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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

提高规划的科学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要求。

第二条 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

护规划的编制工作，适用本要求。

第三条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规划的规划范围与城市、镇总

体规划的范围一致，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与村庄规划的范围一致。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规划应单独编制。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

规划与村庄规划同时编制。

凡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应考虑与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相衔

接。

第四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同时包括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规划。

第五条 编制保护规划，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历史环境，

保护和延续传统格局和风貌，继承和弘扬民族与地方优秀传统文化。

第六条 编制保护规划，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保护遗

产本体及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和保护利用的可持续性的原则，保护

历史文化遗产，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七条 编制保护规划，应当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改善环



境、有效管理的指导思想。

第八条 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的

编制应遵守本要求规定，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规定，

采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基础资料。

第九条 编制保护规划，应当进行科学论证，并广泛征求有关部

门、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第二章 编制基本要求

第十条 保护规划的主要任务是：提出保护目标，明确保护内容，

确定保护重点，划定保护和控制范围，制定保护与利用的规划措施。

第十一条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内容，一般包括：

（一）保护和延续古城、镇、村的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及与其相

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

（二）历史文化街区和其他有传统风貌的历史街巷；

（三）文物保护单位、已登记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

可移动文物；

（四）历史建筑，包括优秀近现代建筑；

（五）传统风貌建筑；

（六）历史环境要素，包括反映历史风貌的古井、围墙、石阶、

铺地、驳岸、古树名木等；

（七）保护特色鲜明与空间相互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优秀

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第十二条 编制保护规划，应当对自然与人文资源的价值、特



色、现状、保护情况等进行调研与评估，一般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历史沿革：建制沿革、聚落变迁、重大历史事件等。

（二）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其他文物古迹和传统风貌建筑

等的详细信息。

（三）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与历史形态紧密关联的地形地貌和

河湖水系、传统轴线、街巷、重要公共建筑及公共空间的布局等情况。

（四）具有传统风貌的街区、镇、村：人口、用地性质，建筑物

和构筑物的年代、质量、风貌、高度、材料等信息。

（五）历史环境要素：反映历史风貌的古塔、古井、牌坊、戏台、

围墙、石阶、铺地、驳岸、古树名木等。

（六）传统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方言、民间文学、传统

表演艺术、传统技艺、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等。

（七）基础设施、公共安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现状。

（八）保护工作现状：保护管理机构、规章制度建设、保护规划

与实施、保护资金等情况。

第十三条 编制保护规划，应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

名镇、名村的传统格局、历史风貌、空间尺度、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

景观和环境提出保护要求。

第十四条 编制保护规划，应当确定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

和保护要求，提出保护范围内建筑物、构筑物、环境要素的分类保护

整治要求和基础设施改善方案。

第十五条 编制保护规划，应当依据文物保护规划，对文物保

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提出必要

的保护措施建议。



第十六条 编制保护规划，应当对历史建筑，以及符合历史建

筑认定标准、尚未被列为历史建筑的建筑物、构筑物提出总体保护要

求和保护整治措施。

第十七条 编制保护规划，应当发掘传统文化内涵，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出规划要求。

第十八条 在综合评价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特色的基础上，结

合现状，划定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的保护范围。

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保护范围包括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

第十九条 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的保护

范围按照如下方法划定。

（一）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以及地下文

物埋藏区的界线，以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为

准。

（二）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包括历史建筑本身和必要的建设控制

区。

（三）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内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较为完

整、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集中成片的地区划为核心保护范围。在

核心保护范围之外划定建设控制地带。

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确定应边界清楚，便于管理。

（四）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范围，应包括历史城区和其他需要保

护、控制的地区。

第二十条 编制保护规划，应当在保护的前提下，明确历史文



化遗产展示与利用的目标和内容，核定展示利用的环境容量，提出展

示与合理利用的措施与建议。

第二十一条 保护规划应提出实施管理措施，包括法规、政策和

资金的保障、人才的培养、宣传教育工作等。

第二十二条 在具有传统风貌的街区、镇村，对文物保护单位、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之外的

建筑物、构筑物，划分为传统风貌建筑、其他建筑。

第二十三条 传统风貌建筑，指具有一定建成历史，能够反映历

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建筑物。

第二十四条 修编保护规划时，应对原保护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分

析总结。

第三章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

第二十五条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深度相一

致，重点保护的地区应当进行深化。

第二十六条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评估历史文化价值、特色和现状存在问题；

（二）确定总体目标和保护原则、内容和重点；

（三）提出市（县）域需要保护的内容和要求；

（四）提出城市总体层面上有利于遗产保护的规划要求；

（五）确定保护范围，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地下文物埋藏区、历

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提出保护控制措施；

（六）划定历史城区的界限，提出保护名城传统格局、历史风貌、



空间尺度及其相互依存的地形地貌、河湖水系等自然景观和环境的保

护措施；

（七）提出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和

措施；

（八）提出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基础

设施、提高环境质量的规划要求和措施；

（九）提出展示和利用的要求与措施；

（十）提出近期实施保护内容；

（十一）提出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二十七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根据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的三个保护层次确定保护方

