值工业文化遗存。包括建筑物和机械、车间、

磨坊、工厂、矿山以及相关的加工提炼场地、仓库和店铺、生产、传输和使用能源的场所、交通基础设施，

除此以外，还有与工业生产相关的其他社会活动的场所，如住房供给、宗教崇拜或者教育”(TICCIH, 2003) 
[2]。由于欧美国家在工业遗产保护上的领先地位，其在工业遗产保护领域的观念和相关法律法规已在全

球范围内得到认可[3]。该宪章作为工业遗产保护最为重要的国际宪章，推动着工业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

的进行。中国的工业遗产内容主要涵盖 1840 年鸦片战争到现代这一时间跨度内的产物。 
工业遗产分为物质性工业遗产和非物质性工业遗产，其中物质性工业遗产又可分为可移动工业遗产

和不可移动工业遗产。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在城市物质空间层面实体类的工业遗产，即那些在近现代工业

发展过程中建设的工业建筑、设备、仓储、交通运输及其配套设施等。本文所研究的戚墅堰区(图 1)作为

常州民族工业的发祥地，自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后，陆续创办了戚墅堰机厂、戚墅堰电厂、国棉四厂等

知名企业或单位(图 2)，产业集聚程度高，体量较大，所遗留下来的厂房、车间、设备、仓库、办公场所

等保留较为完好。戚墅堰区工业历史悠久，工业遗存密集，并具有一定规模，该区域所集聚的工业是促

进该地区发展的动力核心，在常州发展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1.2. 运河工业遗产廊道 

运河工业遗产是不同历史时期沿运河发展的工业及其相关活动影响所形成的产业文化遗存，其中运

河通常是引起产业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核心要素。京杭大运河作为区域间主要水运交通枢纽，是联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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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常州经开区管委会，2015) 

Figure 1. The scope of Qishuyan 
图 1. 戚墅堰区范围 

 

 
(资料来源：常州经开区管委会，2015) 

Figure 2. The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in Qishuyan 
图 2. 戚墅堰区工业遗产分布 

 

产建设、生活休憩、服务办公、物流仓储等多个功能环节的纽带，是促进运河工业遗产演变的重要诱因。

有学者认为，运河工业遗产应该是具有整体性的，运河工业遗产应该是与运河线路具有某种特殊联系的

相关产业要素的集合，这些产业要素与运河线路具有某种联系，如功能联系、空间联系、历史联系等，

从而形成共同主题的有机整体。 
遗产廊道指“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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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Searns, 1995) [4] (图 3)。工业遗产廊道(industrial heritage corridor)
是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的一种特殊形式(王志芳，孙鹏，2001；俞孔坚，2003；俞孔坚等，2004；李

迪华，2006；单霁翔，2006；朱强，李伟，2007)，是工业遗产作为其核心构成资源的线性遗产区域(heritage 
area)或文化景观。 

运河常州河段途经武进区、天宁区、钟楼区和戚墅堰区，本文所研究的戚墅堰区是大运河江南河段

沿线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各种工业遗产呈线性分布(主要沿运河分布)，具有共同历史主

题(运河文化)，并将沿线的自然、服务、教育、旅游等其他资源串联起来。各历史时期丰富的工业遗产资

源为该地区构建以运河文化为主题的工业遗产廊道奠定了坚实基础(图 4)，有利于实现地区工业遗产保护

与生态环保、教育科研、旅游开发等方面共同发展。本文所研究的工业遗产包括运河水系(包括戚墅堰河

道及戚墅堰大桥、常州港及相关附属设施)，以及近代以来运河带动发展起来、或是较少受运河影响但紧

邻运河发展而来的工业生产企业(包括戚墅堰机车车辆厂、戚墅堰电厂、国棉四厂等)，同时包括与工业生

产相关的市政公用设施极其附属的办公、住宅、服务等配套建构筑物物及其所在场所(包括戚墅堰体育场、

中小学、职工技校等)。 
 

 
(来源：孙鹏，王志芳，2001) 

