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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废弃矿山的资源转化和文化旅游开发，结合设计创新及其产业化发展，研究文化旅游

产品设计的原则、方法和模式。方法 通过设计理论基础研究、相关政策法规解读及国内外产品设计案

例剖析，经过对比和归纳，总结出废弃矿山改造的文化旅游产品设计方式。结论 废弃矿山改造的文化

旅游产品设计是以政策为引领、技术为支撑、创意为核心、资源为主体的创新过程。整个过程需明确创

意方向、规范开发行为。通过技术应用和转化来实现矿山修复、土地改造、生态恢复。以创意产品主题

化、文旅项目多样化、矿山 IP 品牌化来促进设计创意和创新。采用就地取材、跨界融合等方法，来提

升资源转化率并增强产品体验感。通过政策落实、技术应用、设计创意、资源整合等协同创新方式，完

成废弃矿山改造产品的创意设计和创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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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s Based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Abandoned Mines 

YANG Han 
(Jiang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00,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resource transformation and 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of abandoned mines, the principle, 

method and mode of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 design are studied in combination with design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iza-

tion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basic research of design theory,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roduct design cases, the design methods of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s in the trans-

formation of abandoned mines are compared, concluded and summarized. The design of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abandoned mines is an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process with policy as the guide, technology as the sup-

port, creativity as the core and resources as the main body. In the whole process, the creative direction should be clarified 

and the development behavior should be standardized. Mine rehabilitation, land re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re realized through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Design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are promoted by themed 

creative products. diversified cultural and tourism projects, and mine IP brand. The resource conversion rate is improved 

and the product experience is enhanced by using the local materials and cross-boundary integration methods. Through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design creativity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the 

creative desig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waste mine reconstruction products are comp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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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矿山工业转化为现代文化旅游业是推动资

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有效路径之一。废弃矿山文化

旅游产品设计是促进该区域文化旅游发展的核心。

旨在修复生态的同时充分盘活遗矿资源，将城市转

型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促进资源的效

益转化。 



第 43 卷  第 10 期 杨涵：基于废弃矿山改造的文化旅游产品设计 347 

 

1  废弃矿山改造的文化旅游产品设计现状 

1.1  理论研究基础 

废弃矿山文化旅游产品是基于工业遗矿资源，并

整合新兴技术、设计创意、商业等因素，开发而来的

区域文化旅游呈现形式，具体包括主题展馆、风景区、

体验项目等。其主要用于承载矿山文化、发展矿山

旅游，并服务于文旅消费人群，以促进区域业态转

型升级。近年来，相关学者在废弃矿山改造后的文

化旅游发展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学术研究。国内学者

主要从生态维护与景观设计、工业遗产保护与工业

旅游开发、多产业融合发展，以及旅游项目规划与

矿山公园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国外学者从数字

文化遗产可视化、地质旅游，以及智能旅游与商业

生态等角度分析了矿区文化旅游的建设。然而，关

于如何利用矿山资源设计文化旅游产品并未形成理

论体系。 

1.2  设计开发现状 

工业旅游在国外发展趋于成熟，不同国家形成了

与各自国情相适应的工业旅游发展模式。为了扭转我

国传统矿山工业的发展困境，政府不断推出新政策以

引领并推动矿区生态修复及其工业文化旅游建设，见

表 1。目前，我国已涌现出以黄石国家矿山公园、上

海世贸深坑酒店为代表的矿区工业旅游优秀案例，然

而多数的矿区文化旅游开发仍处于探索阶段。 

1.3  现存产品问题 

根据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目前废弃矿山改造的

文化旅游产品问题主要在创意和开发 2 个方面。在设

计创意层面，现存产品同质化严重、技术的设计创意

转化率不高等问题，因此现阶段的文化旅游产品吸引

力不强。在产品开发层面，较低的系统规划水平与资

源利用率，使产品开发受限且宣传受阻。针对以上问

题，下面将以设计创意创新为核心，基于设计学的开

放性[1]，从协同创新的角度进行设计研究阐述，见图 1。 
 

表 1  矿山文化旅游开发相关政策与意见 
Tab.1 Policies and opinions related to mining 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时间 机构 名称 内容 

