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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背景下，景观生态规划设计逐渐成为推动生态转型和打造绿色美丽宜居环
境的核心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也面临矿产资源开发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如何通
过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实现废弃地的修复与绿色转型，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绿色城市理念为指导，聚焦中日两国的理论与案例，深入探究废弃矿山布局特征与时代变化规
律；结合国情，探讨市郊及乡村废弃矿山修复与更新模式。运用“两山理论”解决市郊及乡村问
题，以期实现景观美化与经济创收的双赢；并促使成果走向应用，提升生态系统与人居环境质量；
最终推动科学可行的废弃矿山微更新理论体系的构筑，为工业场地修复与更新提供科学依据。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newal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design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core issue in addressing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creating a green, beautiful, and livable environment. Due to historical reasons, China is also 
fac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ca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ineral resources. 
Therefore, how to realize the restoration and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abandoned land 
through 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design to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his paper is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green city, focusing 
on the theories and cases in China and Japan,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the layout 
characteristics of abandoned mines, and the changing law of the times. Combined with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it explores the restoration and renewal mode of abandoned mines 
in the suburbs and the countryside. Using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to solve the 
suburban and rural problems, we hope： 1) To realize the win-win situation of landscape 
beautification and economic income generation; 2) To promote the results to be appli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systems and human settlements; 3)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feasible abandoned mines micro-renewal theoretical system, which will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restoration and renewal of industrial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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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废弃矿山更新理论体系，强调政策引导与市场化运作，推动废弃矿山景观资源活化，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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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新阶段。矿产
资源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其开采遗留的废弃矿
山的生态修复与综合利用问题逐渐凸显，成为当前生态修复
领域的重要议题之一。随着时代变迁、经济转型与社会发展，
城市发展逐渐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城市发展
重心也逐渐从城乡结合与扩张转向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在
此过程中，政府逐步关闭城市边缘地带的各类中小型厂矿，
遗留下大量如采石场、矿山等阶段性建设产物。此类历史遗
留矿山多存在着断面裸露、生态失衡等问题，导致大面积土
地损毁，并引发了各类环境污染问题，加剧了人地矛盾，制
约了城市的优化升级。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大力
推动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加快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坚持以节约
与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强调 “全方位、全地域、全
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在“十三五”期间，景观生态规
划作为改善景观环境的手段，实现了重要的转变。其摒弃了
原先依赖单一生产要素治理和孤立修复工程实施，转而融入
更为全面和整合的保护修复策略，以“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
共同体”为理念，推动一体化保护修复。2019 年，自然资
源部公布《关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意
见》与《关于建立激励机制加快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意见》，
强调为恢复矿山区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并鉴于矿
区人为开发利用造成的生态格局割裂与破坏，亟须采取切实
有效的措施进行生态修复与改造 [1]。政府鼓励在完成矿山修
复后，以国土空间规划为指导，利用市场化方式发展观光、
乡村农旅等产业 [2]。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生态
系统质量和碳汇能力等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指示精神，财
政部办公厅与自然资源部办公厅于 2021 年 12 月发布了《关
于支持开展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的通知》。
目前河北、甘肃、陕西、江西和贵州等多个省份也出台细则，
支持各类社会资本以参与、合作、特许经营等多元模式，参
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中的矿山生态保护修复与再开发。因此，
通过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使得历史遗留矿山等废弃地实现生
态修复与绿色转型，进而促进周边地区的经济效益，逐渐成
为行之有效的再利用与更新途径。

本文基于绿色城市理念，通过聚焦中日两国生态修复与
微更新的景观生态规划理论架构，及景观创收的优秀案例，
对城市市郊和乡村废弃矿山修复再利用与更新模式进行深化
及拓展研究，以期构建适应我国发展的、科学可行的废弃矿
山景观资源活化体系，为废弃矿山等工业场地的修复再利用
与更新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1 比较视野下中日相关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1.1 聚焦生态修复技术的国内相关概况

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中国区域发展长期受集约型发展
特征影响，资金、资源和政策等优先供给城区，导致郊区和
乡村景观逐渐衰败。自广东的“三旧改造”起，全国各地积

