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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老街区、旧厂区经过“修旧如旧”

的微改造后，被评定为历史建筑保留了下来。随着对老建筑

修缮维护工艺的日益进步，监督管理制度的日趋成熟，接下

来的焦点必然是如何让这些历经岁月沧桑的老房子们在当

下绽放新生。这些从历史烟尘中走来的老房子既有历史赋予

它的厚重美，也有与现代社会功能融合的诸多痛点。本人把

实操中的若干思考予以梳理并作出以下建议，为活化利用历

史建筑的工作上出一分力。

一、整合历史文旅板块

荔湾区作为传统岭南文化、广府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地

区，在北片区现存有大量体现广府风貌的历史建筑，街区等。

它们有的已重获新生走在时代前沿，有的仍灰头土脸隐匿于

闹市之间。其中不少优秀的历史建筑因为分布零散、产权复

杂、体量过小、交通不便、配套不足等而鲜有人问津。因此，

建议通过整合散落的历史文化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网，

尝试打破它们单打独斗的局面。运用文化游览线路的设计、

宣传、交通串联等手段，鼓励和推动多方参与，构建“历史

文化板块”，将零散的资源融入板块之内，拉升高度，全域



推广。

二、提升政策法规的适配度

目前，现代社会功能跟老房子的结合仍有诸多困难，现

行关于历史建筑、文保建筑使用的相关政令法规便是其挑战

之一。譬如产权不清晰，产权人缺失，产权纠纷、使用性质

问题，始终威胁着运营方的资金安全，也让运营方时刻面临

着法规风险。此外，公房租赁的合同条款中，约定“非住宅

商业用途”、“禁止经营餐饮、旅馆”、“不得转租、分租”等，

更是全面制约了老房子的使用。因此，建议在切实可行的基

础上，有针对性地放宽部分历史建筑的使用限制，简化相关

审批手续，同时增强对使用人合规经营的保护。在列明负面

清单的同时，又指明鼓励发展的前行路径。

三、从市场驱动的角度推进活化利用

历史建筑/街区活化利用的杰出案例已有不少，但可复

制的经营模式仍不多见，影响它能否成为“网红”的元素太

多。当下需要推动多方参与，争取各方支持，共同探索历史

建筑活化利用的方向：

1、明确性质和权责。各方主体对文保单位、历史建筑、

工业遗产等相关的认定标准是什么，它们之间有何区别，以

及于使用人有何切身影响等问题仍是一知半解，导致各种瞒

报、漏报等现象出现。建议制定更加清晰的评定标准，明晰

产权人、使用人、监管人的权利和责任。尤其要让群众明白，



让市场接受，才能让老房子接上地气。

2、加强支持力度。不少业主单位对历史建筑等的评定

唯恐避之而不及，老房子的使用受限了，审批繁复了，检查

变多了，却搞不清楚能得到什么支持。因此，建议多从市场

驱动的角度出发，制定奖励、补贴、资源导入等相关优惠政

策，尝试激发市场主体参与和投入的积极性。

3.鼓励创新。在不破坏历史信息传承的基础上，鼓励通

过适度的加建、改建（尤其是工业遗产）来融合当代的文化、

艺术、产业需求。尊重承载过历史使命，同时又在当下演绎

出新生的老房子，可考虑放宽对其产权瑕疵的要求。用更为

开放的思维，鼓励开发将商业、产业、旅业、展览、活动等

元素跨界融合的创意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