2002 年 国家旅游局 
《 全 国 工 业 旅 游 示 范 点 检 查 标 准

（试行）》 

从经济效应、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旅游产品、旅游

设施、旅游管理等多个维度对申报的单位进行打分，

评定出“工业旅游示范点”名录 

2014 年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

若干意见》 

进一步细化利用荒地、荒坡、荒滩、垃圾场、废弃矿

山、边海岛和石漠化土地开发旅游项目的支持措施 

2016 年 国家旅游局 

国家旅游局发布《全国工业旅游发

展纲要（2016-2025 年）（征求意见

稿）》 

到 2025 年“在全国创建 1000 个以企业为依托的国

家工业旅游示范点，100 个以专业工业城镇和产业园

区为依托的工业旅游基地，10 个以传统老工业基地

为依托的工业旅游城市” 

2019 年 自然资源部 
《关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

山生态修复的意见》 

据实核定矿区土地利用现状地类、鼓励矿山土地综合

修复利用、盘活矿山存量建设用地、合理利用废弃矿

山土石料等 

 

 
 

图 1  基于废弃矿山改造的文化旅游产品设计分析 
Fig.1 Design analysis of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s based on abandoned mine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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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废弃矿山改造的文化旅游产品设计原则 

2.1  明确创意方向 

基于废弃矿山改造的文化旅游产品设计可分为

矿区文化资源转化和现代旅游形式应用 2 个部分。 

2.1.1  突出采石工业文化 

地域工业文化的时代印记和使命担当为工业遗

产再利用提供了柔性支撑和精神动力[2]。矿冶文化是

废弃矿山文化旅游开发的优势所在。以产品承载文

化，以文化孕育产品，是基于废弃矿山改造的文化旅

游产品创意创新的方向之一。突出采石工业文化主要

分为 3 个部分，见图 2。整个过程旨在促进废弃矿山

文化资源在产品创意来源、创意呈现及产品更新等过

程中的转化，以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来推动产品的创意

和创新。 
 

 
 

图 2  采石工业文化应用分析 
Fig.2 Application analysis of quarrying  

industry culture 
 

2.1.2  发展现代矿山旅游 

工业遗产旅游是一种能够充分利用废旧工业设

施的营销方式，具有展现工业文明、休闲旅游等功

能 [3]。矿山旅游产品设计首先在于融入文化内涵。旅

游与文化融合形成的多层次、深内涵的产品更适合现

代大众的消费需求。其次，现代矿山旅游产品设计需 
 

要新科技的运用。例如历史画面重现下的多维度沉浸

式体验项目、景区智能自助导航系统、互联网平台的

宣传和推广，以及新型建筑材料或产品材料的应用

等。此外，旅游产品作为废弃矿山改造后的区域城镇

发展的市场流量窗口，可链接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

及工业等各方面的人力和物资，以促进区域产业成果

的经济效益转化。 

2.2  规范开发行为 

为了实现矿区文化旅游的持续性发展，并促进资

源的有效转化，文化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应遵循系统化

和生态化原则。 

2.2.1  系统化 

文化旅游产品综合了矿山文化、区域旅游、矿山

改造技术及废弃矿山改造政策等多方面的资源因素。

基于设计的服务性和综合性，文化旅游产品创意和开

发行为可分解为文化、旅游、技术及政策等单因素创

新与多因素协同的设计过程，见图 3。系统化开发旨

在通过设计创意促进各因素的创新发展及因素之间

的协同创新发展，以促进矿区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创

新，实现资源的整合运用。 

2.2.2  生态化 

生态化包括产品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和区域生态

维护规划。生态修复是废弃矿山进行产品改造的基本

条件。良好的生态可为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提供景观及

其相关建筑的设计基础，为观光游览的旅客提供适宜

的户外体验活动空间，树立城市或区域印象的新标

签。另一方面，除了有计划地应用环保材料及坚持绿

色发展外，在产品的更新换代进程中，需建立以矿区

资源联合及产业合作为核心的产品设计开发生态，以

提升资源的利用率和效益转化率。 

 
 

图 3  系统化发展模式分析 
Fig.3 Analysis of systematic development patterns 

 

3  废弃矿山改造的文化旅游产品设计方法 

文化旅游产品设计是集创意、技术、人文、市场

等因素于一体的综合创新。针对此类产品现有的问

题，综合废弃矿山改造的文化旅游产品创意方向和开

发行为分析，从技术运用、设计创意、资源整合 3 个

方面归纳设计方法如下。 

3.1  技术应用与转化 

基于废弃矿山改造的文化旅游产品设计强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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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应用和转化，以实现矿山修复、土地改造和生态