极顺应由增量扩张到存量发展的土地利用发展与演化趋势，
积极推进旧城、旧场、旧村等空间的改造与更新 [3~4]。目前，
国内学术界主要聚焦于城市景观环境微更新的议题，着重探
讨城市公共设施和老旧区域的品质优化升级，例如探讨口袋
公园、社区空间等微更新，多数研究仅局限于城市中心地带，
对城市市郊和乡村的关注较少，忽视了这些区域改善和提升
的迫切性 [5]。

因城市扩张与发展，位于市郊边缘空间的采石场、矿场
等阶段性建设区域，逐渐被纳入大城市圈内。虽然其曾为城
市建设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源，但由其带来的各类生态
环境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在乡村振兴背景
下，郊区废弃地和乡村景观环境逐渐受到关注。如何对历史
遗留产物进行结构修复，以及治理废弃工业区的生态环境，
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例如，武汉市曾通过政府禁令，限制
了市郊及周边乡村的工业厂矿分布与数量，并加强了废弃工
业厂矿的生态修复与治理 [6]。

20 世纪 60 年代起，由于开采技术低下、管理粗放，及
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国内生态修复及后续的演变更新工作与
国外相比仍有较大上升空间。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
中国着手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工作，但因历史欠账多、资金
投入不足等，推进缓慢。2005 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两山”理论为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和后续产业开发提供
了政策支撑。尽管如此，实际操作中仍面临挑战，特别是历
史遗留矿山的生态环境治理与产业开发割裂，环境效益难以
转化为经济收益。例如生态地质改善后，矿区周围环境质量
提升，对商业开发、生态旅游和生态农业等有明显的价值释
放和提升作用 [7]，但对于项目本身而言，并不能享受到生态
环境治理后的经济溢价。

在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方面，我国采用生态修复和人工
修复相结合的模式，注重生态优先、系统修复，力求使废
弃矿山与周边要素一同构成协调的生态系统，如湘西花垣
铅锌尾矿、响屏山风电场和北京市妙峰山镇废弃采石矿场
等。在具体实践中，多采用栽植植物改善、添加改良剂强
化植物修复等方法，同时运用时空演替法分析自然生态，
修复土壤与植被关系。既往研究多集中在水体治理、自然
地貌、城市空间更新、乡村振兴、草与土壤修复和矿区修
复等领域 [7~9]（表 1）。

综上所述，在生态修复阶段，国内主要聚焦于恢复山体
形状和地形地貌，并采用回填治理等技术手段解决矿山治理
问题。同时，推动绿色矿山建设和明确责任主体也是我国的
重点发展方向。这些以生态修复技术为基础的理论架构与景
观实践改造案例共同表明，成功的生态修复和微更新需在绿
色城市转型与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进行营造与配置，并结合当
地的环境资源和现有状况，以“两山”理论解决城市近郊与
乡村生态环境问题；利用景观改造的手法打造新的生态链和
治理模式，进而以点带面，推动区域的整体发展，联动当地
经济，提升旅游效益，以实现生态修复后的景观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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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既往研究聚焦生态修复技术的 7 个板块分布
Tab.1  Seven segment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echnologies highlighted by previous studies

类型 解决措施 案例 研究拓展

水体治理

①生物处理技术与生物过滤器
②人工湿地建设
③生态健康养殖模式
④生态系统的控制论
⑤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与蓝碳生态系统恢复