Figure 3. The diagram of heritage corridor 
图 3. 遗产廊道结构示意图 

 

 
Figure 4. Qishuyan industrial heritage corridor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 canal 
图 4. 戚墅堰运河沿岸工业遗产廊道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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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城市记忆 

城市意象是指由于周围环境对居民的影响而使居民产生的对周围环境的直接或间接的经验认识空间，

是人的大脑通过想象回忆出来的城市印象，也是居民头脑中的“主观环境”空间[5]。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一书中对城市意象进行结构，并提出城市意象的五种基本要

素：通道(path)，边缘(edge)，街区(district)，节点(node)，标志(landmark) [6]。而城市记忆的概念包括城

市形态、功能及其意义三个方面，城市记忆即是对城市空间环境意义及其形成过程存整体性历史认识[7]。 
城市记忆是以城市物质空间环境为基础，是人对城市物质空间的主观反映。由于城市在不断发展变

化，人也在对城市空间不断进行能动改造，因此，城市记忆也是不断发展的。工业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

一种特殊形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受到重视，很多具有价值的工业遗产被损坏、拆毁、遗弃。这种对

工业遗产的忽视往往使得城市记忆发生记忆的“错位”，甚至“失忆”。记忆的“错位”意味着工业遗

产被拆毁后原场所新建的内容脱离于环境意义在历史发展中所一贯坚持的原则；“失忆”则意味着这些

新的内容完全脱离环境演变的连续性[8]。 

2. 戚墅堰运河工业遗产廊道构建与城市记忆 

2.1. 戚墅堰工业遗产历史概况 

戚墅堰地区工业历史悠久，拥有运河和沪宁铁路的双重优势。16 世纪明嘉靖时，常州手工业已相当

发达，特别是棉纺织业已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明末清初，戚墅堰地区开设有多家工场、作坊，尤以

家庭织布、砻坊、糟坊为盛。 
一战期间，列强疲于应战，暂时放松对我国的殖民掠夺；另外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相

关政策为民族工业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环境。而戚墅堰区又是最早受到上海影响的民族工业产生的江南地

区之一。民国 8 年(1919 年)刘瑞金创办燧源电灯厂；民国 11 年(1922 年)年张云博、杨翼之等创建国内最

早的近代工业企业——利民纺织厂；民国 13 年(1924 年)，杨廷东等开办震华制造电气机械总厂(今戚墅

堰电厂)。震华厂的开办为当地农业灌溉、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至此，碾米厂、面粉厂、油厂、铁

工厂等相继兴办。民国 25 年(1936 年)，上海吴淞机厂迁址戚墅堰而建戚墅堰机厂，占地 42 公顷，厂房

面积 2.1 万平方米，职工 1500 多人，为常州第一个大型近代化工厂。至抗日战争前，戚墅堰全区有大小

工厂 11 家[9]。 
抗战期间，整个太湖流域成为沦陷区，而运河沿线更是首当其冲，漕运被日军垄断，工厂遭受严重

破坏。戚墅堰区的通成纱厂、大生源油厂、大星面粉厂均遭焚烧，损失惨重。抗战胜利后，工厂曾一度

有所恢复。但内战期间因战事发展如火如荼，交通受阻，物价飞涨，外有美货倾销，内有官僚资本压迫，

人民生活水生火热，至解放前夕，运河沿线大多工厂举步维艰。 
新中国成立后，1953 年戚墅堰划归常州市管辖，同年起区政府贯彻实施常州市第一个五年计划，全

区进行大规模、有计划地调整、改组。戚墅堰区沿运建立国有大中型企业，先后兴办纺织、电子、化学、

钢铁等各类工业，基本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工业区。 
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间，戚墅堰区沿运工业集体“大跃进”，随后进行第二次结构调整。而文

革期间，该地区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部分地区布局分散，秩序混乱。 
改革开放以来，戚墅堰沿运工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戚

