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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有着3000多年

的建城史和800多年的建都史，文物古迹浩若繁星。新中国成

立以来，北京市先后开展了三次全市范围的文物普查，全面

调查登记北京市文物古迹的保存现状。截止到2005年底，全

市共有世界文化遗产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0处，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264处，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68处，历史文化

保护区40片，地下文物埋藏区36处。除此之外，北京旧城还

保留有大量明清传统的胡同和四合院。这些构成了北京历史

文化名城的独特风貌。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政府逐

步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努力探索新形势下文物保护的新思路

和有效途径，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城市建设与保护之间的矛盾

。使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进入了一

个受关注程度最高、资金投入量最大、保护项目最多、博物

馆发展最快、社会效益最明显的新时期，形成了健康发展的

大好局面。 一、北京市文物保护新格局 根据国务院对《北京

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和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北京市确立

了既要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又要保护历史文物名城的城

市发展战略。根据这个战略，北京市加大了对文物保护和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力度，市文物部门先后 编制了《北京市“

十五”时期文物事业发展规划》、《北京市3.3亿文物抢险修

缮工程计划》《“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将全市文物

保护的重点从对分散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扩大到对



文物整体风貌、历史文化保护区、地下文物埋藏区的成片保

护。同时，市文物部门与规划部门共同编制了《北京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规划》、《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

划》、《明清皇城保护规划》，形成了对文物保护单位、历

史文化保护区和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三个层次的保护格局

。 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2002年9月制定的《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确立了整体保护北京旧城的原

则。一是保护内容包括历史水系、传统中轴线、皇城、旧城

“凸”字形城廓、道路及街巷胡同、建筑高度、城市景观线

、街道对景、建筑色彩、古树名木十个方面.二是规定对具有

特定历史时期传统风貌或者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

村镇等，应当认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三是对在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规划范围内的建设作出规定：禁止违反保护规划大面积

成片拆除，禁止改变规划确定的土地使用性质，禁止突破建

筑高度、容积率等控制指标和建筑体量、色彩等要求，禁止

破坏保护区内保护规划确定的院落布局和胡同肌理等.四是要

求市、区政府根据规划要求制定调整旧城城市功能和疏散旧

城居住人口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居民迁出IEI城，同时调整旧

城路网规划，为名城保护让路。 三、《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

化保护区保护规划》 2002年，市文物部门与规划部门共同编

制的《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指出：大面

积的胡同和四合院是北京城市肌理的基质，是城市布局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城市不可替代的重要文脉，是北京文化特色

的载体，是发掘历史信息的重要源泉。《规划》提出了对胡

同、四合院保护的“三大原则”： 一是整体保护的原则。除

了要保护好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以延长其使用寿命之外，



同样也包括建筑的复兴、基础设施的改善、土地利用调整、

经济问题的解决和居民生活标准的定位等各个方面。 二是风

貌型制的保护原则。风貌是指某一地区的整体特色。这一特

色主要是指一座建筑物或者地段的外观及气势。为此，不仅

要对原有建筑进行维修和加固，而且也要拆除，翻建、新建

房屋也是一种保护。型制保护是风貌保护的重要手段。型制

就是胡同与院落、院落与院落、院落与绿化、院落与房屋、

房屋与构造在尺度、形态布局上的约束关系。保护胡同、四

合院，关键是找到现代生活与传统房 屋的最佳结合点，从而

创造出一种具有新居住文化意义的居住方式。 三是分区保护

的原则。根据各个地区所处的位置及其房屋风貌、质量分布

的情况，根据院落划分的不同类型的区域，如保护类、改善

类、改造类及拆除更新类，分别情况，以院落为单位进行保

护。 四、《北京市3.3亿文物抢险修缮工程计划》与《“人文

奥运”文物保护计划》 2000年5月，在申奥的关键阶段，市委

、市政府决定三年拨款3.3亿元，对集中在“两线一街一区”(

“两线”指中轴线和朝阜路沿线.“一街”是指国子监街，对

国子监、孔庙进行修缮，恢复国子监历史风貌.“一区’’指

什刹海地区，以恭王府开放、醇王府修缮、火神庙腾退修缮

为重点，形成该地区新的风貌)百余项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的文物建筑进行抢险修缮，简称“3.3亿工程”。 2002年，市

委、市政府又决定五年拨专款6亿元，实施《“人文奥运”文

物保护计划》，按照“整治两线景观、恢复五区风貌、再现

京郊六景”的方案，重点营造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格局

、风貌。 “两线”是指中轴线和朝阜路沿线.“五区”是指什

刹海风貌区、国子监古建筑群游览区、琉璃厂传统文化商业



区、皇城景区、古城垣景区，这五个区域历史文化内涵丰富

，文物保护工作基础条件好.“六景”是指西郊风景名胜区(颐

和园、圆明园、香山)、北京段长城风景保护区、帝王陵寝保

护区、京东运河文化带、宛平史迹保护区、京西寺庙景区(八

大处、戒台寺、潭柘寺、石景山“三大寺”法海寺、承恩寺

、慈善寺)，这六大景区是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时期

逐渐形成的六个京郊风景名胜区。 从“3.3亿工程”到“人文

奥运”文物保护计划，北京文物建筑修缮创下了百年来规模

最大、投资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纪录。 两大文物保护工程

的实施，解决了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年久失修的历史欠账，大

大改善了文物保护单位内的电器、避雷、消防、排水等安全

及基础设施，使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工作发生了三大变化。 一

是大批居民和单位告别文物保护单位。到2005年，腾退文物

保护单位49处、文物建筑13万平方米，修缮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160处，搬迁居民6000余户，整治不合理占用单位430个。在

迁走遗址内615户居民和13个单位后，圆明园解决了百年遗留

的历史问题.159中学搬出历代帝王庙。 二是一批文物景点重

新开放，成为新的城市景观。明城墙遗址公园、历代帝王庙

、圆明园遗址、元大都土城遗址、东皇城根遗址公园、先农

坛神厨、白塔寺西路、纪晓岚故居、袁崇焕祠等大批文物建

筑实现腾退、修缮并对社会开放。2005年6月，随着地安门大

街修缮工程的结束，后海地区最著名的古街烟袋斜街重新立

起了牌楼。 从2004年开始，北京市开始集中对世界文化遗产

项目进行保护。故宫武英殿及中轴线古建筑群、十三陵庆陵

、黄花城长城、天坛祈年殿古建筑群、颐和园佛香阁景区、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加固保护工程相继启动。这些工程相继完



工后，北京的六大世界文化遗产将以更加靓丽的面貌迎接中

外游客。 三是文物保护成为社会共识。到2005年，市政府共

计投入资金6.9亿元，带动区县和社会资金约50亿元。随着文

物修缮工程的启动，普通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也空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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