赵牛河人工湿地、英国 Medmerry 海岸重
整、三峡库区、江苏吴江同里国家湿地公
园

科技成果转化、国外案例
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自然地貌

①近自然修复与人工促进修复
②微生物修复技术及其微生态效应
③耕地资源禀赋与农业产业空间布局优化
④植物修复技术

陇南市武都区花椒林地、深圳市下角山边
坡、南雄丹霞梧桐自然保护区、龙南县稀
土尾矿区

 -  

城市空间更新

①环境品质提升与空间优化
②民主参与自治规划
③智慧管理与安全体验
④特殊群体关怀与友好空间建设

沈阳苏家屯编组站、济南西编组站、民意
街道友谊路维善里小区、万隆、首尔、新
加坡、兰州市黄河风情线公共空间、浙江
嘉兴南湖

“城市边缘村”和“村庄
公共空间”普适性延展性
研究

乡村振兴

①环境品质与生活提升
②社会网络与土地高效利用
③文化保护与传承
④完善服务与配套

江西万安夏木塘村、武汉东湖生态旅游风
景区东头村、广西南宁内里庄乡、北京市
平谷区中胡家务村

-

草与土壤修复

①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
②生物与化学修复技术
③植物修复与绿色治理
④文献计量分析与科学决策

-

数据库单一，节点较少、
稀土元素超积累，植物方
面仍存在不足

矿区修复

①土壤种子库与生态修复
②环境评估与综合治理
③水土保持与绿化造林
④综合施策与科学管理

湘西花垣铅锌尾矿、响屏山风电场、甘肃
省白银市魏家地煤矿、内蒙古某露天矿排
土场、云南安宁矿山、山西省五阳煤矿

-

地域特征较强的生态修复

①生物多样性恢复与再自然化
②水土流失损毁地生态修复
③恢复生态学理论指导
④人工诱导扶持与自然恢复结合

-
数据来源精度不够，未考
虑实施成本及后续影响

1.2 聚焦景观资源活化的日本相关概况
日本有众多矿山遗迹，如著名的石见银山，于 2007 年

被列为世界遗产。此后日本政府便积极将其作为观光资源，
并通过保存与活用策略，推进矿区关闭后的产业转型与再利
用 [10~12]。研究者平井健文与波多野想等指出以保护活用为
主体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比重，改变了旅游资源化的过
程 [13~14]。在日本各类针对不同类型的矿山修复与再利用的
研究中，矿山遗迹因其生产规模和留存的景观构成要素差异，
呈现着不同的景观风貌特征 [15~16]。这些再利用实践多围绕
生产生活的历史性痕迹展开，以策划观光活动。日本相关研
究 [17~31]（表 2）侧重于针对具体矿山问题提出定制化景观改
善方案，如实施挡土绿化工程修复损毁森林，复原历史景观
展现独特风土，以及采用生态修复技术恢复矿石海域原貌。
在各史迹的保存活用计划中，针对工业遗迹生产运营管理的
研究较为丰富，多数注重探讨工业厂矿遗迹的历史价值与经
济价值定位。

2 中日比较视野下废弃矿山相关治理修复法规梳理
2.1 两山理论与绿色转型下的我国矿山废弃地相关治
理修复法规

近年来，国内积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及相关法规的完
善 [32~33]（表 3），废弃厂矿的生态修复与更新利用的绿色
转型重要性日益凸显。“两山”理论诠释了我国的生态文
明建设理念，也为矿山废弃地治理和土地复垦工作提供了
重要的指导。从 1988 年《土地复垦规定》出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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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制定和修订，我国明
确了土地复垦的定义、责任主体范围等。同时，绿色矿山
的发展目标和要求被提出，推动了补偿机制的完善。此外，
技术标准和指南的制定进一步提高了土地复垦的科学性和
操作性，明确了复垦类型和质量控制标准，规范了复垦方
案的制定和评估工作。最新的政策文件强调了市场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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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重要性，鼓励社会投入和市场运作，
以加速修复进程。政府及相关部门明确监管责任和协调机

制，以及完善鼓励社会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法规等，对
推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表 2  既往研究聚焦景观活化的 4 个板块分布
Tab.2  Four segments of landscape revitalization highlighted by previous studies

类型 具体问题 案例地点 解决措施

矿山遗迹
活化

森林滥砍，生态告急；矿烟污染，
植被受损

足尾铜矿山
①全面开展绿化工程：实施溪谷工程、山腹挡土工程、绿化工程
②挡土植被盘推广应用 [17]

观光单一 生野矿山

①展示地域文化
②融合历史与现代景观：改建保留的古民居，设置准历史景观银
山町口番所，与现代型景观阳美术馆 [18~19]