恢复，为文化旅游产品设计奠定了创意开发基础。 

3.1.1  矿山修复再现矿冶文明 

安徽淮北国家矿山公园是矿山修复再现矿冶文

明的典型案例。其中矿山公园博物馆以友谊煤矿为原

型，综合运用设计创意、历史文化和各种科技手段，

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动态的煤矿原貌，见图 4。场馆以

井巷专用的建材瓦石为设计装饰材料，再辅以光、电、

声等技术手段来展示产品，极大地增强了馆内煤矿文

化的感染力。通过技术修复矿山及建设文化特色项

目，在有效促进废弃资源转化的同时，也致敬了以采

石工业文化为代表的矿冶文明。该过程的关键在于矿

山生态修复的技术应用及文化创意的技术呈现，以展

现矿冶文化为内容，打造以矿山博物馆为代表的文旅

产品，来促进区域文化旅游发展。 
 

 
 

图 4  淮北矿山公园博物馆展览 
Fig.4 Exhibition in Huaibei Mining Park Museum  

 

3.1.2  土地改造打开旅游新路 

与淮北矿山公园一样，黄石国家矿山公园也是以

发展矿山文化旅游为导向来开展矿山改造工作的。通

过在石头上种树的长期探索，矿山改造者终于在黄石

公园养成了满山遍野的槐树林。此外，在改造过程中

设计师对矿山废弃建筑、构筑物进行了再利用，保留

并修复了工业厂房、废弃油罐等特色性工业景观，见

图 5。文化遗迹的修复和维护，在保留工业遗产的同

时也促进了文化在现代旅游中的创造性转化。该转化

过程以设计创新为驱动，根据新兴科学技术原理为矿

山废弃资源再利用提供了产品创新思路。例如，英国

伊甸园工程将废弃的土壤与有机废弃物堆肥进行混

合，利用分解和催化原理，形成了富含营养物质的肥

料，极大地改善了废弃区域的土质。得益于人工技术

的有效运用，伊甸园内种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千万种

植物，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3.1.3  生态恢复展示人文特色 

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景观开发方式亟

需从人造模拟自然转变为顺应自然[4]。矿山修复和土

地改造都是在人工技术有效运用的基础上，来较大地

改变废弃矿山的面貌。以生态恢复展示人文特色，旨

在确保观光路线连贯性的同时，将石料开采过程遗留

的痕迹作为场地特征保留，以自然恢复的生态系统作

为文化旅游产品的特征和优势。其产品创意核心在于

通过工业遗迹的“地方性”保护构建和宣传增强，

将其深化为具有“地方认同感”的人文特色和景观

特征[5]。法国 Biville 采石场改造的关键在于引导水

流、抵御风沙，以及观光游览路线的制定，见图 6。 
 

 
 

图 5  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工业遗迹 
Fig.5 Industrial relics of Huangshi National Mine Park  

 

  
 

图 6  法国 Biville 采石场风光 
Fig.6 Quarry landscape in Bivill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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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引导设备设施的规划和制定，水流可汇聚谷底形

成人工湖泊，以此为基础，将湖岸融入当地最普遍的

钓鱼休闲活动，可以为游览过程增添区域人文气息。

无论是全方位修复，还是局部性改造，矿山修复技术

的运用都必须基于采石工业文化及其区域人文特征，

以此展开可持续的文化旅游开发。 

3.2  设计创意与创新 

设计创意与创新是废弃矿山文化旅游改造的核

心环节，可从制定主题、多样化发展及品牌化 3 个方

面展开，以实现目标产品打造、呈现载体创新和宣传

形式更新，见图 7。 

3.2.1  创意产品主题化 

废弃矿山的产品开发可采用主题的形式，以打造

目标产品。在实践过程中，既可以先明确具体的主题，

依照主题进行产品规划，也可以在有秩序的产品开发

完成后，根据成果进行主题归纳，其关键在于发挥主

题形式在产品打造中的指引作用。根据主题设置不同

的观光路线，不仅可以增加游览的趣味性，也能丰富

游客的游览体验[6]。英国伊甸园整个园林的建造是基

于“植物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朋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理念，见图 8。伊甸园还拥有生态教育、话剧表

演等各类项目和活动，多方面地展现了人与自然、艺

术和谐共生的融合魅力。 
 

 
 

图 7  基于废弃矿山改造的文化旅游产品设计方法分析 
Fig.7 Design method analysis of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s based on abandoned mine reconstruction 