墅堰已发展成为工业门类较为齐全的新型综合性工业区。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戚墅堰沿运大规模工业

新区建设，政府提出“科教兴区”、“外向带动”、“一化两城(农村城市化和新加坡城、城东商城)”战

略，旧城工业“退城进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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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戚墅堰沿运工业遗产类型与构成分析 

有学者研究表明，运河沿岸江南河段的工业遗产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和近郊区，戚墅堰是少数位于

远郊区的工业集聚区。由于拥有大片土地，戚墅堰区可以发展大型工业，形成较为独立的工业城镇。 
学者朱强将沿运工业遗产形成模式分为九种(表 1)，分别是：传统码头商市演变模式；传统作坊区演

变模式；租界模式；新兴大型码头模式；沿运新区扩张模式；现代交通牵引模式；新建国营大中型企业；

现代工业新区模式；散点模式[11]。戚墅堰区属于典型的沿运新区扩张模式，运河沿线工业呈带状分布，

道路宽阔，布局规整。工业类型较为丰富，包括大型市政设施、机械、纺织、粮食加工等。本文选取当

地较为典型的大型工业企业或单位：戚墅堰机厂、戚墅堰电厂、国棉四厂，进行着重研究。 
戚墅堰区沿运相关企业和单位可以从创立年份、创办类型和工业类型三个角度对其进行分类(表 2)。 
戚墅堰沿运工业遗产建构筑物根据建设年代、使用性质、历史风貌、保护情况四个角度进行分类(表 3)。 
由上述分析可知，戚墅堰区沿运工业主要创办于一战期间即中国近代工业大发展时期，比较符合中

国近代工业发展历程。民族资本构成创办类型的主体，其他主要已官办和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营为主，

戚墅堰电厂是当地唯一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民族资本工业遗存主要是轻工业如棉纺、食品等，而大型国

营的工业遗存通常是重工业。 
建构筑物遗产点的类型主要是厂房、办公、配套服务和仓库，其中又以厂房为主(与工业生产关系最

为密切)。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建筑风貌主要是一般建筑和现代建筑，由于这两种建筑类型造价低廉、功

能合理，因此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建构筑物类型，受到大众青睐。 
戚墅堰机厂和国棉四厂遗产保留情况较好，而戚墅堰电厂几乎已经没有多少工业遗存。维持现状的

建筑物占一半以上，说明运河沿岸许多工业遗存至今仍发挥生产功能，这也是运河工业遗产相对其他工 
 
Table 1. 9 patterns of industry production along the canal 
表 1. 沿运工业产生的九种模式 

编号 模式 说明 

A 传统码头商市蜕变模式 产生于各城市沿运交通要道附近，由传统码头、商市或前店后坊的手工作坊转变而来 

B 传统作坊区演变模式 由城市内部传统手工业作坊集中区片演化而来 

C 租界模式 于部分开埠城市租界地区建立的工业集中地区 

D 新兴大型码头模式 在沿运新设立大的码头，从而带动了周边地区物流 

E 沿运新区扩张模式 工业紧邻原城市建成区外围，沿运河设厂并呈带状集聚 

F 现代交通牵引模式 由近代陆路特别是铁路修建而发展起来的工业 

G 新建国有大中型企业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按照国家计划经济部署，大规模改扩建甚至新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 

H 现代工业新区模式 沿运新建大量以发展工业为主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乡镇 

I 散点模式 沿运河或其他通航水系零散分布，又或在城市内部或郊区乡镇，点状零星的分布规模较小 

来源：朱强，2007。 
 
Table 2. Typical enterprises along the canal in Qishuyan 
表 2. 戚墅堰沿运代表性企业或单位 

原名 现名 创立年份 创办类型 工业类型 

大明纺织总公司 国棉四厂 1922 民族资本经营 棉纺织染 

震华制造电气机械总厂 戚墅堰电厂 1924 中外合资经营 市政 

常州戚墅堰机厂 中国南车集团 1905 清政府官办 重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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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遗产更具保护利用价值的地方。办公建筑、厂房大多保持原来用途，配套服务设施大多改作其他用途，

