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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鲁尔工业区曾是德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上世纪 70 年代，在资源
枯竭、新兴市场竞争激烈背景下，该地区审时度势，重新规划了区域发
展方向。通过整合现有产业资源，做强做精 ；依靠政策引导，鼓励新兴
产业在鲁尔安家落户 ；对于现存的工业实施尽量发掘利用，发挥自身优
势，建设具有历史、文化、生态功能的多重工业地景景观体系，成功实
现了向工业文化和高新技术产业转型。

（二）德国鲁尔工业区更新改造

一、背景介绍

鲁尔工业区位于德国西部、莱茵河下游支流鲁尔河与利珀河之间，
面积约 4600 平方公里，人口 570 万，是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区之一。鲁
尔工业区煤炭地质储量为 2190 亿吨，占德国煤炭总储量的 3/4，其中
经济可采储量约 220 亿吨，占全国经济可采储量的 90%。鲁尔区优质
硬煤田数量较多，煤炭所含的灰分（3%-18%）和硫分（0.5%-1.5%）
均较低，热值大。工业革命带动了煤炭产业的兴起，加之其重要的地缘
位置，鲁尔工业区逐步发展成为以煤炭和钢铁为基础、以重化工业见长
的重型工业区。1958 年后，石油、天然气等新能源的应用逐渐增多，
加之技术发展使得炼钢耗煤量逐渐降低，煤炭在世界能源消费构成中的
比重开始下降，鲁尔工业区的煤炭产量逐步减少。同时，世界钢铁生产
国和出口国越来越多，钢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20 世纪 70 年代的全球
经济危机和钢铁替代产品的广泛应用又令世界钢铁市场需求急剧减少，
鲁尔区很多煤矿和钢铁厂纷纷倒闭，大批的工人开始下岗失业。据资料
介绍，1957 年至 1968 年西德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147.8%，而鲁尔工业
区只增长了 80%。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鲁尔区煤炭工业就业人数
已降至 7 万人左右，钢铁业减少了 4 万多个工作岗位，造船业职工人
数减少 2/3，失业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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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策和解决方案

1. 整体方案思路

为解决鲁尔能源枯竭、产业衰落等重工业遗留问题，1968 年，北
威州政府制定了“鲁尔发展纲要”，重点整顿矿区，将采煤集中到赢利多、
机械化水平高的大矿井，并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价格补贴、税收
优惠、投资补贴、政府收购、矿工补贴、环保资助、研究与发展补助等）
扶持并改造煤炭、钢铁行业。同时，政府大力开展鲁尔区的基础设施建
设，兴建和扩建高校及科研机构，为鲁尔工业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
1979 年，在十年调整基础上，德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工业协会、
工会等有关方面联合制定了“鲁尔行动计划”，旨在进一步发展鲁尔区
的环保、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等新兴产业。凡是新兴产业
在当地落户，政府都给予大型企业投资者 28%、小型企业投资者 18%
的经济补贴。在政府的大力推动和引导下，“新经济”工业迅速在鲁尔
工业区落地生根。

在促进鲁尔区经济发展的同时，鲁尔城市委员会（KVR）也大力推
动对废弃工业用地的生态改造和重构。1989 年，KVR 启动了“国际建
筑展埃姆舍尔公园（IBA）”第一个 10 年（1991 年至 2000 年）规划。
该规划不仅仅强调转型后的经济效益，更重视生态环境的永续与历史文
化的传承。在具体操作上，IBA 遵循了以下的基本原则：对被废弃的景
观进行生态改造和重构；恢复埃姆舍尔自然环境，保护工业遗产，转化
废弃的工业土地，加强区域文化氛围。制定经济适用的示范住宅计划，
营造拥有优秀建筑设计的新工作环境——“在公园中工作”；促进文化
产业和艺术发展，加强区域文化氛围，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北杜伊斯堡
景观公园作为其中的典型案例，强调工业文化的价值，对废弃工业场地
和设施进行保护和利用，对遗留在工业废弃地上的各种工业设施、地表
痕迹、废弃物等加以保留、更新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和营造新的景观。

2. 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

在 IBA 的推动下，鲁尔工业区完成了 120 个更新个案，北杜伊斯
堡景观公园是其中的经典个案。泰森炼钢厂址改建方案尽量减少对原有
场地的大幅改动，适量加以补充，使得改造后公园所拥有的新结构和原
有历史层面清晰明了，并采用生态化的手段处理破碎的区域。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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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首先，工厂中的构筑物都予以保留，部分构筑物被赋予新功能；其
次，工厂中的植被均得以保护，荒草任其自由生长；第三，园区水循环
采用了低影响开发的雨洪处理方式，达到保护园区生态和美化景观的双
重效果。景观公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工厂的历史信息，利用原有的“废
料”塑造公园的景观，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新材料的需求，节省了
投资。经过 4 年多的努力，这个昔日的钢铁厂被改造成为一个占地 230
公顷的综合休闲娱乐公园，与之相关的许多分支项目在随后的几年中也
都逐步完成。