法框架。

第二十八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当对所在行政区范

围内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村镇、文物保护单位、已登记尚未核定公布

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古城的山川形胜及其他

需要保护的内容提出保护要求。其中对文物保护单位提出的保护要求

应符合文物保护规划的规定。

第二十九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从总体层面上提出

保护规划要求，包括城市发展方向、山川形胜、布局结构、城市风貌、

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协调新区与历史城区的关系。

第三十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当提出历史城区的

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保护延续，历史街巷和视线通廊的保护控制，

建筑高度和开发强度的控制等规划要求。



第四章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

第三十一条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规划深度应达到详细规划

的深度。

第三十二条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保护历史遗

存的真实性，保护历史信息的真实载体；保护历史风貌的完整性，保

护街区的空间环境；维持社会生活的延续性，继承文化传统，改善基

础设施和居住环境，保持街区活力。

第三十三条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评估历史文化价值、特点和现状存在问题；

（二）确定保护原则和保护内容；

（三）确定保护范围，包括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界线，

制定相应的保护控制措施；

（四）提出保护范围内建筑物、构筑物和环境要素的分类保护整

治要求；

（五）提出保持地区活力、延续传统文化的规划措施；

（六）提出改善交通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居住环境的规

划方案；

（七）提出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三十四条 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进行

分类保护，分别采取修缮、改善、整治和更新等措施。

（一）文物保护单位：按照批准的文物保护规划的要求落实保护



措施。

（二）历史建筑：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要求

保护，改善设施。

（三）传统风貌建筑：不改变外观风貌的前提下，维护、修缮、

整治，改善内部设施。

（四）其他建筑：根据对历史风貌的影响程度，分别提出保留、

整治、改造要求。

第三十五条 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按照建筑物保护分

类提出建筑高度、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材料等控制要求。建设控

制地带应当按照与历史风貌相协调的要求控制建筑高度、体量、色彩

等。

第三十六条 在不改变街道空间尺度和风貌的情况下，优化历史

文化街区内的交通环境。

第三十七条 在不改变街道空间尺度和风貌的情况下，提出历史

文化街区内基础设施改善和消防等防灾规划措施。

第三十八条 对户外广告、招牌、空调室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等

建筑外部设施以及垃圾箱、电话亭、铺地、检查井盖等街道公共设施

的尺寸、形式、材料和位置等提出规划控制要求。

第五章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

第三十九条 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与镇总体规划的深度要求相

一致，重点保护的地区应当进行深化。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的深度

要求与村庄规划相一致，其保护要求和控制范围的规划深度应能够指



导保护与建设。

第四十条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评估历史文化价值、特色和现状存在问题；

（二）确定保护原则、保护内容与保护重点；

（三）提出总体保护策略和镇域保护要求；

（四）提出与名镇名村密切相关的地形地貌、河湖水系、农田、

乡土景观、自然生态等景观环境的保护措施；

（五）确定保护范围，包括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界线，

制定相应的保护控制措施；

（六）提出保护范围内建筑物、构筑物和历史环境要素的分类保

护整治要求；

（七）提出延续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划措施；

（八）提出改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生产生活环境的规划

方案；

（九）保护规划分期实施方案；

（十）提出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四十一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应当对所在行政区范

围内的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村、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等提出保护要求。

第四十二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应提出总体保护

策略和规划措施，包括：

（一）协调新镇区与老镇区、新村与老村的发展关系。

（二）保护范围内要控制机动车交通，交通性干道不应穿越保护

范围，交通环境的改善不宜改变原有街巷的宽度和尺度。

（三）保护范围内市政设施，应考虑街巷的传统风貌，要采用新



技术、新方法，保障安全和基本使用功能。

（四）对常规消防车辆无法通行的街巷提出特殊消防措施，对以

木质材料为主的建筑应制定合理的防火安全措施。

（五）保护规划应当合理提高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防洪能力，采

取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防洪工程改善措施。

（六）保护规划应对布置在保护范围内的生产、储存爆炸性、易

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工厂、仓库等，提出迁移方案。

（七）保护规划应对保护范围内污水、废气、噪声、固体废弃物

等环境污染提出具体治理措施。

第四十三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应当对核心保护

范围提出保护要求与控制措施。包括：

（一）提出街巷保护要求与控制措施；

（二）对保护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进行分类保护，分别采取

以下措施：

（1）文物保护单位：按照批准的文物保护规划的要求落实保护

措施。

（2）历史建筑：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要求

保护，改善设施。

（3）传统风貌建筑：不改变外观风貌的前提下，维护、修缮、

整治，改善设施。

（4）其他建筑：根据对历史风貌的影响程度，分别提出保留、

整治、改造要求。

（三）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新建、扩建活动，提出规划

控制措施。



第四十四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应当对建设控制

地带内的新建、扩建、改建和加建等活动，在建筑高度、体量、色彩

等方面提出规划控制措施。

第四十五条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的近期规划措施，应当

包括以下内容：

（一）抢救已处于濒危状态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重要历

史环境要素；

（二）对已经或可能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造成威胁的各种自

然、人为因素提出规划治理措施；

（三）提出改善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环境的近期建设项目；

（四）提出近期投资估算。

第六章 成果要求

第四十六条 保护规划的成果应当包括规划文本、规划图纸和附

件，规划说明书、基础资料汇编收入附件。规划成果应当包括纸质和

电子两种文件。

保护规划文本应当完整、准确地表述保护规划的各项内容。语言

简洁、规范。规划说明书包括历史文化价值和特色评估、历版保护规

划评估、现状问题分析、规划意图阐释等内容。调查研究和分析的资

料归入基础资料汇编。

第四十七条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图纸要求清晰准确，图例统

一，图纸表达内容应与规划文本一致。图纸应以近期测绘的现状地形

图为底图进行绘制，规划图上应显示出现状和地形。图纸上应标注图

名、比例尺、图例、绘制时间、规划设计单位名称。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5806303001

6006041

https://d.book118.com/158063030016006041
https://d.book118.com/158063030016006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