工业构筑物基本已经丧失实际功能，再利用价值最低。 

2.3. 戚墅堰沿运工业遗产价值评价与分级 

我国《文物保护法》的第一章第二条：“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受国家保护”。李海

燕(2005)对大运河江南河段工业遗产进行深入研究，在定性评价的基础上，选取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对企

业/单位进行定量评估；选取历史价值、技术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对建/构筑物进行定量

评估赋分(表 4、表 6) [12]，从而得到戚墅堰区工业遗产的评估得分(表 5、表 7)。 
根据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这两项指标对企业或单位进行价值评价，并划分等级，第一等级分值 70~100、

第二等级分值 40~69、第三等级分值为 0~39，再结合工业遗产点数量和现状保存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其

中戚墅堰机厂和国棉四厂为第一等级，整体工业风貌保留较为完好、工业遗产点数量较多且保存情况较

好、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历史地位。戚墅堰电厂由于遗产点保存情况较差，被划分为第二等级。 
 
Table 3. Typical industrial heritage points along the canal in Qishuyan 
表 3. 戚墅堰沿运代表性工业遗产点 

企业/单位 原建/构筑物 建设年代 现建/构筑物 使用性质 历史风貌 保护情况 

国棉四厂 

仓库 1974 仓库 仓库 一般建筑 保留现状 

车间 1974 车间 厂房 一般建筑 保留现状 

纺织车间水塔 1952 水塔 工业构筑物 构筑物 无实际用途 

厂办公室 1952 厂化验室 办公建筑 传统建筑 改做其他用途 

职工业余收养所 1952 厂招待所 配套服务建筑 传统建筑 改做其他用途 

纺织车间 1952 纺织车间 厂房 现代建筑 保留现状 

戚墅堰机厂 

工厂事务所 1938 戚机厂党委办公大楼 办公建筑 现代建筑 保留现状 

蒸汽机车检修 
联合车间 

1956 内机修理车间 厂房 现代建筑 保留现状 

台车车间 1956 台车车间 厂房 现代建筑 保留现状 

工人礼堂 1960 厂综合活动中心 配套服务建筑 一般建筑 改做其他用途 

戚墅堰电厂 注：保留情况较差 

 
Table 4. Evaluating typical enterprise along the canal with marks 
表 4. 沿运企业或单位价值评估赋分表 

指标 指标说明 赋分 得分 

历史价值50 企业/单位在全国、全省或全市 
的产业发展中所占地位 25 

在全国或区域产业发展及工艺流程演变中占有重要地位
17~25  

  在所在城市产业发展及工艺流程演变中占有重要地位 9~16  

  一般企业或单位 0~8  

 企业/单位与全国、全省或全市的重要人物 
或重大事件的关联程度 25 与全国或区域的名人或重大事件有直接关联 17~25  

  与所在城市的名人或重大事件有直接关联 9~16  

  基本与名人或重大事件无关 0~8  

文化价值50 企业/单位对于时代精神、 
城市文化的影响程度 50 

代表时代精神、对近代城市文化具有全国 
或区域影响的典型企业 34~50 

 

  体现城市文化、具有对地方影响的大型企业 17~33  

  一般企业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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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Evaluating typical enterprise along the canal in Qishuyan with ranks 
表 5. 戚墅堰沿运企业或单位评估等级表 

 
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 得分 遗存状况 遗产点数 价值分级 综合分级 
地位 关联程度 

国棉四厂 13 22 35 70 基本完好 6 I I 

戚墅堰机厂 25 
 13 50 88 基本完好 4 I I 

戚墅堰电厂 16 16 33 65 保存较差 0 I II 

 
Table 6. Evaluating typical industrial heritage point along the canal with marks 
表 6. 沿运工业遗产点价值评估赋分表 