③实现定居与观光双重目标

陡坡山体裸露 国营明石海峡公园
①生态修复，尊重自然物种
②循环用水，生态发展持续
③高差植修，边坡造景 [20]

产业遗产传承难 别子铜矿山

①保护矿山遗址
②建立纪念馆与博物馆
③开展文化教育活动：举办讲座、展览、研学旅行等，向公众普
及矿山的历史知识和文化价值 [21]

近代化产业遗产保存活用难 大牟田、荒尾地区的煤炭产业
①调整地区产业结构
②追溯核心企业渊源
③实施地区政策引导 [22]

旧矿山城镇小；
村落景观传承难

明延区赤部某小村

①继承城市布局要素
②保护村落街道景观
③保留沿河住宅价值
④传承矿山住宅历史
⑤弘扬城市文化精神 [23]

生态修复难，重塑平衡挑战大；文
化保护难，保护与利用的平衡难以
把握

石见银山
①促进经济文化交流
②保留银生产技艺
③展示白银生产全过程 [24]

保护与利用的平衡难以把握 银山温泉 ①保护利用原有房屋 [25]

水体修复 湖泊物种多样性大幅减少
琵琶湖、秋田县十和田湖铅山
矿山

①平衡工业与生态发展
②构建生态体系网络
③加强森林建设保护
④推进内湖重建工作
⑤治理多自然河流环境 [26~27]

废弃构筑
再利用

活化铁道废弃地难
北见相生铁路主题公园、京都
铁道博物馆

①规划铁路沿途景观
②更新废弃地为观光线
③融入特色在地文化 [28]

工业遗留问题突出 陇道、深泽隧道
①打造人气观光地
②改造为对外开放的葡萄酒窖 [29]

城市更新

废弃物处理
①制定 3R 指导方针——减量化（ Reduce） 、 再利用（ Reuse） 、
 再循环（ Recycle）
②加强一般废弃物减量化处理 [30]

污染棕地
发现污染 - 立法 - 依法进行监测 - 公布监测以及治理结果 - 跟踪
监测 - 趋势分析 - 制定防治对策 [31]

水泥和石灰工业城市

①形成水泥工艺景观
②形成石灰岩自然景观
③景观外观雄伟壮观
④企业变迁保留景观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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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我国特色国情下废弃地相关治理修复法规
Tab.3   Regulations on the management and restoration of abandoned land unde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时间  名称 意义 内容

1988 年 《土地复垦规定》
矿山废弃地治理修复法制化（2011
年新土地复垦条例颁布后该规定已
废止）

首次以法律条款形式明确土地复垦的定义 , 全面确定土地复垦的责任
主体范围

1997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对矿山的环境保护、闭矿后的土地
复垦利用目标等提出原则性要求

规定“开采矿产资源给他人生产、生活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
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2005 年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
治技术政策》

首次制定矿山土地复垦量化标准
到 2010 年全面矿山开采破坏土地复垦率达 20% 以上，新建矿山应做
到边开采、边复垦；2015 年，开采破坏土地复垦率达 45% 以上

2009 年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 首次提出国家矿山公园开发建议
因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等活动造成矿区地面塌陷、滑坡，地形地貌景观
破坏等的预防和治理恢复活动均适用

2009 年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煤炭工业矿区总体规划》

标准明确规定对于煤炭井工开采造成的对地形地貌、土地利用、农牧
业生产及自然生态资源、移民的搬迁安置、区域社会经济影响等方面
进行环境影响预测、分析与评价，并制定相应目标、对策和措施

2010 年 《国家级绿色矿山基本条件》 首个官方指导性文件
2010 年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矿产资源规划，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
色矿山工作的指导意见》，随文附带《国家级绿色矿山基本条件》；
明确绿化覆盖率需达到可绿化区域面积的 80% 以上

2011 年 《土地复垦条例》 替代 1988 年版《土地复垦规定》
在原法规基础上细化规定，如不同类型损毁土地的复垦方式、目标和
要求，及对其费用、表土处理、验收及跟踪评价等有规定