整个公园分为四个景观层次：1）铁路公园与高架步行道系统相结
合，是园区标高最高的层次，高出地面约 12m，通过楼梯、台阶等与
其他空间层次相联结。该层次不仅形成了独特的景观视野，而且作为水
平线元素将各个庞大的独立工业设施联结起来，丰富了景观向度。铁路
公园层在东西方向上穿越整个园区，并在中部偏西的位置呈编组形式放
大，充分利用原有设施进行景观更新。2）在公园的底层是水景观层，
由净化水渠、净水池、冷却池等水体构成。净化水渠是由东向西流经整
个厂区的埃姆舍河进行净化的河道。水渠两岸栽植了自由生长的植被，
每隔一段距离布置有台阶和平台以满足游人亲水的需求。3）包括步行
道和自行车道在内的道路，将原本零散分布的城市街道联结整合成完整
的交通系统，构成公园的第三个层次。4）公园功能性的公共区域包括
金属广场、考珀活动场地、熔渣公园、料仓花园、开放绿地等公共开放
空间。金属广场位于厂区中心的位置，在 1 号高炉铸造车间的北侧，
是公园的标志性景观。广场由在地面上整齐排列的 7×7 共 49 块、每
块重达 7t ～ 8t 的方形铸铁板构成，通过充分利用原本废弃的材料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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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象征性的景观，以延续曾经的工业化记忆；考珀活动场地位于 5 号高
炉北侧、2 号高炉南侧，原来作为堆放废渣的场地，现更新改造为林荫
广场，地面利用废渣铺筑，作为举办多种活动的场所；熔渣公园位于埃
姆舍河渠的西侧，与“料仓花园”隔水渠相望，在利用废弃的熔渣铺砌
的地面上种植树木形成小树林，北端还布置了采用废弃的红砖磨碎后作
为骨料制成红色混凝土砌筑成的一座半圆形的露天剧场，现用于演出。
这些不同的功能区域，构成体验独特的工业地景景观，并自成体系，在
某些特定点上用一些要素如坡道、台阶、平台和花园将它们连接起来，
获得视觉、功能和象征上的联系。

工业设施涵盖了与工业生产相关的各类设施，主要类型有生产设施、
仓储设施、交通运输设施、动力设施、给水与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管
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等，具体包括各类车间厂房、库房、变配电站、锅炉
房、烟囱、井架、水塔、水池、水渠等建筑物；高炉、气罐、油罐等工
业生产设备；铁路、机车、管道、传送带、特种车辆等交通运输设施或
动力传输设备等。北杜伊斯堡公园正是依托工业废弃地上的后工业景观，
将场地上的各种自然和人工环境要素进行统一规划设计，成功组织整理
成能够为公众提供工业文化体验以及体闲、娱乐、体育运动、科教等多
种功能的城市公共活动空间。

三、成效

90 年代鲁尔工业区以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为模式的更新使得地
区内重工业城市成功转型，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并获得了
2010 年“欧洲文化之都”的美誉。旅游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没有使
得当地制造业空心化，鲁尔工业区利用传统高密度的实践科研优势，在
区域内发展科研机构。1963 年，鲁尔工业区第一所大学（波鸿大学）
建成。此后，陆续有 20 所大学设立。科研机构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形
成了强大的科研实力，在新材料、新能源、健康产业等开始逐步确立优
势地位。



中小城市发展和工商业解决方案案例集 | 39 |

目前鲁尔工业区已发展成为欧洲大学密度最大的工业区，有 30 个
技术中心，600 个致力于发展新技术的公司。除了专门的科研机构外，
每个大学都设有“技术转化中心”，形成从技术到市场应用的体系。
2013 年，工业 4.0 成为德国的国家发展战略，鲁尔工业区也成为德国
实施这一战略的核心动力所在。

四、启示和建议

资源型城市曾经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受到
当时认识的局限性和资源的日益衰竭，这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
多矛盾和问题。2013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
展规划（2013-2020 年）》提出加大对资源型城市尤其是资源枯竭城市
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力度，尽快建立有利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体制
机制。

作为一个资源趋于枯竭的城市，如何用发展的眼光重新定位城市的
发展方向，利用原有优势因地制宜地制定规划，利用政策加以引导，并
逐一做好落实，尤为重要。鲁尔工业区在进行综合整治以后，重工业区
环境污染问题得以改善，经济结构和工业布局更加合理。在具体实施的
园区改造过程中，充分利用发掘现存的文化历史遗产，重建新的自然生
态环境，为居民提供了工作、休闲、娱乐的活动场地，在北杜伊斯堡景
观公园工作的机会，可为同类园区改造提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