指标 指标说明 赋分 得分 

历史价值 20 年代久远程度 20 

1949 之前 14~20  

1949~1957 7~13  

1958~1980 0~6  

技术价值 20 建构筑物的结构与材料或特殊结构作法 
对建筑史研究的重要程度 20 

很重要的创新意义和建筑史研究价值 14~20  

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和建筑史研究价值 7~13  

没有的创新意义，很少建筑史研究价值 0~6  

艺术价值 20 

建构筑物的风格样式对建筑史研究的重要程度 10 

具有一种或几种建筑风格的典型特征 7~10  

具有一种或几种建筑风格的某些特征 4~6  

没有明显特征 0~3  

建构筑物的造型、比例、色彩、装饰等美学价值 5 

美学价值很高 4~5  

美学价值一般 2~3  

美学价值很低 0~1  

建构筑物在环境中作为节点或地标的重要程度 5 

非常重要的地标或节点 4~5  

非重要的地标或节点但视觉可见 2~3  

视觉不可见 0~1  

文化价值 20 企业文化形象和职工情感认同程度 20 

非常重要 1420  

比较重 7~13  

不重要 0~6  

经济价值 20 

建构筑物的结构或空间所具有的再利用潜力 10 

改造比较容易，再利用可能性很高 7~10  

改造难度一般，再利用可能性一般 4~6  

改造难度很大，再利用可能性很低 0~3  

建构筑物现状保存完好程度 10 

基本保存完好 7~10  

有一定损坏，但可以修复 4~6  

基本损坏，修复难度很大 0~3  
 

通过查阅资料和现状调研，对上述遗产点进行逐一分析，进行价值点的价值得分统计并分级。第一

等级分值 70~100，共计两个，分别是戚墅堰机厂工厂事务所、工人礼堂。戚墅堰机厂是最能代表江南地

区近代工业发展的企业之一，在全国或区域范围内都具有较高影响力。工厂事务所是戚墅堰机厂工业遗

产中保留较为完好、建筑风格独特典型的工业遗产点。 
第二等级分值 40~69，共计 6 个，分别是国棉四厂仓库、车间、职工业余收养所、纺织车间、戚墅

堰机厂蒸汽机车检修联合车间、台车车间。戚墅堰地区的工业遗产保留较为完好，工业遗产点数量较为

多，但是和一级工业遗产点相比，二级工业遗产点在建构筑物年代久远程度、结构与材料或特殊结构作

法的创新程度和对建筑史研究的重要程度、相关企业文化形象和职工情感认同程度等方面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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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Evaluating typical industrial heritage point along the canal in Qishuyan with ranks 
表 7. 戚墅堰沿运工业遗产点评估得分表 

工业遗产 建构筑物 
工业遗产 

历史 
价值 

技术 
价值 

艺术价值 
文化 
价值 

经济价值 
得分 
等级 风格 

样式 
造型样式 
色彩装饰 

节点 
地标 

再利用 
潜力 

保存完 
好程度 

国棉四厂 

仓库 1 10 5 3 2 12 8 9 50 

车间 1 12 6 3 3 12 10 10 57 

纺织车间水塔 8 5 2 1 5 2 0 3 26 

厂办公室 8 7 3 4 1 8 2 4 37 

职工业余 
收养所 

8 8 5 4 2 9 4 5 45 

纺织车间 8 14 1 3 3 10 9 6 54 

戚墅堰机厂 

工厂 
事务所 

20 17 9 5 1 18 10 9 89 

蒸汽机车检修 
联合车间 

12 15 6 1 2 11 5 8 60 

台车车间 12 14 2 2 1 9 6 8 54 

工人礼堂 4 18 10 5 5 20 8 10 80 

戚墅堰电厂 — —  — — — — — — — 

 
第三等级分值为 0~39，共计两个，分别是国棉四厂纺织车间水塔、厂办公室。这些建构筑物多为建

国以后、一五计划期间大规模社会主义城市建设期间所遗留的历史产物，结构与材料或特殊结构作法的

创新程度不足、和对建筑史研究的重要程度较弱、可利用价值较低，现存的工业遗产点很多被废弃，甚

至失去了实际利用价值。 

2.4. 构建运河工业遗产廊道和城市记忆延续 

沿运工业遗产不同于一般的工业遗产，而是具有共同主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运河就是串联起该