 

 
 

图 8  英国伊甸园主题园区分布图 
Fig.8 Distribution map of eden theme park in the UK  

 

3.2.2  文旅项目多样化 

项目多样化旨在通过丰富产品形式、完善产品细

节，来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产品创新和创意。一方

面，为了扩大单一的矿山文化旅游产品消费市场，项

目策划可以从现代生活出发，来多角度地打造文化旅

游衍生品。例如，英国伊甸园以特色园林为基础，衍

生出了演唱会、主题论坛，以及艺术秀、音乐节等多

类产品。利用现代生活中的产品形式，可以在丰富文 

化旅游产品品类的同时，拉近民众与矿区文化的距

离。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观

光式旅游，而更加注重旅游产品的区域特色和文化底

蕴，追求文化体验和精神享受[7]。传统的文化旅游产

品局限于观光游览模式，该模式下的游客体验仅限于

视觉冲击，缺乏多感官的产品体验。综合多感官体验

进行设计，能够激发参与者更深层次的求知欲、探索

欲[8]。项目多样化可基于游客的视觉体验，并衍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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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细节，以丰富听觉、触觉、嗅觉等感官体验，

从而引发人们思考、增强观光记忆，见图 9—10。 

3.2.3  矿山 IP 品牌化 

随着游客消费体验需求的转变，品牌化的产品服

务和体验模式逐步取代了传统的以技术和功能为核

心的产品开发模式[9]。精准地定位特色文化是矿山 IP

品牌化的首要条件，即通过矿山文化的分析和提炼，

形成区域的特征符号或标志。如淮北国家矿山公园博

物馆，基于友谊煤矿原型，形成了区别于其他矿山区

域的特色博物馆 IP。其次，矿山文化及其旅游产品可 

采用品牌的方式进行宣传，包括旅游形象推广、口碑

传播及网络推送等营销策略[10]。如黄石的“亚洲第一

天坑”。宣传的关键在于挖掘产品的亮点，将其转化

为营销的标签以吸引游客的注意。此外，IP 品牌化旨

在利用矿山 IP 打造特色产品，以形成品牌市场效应，

从而促进废弃矿山资源的市场效益转化。“黄石号”

工业旅游小火车凭借高度还原的场景设计及保存完

好的文化遗迹，结合互联网品牌传播的方式，凭借黄

石矿山公园的特色 IP，成为了湖北文化旅游的热门项

目，见图 11。 
 

 

图 9  2014“揭开巧克力”活动      
Fig.9 2014 "Uncover the chocolate" activity  

 

图 10  生态艺术装置  
Fig.10 Ecological art installation   

 

 
 

图 11 “黄石号”项目场景设计 
Fig.11 Scene design of "Huangshi" project  

 

3.3  资源整合与运用 

根据上述案例，废弃矿山的文化旅游产品设计需

要综合技术、设计等多方面的产业资源来进行创意开

发，通过资源整合与运用来奠定产品的市场宣传基础。 

3.3.1  就地取材提升资源转化率 

废弃矿山改造的本质在于资源的二次利用。设计

就地取材的关键在于根据山形及相关遗迹的特点，将

其转化为新型的与现代生活接轨的文化旅游产品形

式。例如，将采矿时代的铁轨与现代景区观光车相结

合形成的“黄石小火车”，以及充分利用采矿遗迹，

通过局部生态调整和恢复形成的法国 Biville 采石场

观光景区等。上海世贸深坑酒店除了建筑造型与深坑

走势深度融合外，酒店蹦极中心、大型景观瀑布、水

中餐厅均是结合酒店基地采石坑的特点，设置崖壁和

水上活动等多种娱乐服务，将矿坑的地势特色发挥到

了极致，见图 12。此外，在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过程

中，有目的性地应用矿山中的废弃石材或土壤，可以

实现资源的节约利用，也有助于产品环保主题的建立。 

3.3.2  跨界融合增强产品体验感 

用户在产品体验中的参与和情感态度决定了其

对文化旅游的认可[11]。增强产品体验感，保证游客的

参与性，是推动文化旅游开发的关键，见图 13。其

核心在于通过矿山工业文化与现代旅游元素相结合，

并整合区域资源，在矿山遗产转化为文化旅游经典产

品的同时，注重将低层次的展示转化为高质量的互动

体验[12]。 

首先，文化内容与旅游形式融合并衍生出的产

品，通过内涵的填充和形式的创新，可增加产品记忆

点、增强旅客消费体验。其次，“文旅+农业”是矿区

产品设计的路径之一。如伊甸园工程，以树木花草为

代表的农业成果为文化旅游提供了景观保障和产品

衍生空间，使更多的户外文旅项目体验开发成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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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上海世贸深坑酒店设计 
Fig.12 Shanghai Shimao Pit Hotel design 