2011 年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第
2 部分露天煤矿、第 3 部分井
工煤矿）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行业标准
该系列行标共包括 7 个部分，规定了生产建设活动损毁土地复垦方案
编制具体内容，以提高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并推进土地复垦
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

2011 年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
理方案编制规范》

制定我国地质矿产行业标准
规定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相关的定义术语、环境调查评
价、环保与治理措施等的工作程序和技术要求

2012 年 《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针对煤炭生产开发布局分区；分别
提出环境治理措施和目标

规划提出要重点加强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和村
庄搬迁工作，完善矿区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

2013 年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制定了不同复垦土地的质量控制标
准和指标体系

标准按照煤矿区分布区域的地理气候特征划分土地复垦类型，促进土
地复垦规范化

2016 年
《关于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和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

完善开发补偿保护经济机制；优化
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保护治
理新机制

在建、生产矿山和历史遗留“新老问题” 统筹解决与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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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激励政策，吸引社会投入，推行市场化运作、科学化治理的模式

此外，我国政策法规在多个层面扶持生态修复与再利用，
包括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生态修复改造，以及后续市场化
运维等。在修复阶段鼓励投入与产出的自求平衡，例如以修
复过程中开采的石料销售收入弥补修复成本；运用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土地复垦等政策，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延伸土地价值；修复后土地可用于建设农业基地、主题公园
和特色产业园等，拓展经济效益。在运维阶段，鼓励多元介

入的环境治理模式。以黄石国家矿山公园为例，政府作为主
要资金提供方，由央企与国资企业以“租赁 + 合作”方式共
同经营。而湖北省赤壁市半亩塘文化艺术村，则是以民营企
业投资经营为主，融合乡村美术馆、民宿和艺术家工作室等
多种经营元素，成为赤壁市乡村振兴项目的典范。此外，还
有以企业为主导、政府资金拨款等多元主体的参与模式。通
过这种多元主体的参与方式，优化绿色转型机制，使中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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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矿山修复实践得以有效推进。
我国在矿山废弃地治理和土地复垦方面的法规体系日趋

完善，技术标准不断提高，绿色矿山的理念和目标得到重视。
各级法规与制度下皆明确了自然资源、水利和林业等政府部
门的监管责任，采用政府和民间资本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各
部门协调机制，统筹推进矿山生态修复与利用工作。为弥补
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财政资金投入的不足，鼓励采取各类
吸引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方式，对废弃矿区进行生态复绿的
同时促进其经济效益，以推动矿山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周边
生态环境的改善。
2.2 完善管理与引导运维的日本矿山等废弃地相关治
理修复法规

日本针对矿山废弃地的治理和修复制定了一系列法规
和政策 [34~37]（表 4），其中《矿山法》（Mining Act）明
确了矿山资源的开发、管理和环保规定，强调关闭后的复
垦与修复工作。《土地利用法》（Act on Land Use）规定
了废弃地复垦和再利用需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基本
法》致力于提升环境质量，要求修复受矿山开发影响的环

境，并推动可持续发展。《矿山环境保护法》（Act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round Mining Sites）
旨在保护矿山周边环境，明确了关闭后的环境恢复措施，
包括土地复垦和水资源保护等。《矿山土地复垦法》（Act 
on the Reclamation of Mining Sites）详细规定了复垦责
任和程序，要求矿业经营者负责复垦工作，并明确了方案
的编制、验收和监管细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法》（Act 
on the Protection of Mining Sites against Geological 
Disasters）则专注于矿山地质环境的保护和治理，规定了
预防和治理地质灾害的措施。这些法规和政策的实施，凸显
了矿山废弃地治理与修复的重要性，要求矿业经营者积极承
担复垦和环保责任，以推动矿山资源与周边环境可持续发展。

3 中日比较视野下中国矿山修复路径探析
3.1  聚焦景观资源活化的矿山修复与再利用模式

日本在景观活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与日本的
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的对比，我国可借鉴其在生态修复和更
新利用方面聚焦景观资源活化的做法，如对可修复的废弃矿

表 4  日本废弃地相关治理修复法规
Tab.4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the management and restoration of abandoned land of mining industry in Japan