区域工业发展的核心灵魂。根据上文遗产廊道的概念，构建戚墅堰运河工业遗产廊道，延续城市记忆。

从整体出发，将戚墅堰工业区划分为核心保护区、控制开发区、更新开发区，从历史、文化、经济、生

态等方面全方位构建保护体系。 

2.4.1. 企业/单位改造更新策略 
1、展览馆模式 
戚墅堰区某些体量庞大的遗产点没有改作他用、维持原有功能，开发潜力较大。因此，可以改为运河

文化博物馆、大运河规划展览馆或相关会展中心，让更多人可以“看得见”一个时代所留下的城市记忆。 
2、公共开放空间模式 
尊重戚墅堰区域原有水系，保留原有工业格局，建设滨水绿地、滨水公园等滨水开放空间。利用原

有工业遗产点(尤其是那些缺乏实际功能的建构筑物)形成城市滨水节点，实现记忆与现实的对话，建设具

有活力的滨水工业风貌。 
3、体验式园区开发模式 
挖掘当地运河文化的开发潜力，保留当地一部分废弃的老厂房、老仓库，进行体验式创意产业园区

开发建设。企业有专门的对外展示场所，向公众演示一些工业流程，公众也可以参与到生产活动中，达

到展览、交流、创作、服务相结合的目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4、工业旅游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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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墅堰区沿运工业遗产可以结合当地迂墩遗址公园进行商业旅游开发，类似的案例可以借鉴位于苏

州拙政园与狮子林附近的吴县刺绣厂，现已改造为如家快捷酒店，虽不是繁华的商业街区，但结合周边

遗产的旅游开发改造，满足了游客的需求。 

2.4.2. 工业遗产点的保护改造 
参考上述对戚墅堰工业遗产点评价，笔者认为对于一级工业遗产点不应进行大幅整改，而是原貌保

护为主，局部适当维修保养。对于二级工业遗产点进行必要的结构性重组，通过局部拆减、局部增建设

置局部重建，以适应新功能，提升环境质量。对于三级工业遗产点不做强制性控制，可以根据具体现状，

将其保留或是进行功能置换，改建成运河文化主题展览馆、工业设计工作室、滨水乐园等。 

3. 结论与展望 

常州市戚墅堰区拥有丰厚的工业历史文化资源。在历史价值方面，工业遗产见证了该地区近现代工

业生产活动对城市社会生活变迁产生的深刻影响，是城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价值方面，戚墅

堰区的工业建构筑物大多都为现代建筑或一般建筑，本身结构的可塑性较大，一些工厂的空闲用地也比

较多，适合做一定功能的再开发，新建筑也比较容易与现状周边相协调；在文化价值方面，企业文化形

象和职工情感认同程度一直是建设改造旧城工业区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像戚墅堰机厂这样的一百年老

厂，在当地已经成为联系居民的重要纽带。在社会价值方面，工业遗产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承载着

几代人的历史记忆，见证了巨大变革时期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在科技价值方面，工业遗产中的大多生

产技术虽然已经被淘汰或升级，但其在历史上也发挥过一定的作用，在建筑物的构造、生产工具的改进、

工艺流程的设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科学技术史价值。 
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戚墅堰沿运工业遗产现状的研究，用发展的眼光制订相关保护政策[13]。

通过战略规划确定沿运工业遗产廊道规划的基本定位，结合当地河段各企业或单位的具体现状，挖掘相

应的景观元素呼应运河文化这一主题，构建一条集历史文化、科学技术、城市交通、城市防洪、生态绿

化、旅游开发于一体的运河工业遗产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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