 

 
 

图 13  跨界融合模式下产品设计分析 
Fig.13 Product design analysis under the crossover fusion mode 

 

能。基于文化旅游的包容性和广泛性，矿区产品设计

可有计划地推进文旅与商业、制造业及互联网等行业

的产业合作。商业化、产业化过程中形成的系统性管

理流程，能有效推动并形成文化旅游产品开发中资源

转化的可持续模式[13]。通过商业化、产业化的方式，

丰富产品的内容和形式，拓展宣传渠道，可以增强产

品体验感，促进矿区文化旅游发展，并促进废弃资源

的高效转化。 

4  废弃矿山改造的文化旅游产品设计模式 

基于多因素的协同作用，废弃矿山改造后的文旅

产品能在技术运用、体验创新、资源应用等方面实现

设计更新，其中包括产品开发体系的构建及其品牌和

产业的发展。在新时代、新政策的引领下，文化旅游

产品全方位的设计提升应以品牌和产业发展为目标，

为产品创意提供更具前瞻性的衍生方向。 

4.1  以政策为引领构建产品开发体系 

2019 年我国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鼓励和引导

社会资本投入矿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实施意见》，

旨在运用市场化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类资源的

参与性。《意见》及相关文化旅游政策为矿区产品开

发提供了合理开发和科学利用的思路。基于废弃矿山

改造的文化旅游产品设计模式分析见图 14。由图 14

可知，保障生态良好和尊重工业遗产是矿区产品开发

的前提，新兴技术应用和设计创意转化是现代文旅产

品创新的核心，以产品为载体的各项资源整合建设是

矿区产业转型的关键内容。 

4.2  以技术为支撑开发创新创意产品 

通过生态修复及产品开发等技术，发展矿山区域

文化旅游，为城市增添发展新引擎，是以技术为支撑

开发创新创意产品的意义所在。矿区修复技术为文化

旅游开发提供了生态景观基础。造物与呈现技术为产

品设计提供了创意落地和科学生产的保障。技术应用

的直接目的在于转化创意和呈现产品，而根本目的在

于以创意产品的形式促进自身价值的市场效益转化，

通过发展数字生态设计来提高旅游竞争力[14]，从而推

动矿山文旅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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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基于废弃矿山改造的文化旅游产品设计模式分析 
Fig.14 Design mode analysis of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s based on abandoned mine reconstruction 

  

4.3  以创意为核心塑造矿山文旅品牌 

为了更好地打造文化旅游产品，矿区文旅设计可

通过塑造创意品牌来推进产品创新和创造。品牌具有

高度的文化创意概括性及明确的旅游特色主题性，是

产品建立市场竞争优势、吸引用户的优势所在。此外，

品牌作为矿区文旅市场效应的代名词，可促进产品创

意的市场推广。 

4.4  以资源为主体建设矿山文旅产业 

通过资源的整合运用，催化产品创新创意，是矿

区传统工业转型、文旅产业建设的关键。另一方面，

资源整合模式下各类产业间的融合发展，在研发方

向、创意内容、呈现形式、推广方式及开发模式等方

面，为现代文化旅游产品设计提供了更多的创意空间

和创新可能。在资源的整合与运用中，工业遗产开始

与设计、技术、政策等创新要素关联，成为区域产业

功能转型和特色彰显的途径。矿区文化旅游作为区域

开放共享的空间资源，极大地提高了工业遗产的保护

价值[15]。 

5  结语 

在政策的引领下，基于废弃矿山改造的文化旅游

产品设计需植根文化遗产和现代旅游，采用生态化、

系统化的方式，来加强技术、创意与产业资源的协同

创新，从产品创新、品牌塑造和产业建设等角度建立

起产品创新开发体系。整个过程的关键在于发挥设计

的创新性，以此丰富产品内容、衍生项目形式，并基

于设计的服务性和综合性，链接多因素与相关产业，

将矿山资源效益最大化。这是废弃矿山改造后文化旅

游产品开发的意义所在，更是设计成果产业化的价值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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