     时间  名称 意义 内容

1950 年 《矿山法》
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与环境恢复责任，为矿山用
地管理提供法律框架

①规定了矿山资源的开发、管理和环境保护
②划定矿山的开采、运营和管理的基本规范
③明确了矿山废弃后的环境恢复责任

1972 年 《矿山安全法》
强化矿山废弃地修复的必要性，确保废弃矿山不会
对周边环境居民安全构成威胁

①规定矿山安全事项
②明确矿山废弃地的安全管理和环境修复要求

1986 年 《国土利用计划法》
将废弃地和矿山用地整治纳入国家整体国土利用规
划，促进废弃地合理利用和生态恢复

规定土地利用规划和管理的原则

1993 年 《废弃矿山修复法》
首次针对矿山废弃地修复制定专门法律，推动了矿
山废弃地修复工作的全面开展

①明确矿山废弃地修复的责任主体、修复方法、资金筹措
②鼓励公众参与

1994 年 《矿山环境保护法》 旨在保护矿山周围的环境 规定了矿山关闭后的环境恢复和保护措施

2002 年 《环境再生推进法》
拓宽矿山废弃地修复视角，重视环境修复与社会价
值再生问题

强调通过综合措施推进环境再生

2002 年 《矿山土地复垦法》 为矿山废弃地的修复提供明确法律依据和指导原则
①明确了矿山废弃地的复垦责任和程序
②规定了复垦方案编制、验收和监管等细节

2005 年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法》 为矿山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法律保障
①强调矿山开采活动对地质环境造成破坏和污染问题
②提出明确保护要求和措施

2010 年 《绿色矿山行动计划》
明确矿山修复的工作内容，着重关注矿山修复的可
持续性和长期效益

促进矿山的可持续发展

2018 年 《国土再生促进法修正案》
为矿山废弃地修复和整治提供更为有力的政策支持
和经济激励

增加了对矿山废弃地等国土再生项目的支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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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进行修复，将可设计的再设计成公园，以及将不能设计的
保留或他用等；针对不同的矿山类型提供了文化景观再利用、
综合管理与利用的新途径。国内现有矿山修复与再利用模式
整理如表 5 所示。

在实践层面，废弃空间改造以及工业遗产等项目在国内
外有非常多成功且优秀案例，如德国杜伊斯堡公园、西雅图
煤气站公园等，根据具体的场地空间环境，进行了因地制宜
改造 [7]。而在我国，已有南京、临沂等地的矿坑公园，以及
咸宁赤壁、腾冲等地的画家艺术村等成功案例，这些项目不
仅实现了生态修复，还创造了新的景观价值。上海佘山世茂
深坑酒店，将废弃矿山转化为沿悬崖峭壁建设的独特酒店客
房，将城市休闲空间与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结合，实现了新
的景观创收。重庆铜锣山露天矿山废弃矿坑通过生态优先的
景观设计改造，引入社会投资，促进了观光产业再生。山西
太原玉泉山废弃矿山则转型为城郊森林公园，打造了城市新
名片，实现了绿色转型 [8]。这类废弃空间在修复生态环境的
同时，构建了多元化产业链，再生成为城市新名片，进一步
实现了绿色转型 [9]。
3.2 文旅康养融合创新发展，多元介入促进地域更新

我国当前修复理念从单一复绿，逐渐转向注重生态功能
的修复。这类修复不局限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更涵盖了
土地经济价值与社会系统的修复。为挖掘更多矿山激活的有
效策略，应积极借鉴优秀案例的市场化经验；探索并建立矿
山修复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形成政府、
企业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格局。两国政府皆采用了多元介入的
方法，鼓励民间各类资本参与，旨在促进废弃矿区生态复绿
的同时，通过促进景观资源活化与地域更新的方式推动其经

