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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_E5_8E_86_E5_c61_525408.htm 北京是世界著名的

文化古都，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是历次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本次总规修编的四大重点课题之一。作为北京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规划专题的参与者，我想对一些长期存在或认识模

糊的问题做思考性的阐述，以体现保护规划编制的基本思想

和基本思路。 统一保护认识本次修编至少对以下几方面问题

进行了思考和认识定位。 问题一：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所

适应的范围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是针对北京市域16410平

方公里的范围内所有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而言的；旧城（明

清北京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名城保

护与控制的重点区域。 问题二：旧城的范围以及旧城保护与

控制的范围旧城是指原明清北京城护城河及其遗址以内（含

护城河及其遗址）的城市区域。旧城保护与控制范围为北京

二环路以内的区域（占地面积约62.5平方公里）以及德胜门、

北护城河地区（占地面积约1.3平方公里），总计约63.8平方

公里。 问题三：旧城整体保护的内涵鉴于建国以来北京城市

发展与建设的实际情况，旧城保护已经无法对旧城内所有地

区都进行保护。旧城整体保护是指尽最大可能，整体上保护

旧城范围内的一切现存的历史文化资源。整体保护的内涵是

着眼于对旧城的文物古迹（含地下文物埋藏、历史城市遗址

、优秀近现代建筑、挂牌保护院落等）、历史文化保护区、

旧城历史格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其中，旧城历



史格局是整体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 问题四：旧城整体保护

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旧城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有两个：一

是旧城平缓开阔的空间形态的保护，体现在旧城建筑高度的

控制上；另一个是旧城传统棋盘式道路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

的保护，体现在旧城道路系统和道路红线宽度的规划上。目

前，建筑高度控制在规划管理上的失控，以及旧城规划道路

红线过宽，成为旧城历史风貌破坏的两个最大因素。我们面

临的最大挑战是各级政府部门以及城市规划编制部门如何正

确认识，并依法行政，在适应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坚

决贯彻保护规划的要求。 问题五：旧城的传统（历史、古都

）风貌建国以来，北京对传统风貌的认识一直意见不一，导

致了一段历史时期内北京“大屋顶”建设的流行。旧城的传

统风貌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一个是体现历史信息的真

实性，传统风貌的核心是真实的历史文化资源，如果没有历

史真实资源和信息的存在，传统风貌将成为一尊空壳；另一

个是体现传统形式特征的统一性，诸如四合院的传统建筑体

系、青砖灰瓦的建筑形式体系、低矮民居衬托宏伟宫殿的空

间尺度和色彩对比体系、院落中树木映衬丰富屋顶的视觉景

观体系、胡同与街巷的幽静和宜人的体验体系等。诸多传统

形式要素构建的相对一致的风貌特征，加上真实的历史资源

与信息是旧城传统风貌的体现，二者互相融合，缺一不可。 

问题六：旧城整体保护的重点 建国50多年来，北京在取得重

大建设成就的同时，旧城的历史风貌也遭到很大损伤。现代

建筑、高层建筑由二环内侧向旧城内迅速漫延，传统建筑分

布的区域越来越少。但令人欣慰的是，北京传统中轴线及其

两侧的地区，历史风貌保存基本完整；皇城以及大部分的历



史文化保护区集中在中轴线两侧，永定门的复建又使传统中

轴线恢复了往日的庄严和完整。所以，尽最大可能严格保护

传统中轴线地区的历史风貌（包括什刹海、南北锣鼓巷、皇

城、天安门广场、前门、永定门等地区），将是未来旧城整

体保护的重点。 问题七：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扩大的意义着

眼于旧城整体格局保护的角度，应增加新的历史文化保护区

，并扩大部分现存保护区的建设控制区。扩大后旧城保护区

域的格局会更加完整，空间层次更加清晰，以传统中轴线为

保护和控制中心的思路更加明确。值得注意的是，新增的保

护区原来都属于危改地区，只有迅速改变旧城改造的思路，

才能适应保护的需要。 问题八：如何理解旧城复兴旧城复兴

是指以旧城整体保护为前提，采取积极的措施，通过合理调

整旧城的功能结构，降低人口规模，改善市政、交通等基础

设施条件，从而达到保护旧城环境，提高居住质量，恢复旧

城活力的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目的。 问题九：

如何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保护与发展是城市建设过程

中长期存在的一对矛盾，但不是不可协调的。强调保护不是

意味着什么都不许动，而是要求按照保护的控制要求去建设

。比如旧城新的建筑高度不能随意突破建筑控制的要求，但

由此产生的经济平衡问题必须着眼于旧城内外的协调发展，

不能就地解决，就地平衡经济是与保护相矛盾的观念问题，

不是操作实施的问题。强调发展不应是不要保护，发展需要

保护。北京的价值在于历史文化的积淀，历史的北京才是发

展的源动力。从技术上和法规上，新的建设完全可以做到与

传统风貌的协调共存，这在国外许多国家都有非常好的实例

。正确理解和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必须从政府开始，必



须从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角度去思考和实施。这将是一个长

期而艰巨的任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