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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B

西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签发人：张 顺

市工信函〔2024〕25 号

对市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
第 370号提案的复函

崔琰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快西安市中心城区工业遗产保护与

利用的建议》（第 370 号）收悉。现就提案答复如下：

一、我市工业遗产历史渊源及现状

1869 年 3 月，左宗棠在陕西西安建立的西安机器局，是西

安乃至中国西北地区最早建立的近代兵工厂。

1936 年 3 月，大兴二厂（后改名长安大华纱厂）投产，成

为西北地区历史上建立最早、规模和影响较大的现代机器棉纺织

企业，近代工业处在萌芽阶段。

建国前，华峰面粉厂、中南火柴厂、西京电厂、大华纱厂等

4 大民族企业相继在西安设立，由于战乱影响，直到解放前，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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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工业规模极小。

“一五”期间，全国 156 个重点项目有 17 个在西安布局，

奠定了西安军工和工业发展的基础。

“二五”及三线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前，西安迁入和兴建了

一大批航空、电子、核工业、纺织等重点项目，西安初步形成了

东郊“军工城”、西郊“电工城”、灞桥“纺织城”三个工业区，

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工业遗产。

目前，我市有 8 处工业遗产列入市级历史建筑保护名录；1

处国家工业遗产—西安电影制片厂。

二、近年来主要工作

（一）建立工业遗产清单。按照《推动西安市工业遗产保护

利用打造“生活秀带”工作方案》，市资源规划局组织对全市工

业遗产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建立了工业遗产清单。根据调查摸底

情况，目前我市共有 3 大类 82 处工业遗产。

（二）开展工业遗产认定。根据《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法》，

我局积极组织开展国家工业遗产申报工作，2021 年西安电影制片

厂入选工信部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成为我市第一家入围企业。

目前，我们正在按照《陕西省工业遗产管理办法》组织开展第一

批省级工业遗产申报工作。

（三）探索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近年来，一批烙着工业印

记的老厂房、老设备被重新赋予新的旅游价值。大华 1935、纺

织城文化艺术街区、老钢厂创意设计产业园、3511 文创科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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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量子晨商区等，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又一选择。

三、存在问题

一是认识不足。相较与城市发展历史，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

往往只有几十年，很多人认为我市工业遗产并不具有较强的保护

价值。企业对工业遗产价值也缺乏全面的认识，对工业遗产保护

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二是机制不够健全。同其他传统历史文化遗

产相比，工业遗产涉及部门多、职能分工不明，缺乏统一的组织

机制和政策引导。

四、下步措施

（一）加大宣传力度。向企业宣传解读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

的相关政策，让企业消除疑虑，积极参与工业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

（二）组织开展工业遗产认定。根据国家工信部和省工信厅

工作安排，积极组织开展国家和省级工业遗产认定工作。

（三）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利用工业遗产资源发展工

业博物馆、研学旅行等模式，支持大华 1935 等老工业遗址开展

工业旅游，打造西安特色的工业旅游体系。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我市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的关注，

希望今后继续关注和支持我局各项工作。

西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4 年 4 月 26 日

（联系人：张敏娟 电 话：1899139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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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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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