济效益的提升。
此外，艺术介入乡村是废弃矿山改造在乡村振兴背景下

的新模式尝试 [38~40]：通过艺术家参与，将乡土情感与艺术
活动结合，打造文化小镇。例如湖北咸宁赤壁的半亩塘艺术
村，通过艺术改造活动，建有半亩塘木雕馆、三秋民俗馆、
盆景兰草园、艺术创作室、古琴研究室、手工珠宝制作室、
素食馆、简居民宿基地和巴士房车体验馆等。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大量创意改造更新案例受到年轻
人的喜爱，如比利时废弃矿坑的攀爬游乐场、遂昌矿山体
验公园、重庆矿咖民宿、十堰市绿松石国家矿山公园、晋
江矿坑秘境公园和“月球露营”等，展示了极大创意改造
的需求及市场潜力。因此，在废弃矿山再利用模式的探索中，
将修复后的废弃矿山与创意文旅、康养产业融合改造发展，
转化为具有双重价值的地方景观资源，多元介入以促进地
域的活化与更新。
3.3 政策引导、管理运维以及相关法规的完善

国内积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新建矿山按照绿色矿山规
定进行规划与设计、运维管理；对于老旧矿山“谁破坏谁治
理”原则，明确由采矿权人承担其生态修复责任。完善政策
引导并推广绿色矿山理念，将绿色矿山理念贯穿于矿山开发
的全过程。加强监测与评估，建立矿山修复监测与评估体系，
确保修复工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矿山相关的政策、修复
技术、活化再利用、运维管理之间的关系如图 1 所示。因此，
政府及相关部门不断明确监管责任和协调机制，推出多元法
规及政策，从而引导修复技术与景观资源活化利用有效结合，
以此优化社会资本的投资环境，助力废弃厂矿空间在生态修
复和更新利用方面的绿色转型。

表 5  国内现有矿山修复与再利用模式梳理
Tab.5   The existing mine rehabilitation and reuse models in China

现有矿山修复与再
利用模式 说明

矿山修复 + 土地整治
通过工程措施修复采矿用地为耕地、园地、林地等，释放土地经济价值。在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矛盾下，复垦采矿用地补充城市建
设用地指标，提升土地资源经济承载力，缓解城市用地压力

矿山生态修复 + 废石
综合利用

自然资源部发布意见：矿山修复产生的废土石料可对外销售，收益用于生态修复并保障社会投资主体合理收益。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创新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模式

矿山生态修复 + 产业
导入

矿山资源枯竭后，将矿山生态修复与农业、工商业、旅游、高新技术产业有机融合，是解决矿山生态修复资金不足的重要途径。
①“+ 农业”：国有建设用地修复后拟作农用地，可由市、县级政府或其授权部门协议确定修复主体，并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从事
相关农业生产
②“+ 工商业”：集体建设用地可由集体经济组织自行修复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修复后规划为经营用途的，经登记后，土地所有
权人可出让、出租用于产业发展
③“+ 旅游业”：各地依据规划在矿山修复土地上发展旅游业，建设非永久性设施。在不占基本农田、不破坏环境、不影响地质安
全前提下，其用地可按现用途管理，不征收、不转用
④“+ 光伏电站”：矿山光伏电站建设与农牧业结合，生态效益显著。农光、林光互补模式结合发电、产业项目与碳减排收益，覆
盖生态修复投资

其他矿山修复创意
平坦场地变高尔夫球场；建成矿坑花园开展科普教育；陡峭岩壁成攀岩营地；建设多样特色建筑，含酒店、公社等；矿山断面成艺
术空间；坡地设观光缆车、滑草滑雪活动设施；建成地貌石刻特色公园展现旅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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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本文聚焦于城市近郊及乡村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与更新

利用问题，从绿色转型与景观资源活化的视角出发，对矿山
前期生态修复及后期更新利用 2 个核心环节进行了探讨。通
过对比分析国内和日本的相关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进一步
说明了生态技术与更新利用之间的联系。矿山生态修复应着
重于技术创新与生态功能的全面恢复，同时需兼顾经济与社
会系统的协同发展。在绿色转型背景下，以景观资源活化与
再生为出发点，探讨城市近郊矿产或废弃地的各类生态修复
与再利用模式，有助于地域性生态功能的恢复和实现废弃矿
山的有效更新利用，对增强我国在景观活化和废弃地管理方
面的综合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注：图片由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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