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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市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管理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落实《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做好我市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工作，市规划自

然资源委会同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组织起草了《北京市历史建

筑保护利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

法》”）。现就《办法》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指

出“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

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

2017 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北京市列为首批历史建筑保护利

用试点城市之一，并提出“历史建筑确定”等相关工作要求。

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推动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工作：

一是公布历史建筑保护名录。2017 年至今，我市成立了由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农业农村局、市文

物局组成的联合工作小组，共同开展北京市历史建筑普查确

定工作。经市政府批准，已分三批次公布历史建筑共 1056

栋（座）。二是推进历史建筑挂牌保护工作。2022 年 1 月完

成政协礼堂、民族文化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63 栋（座）

历史建筑的示范挂牌。三是研究制定《历史建筑保护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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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栋一档”建立历史建筑档案卡片，记录基本信息、

历史价值、风貌特色、保护范围、具有保护价值部位等内容。

四是编制完成《认识身边的历史建筑》《北京市历史建筑保

护利用工作指引（2022 版）》。面向公众，科普历史建筑相关

知识，提升公众保护意识；面向管理部门，提出保护管理引

导策略，理顺管理机制。

《条例》明确将历史建筑纳入保护对象，构建了历史建

筑的全流程保护体系，提出了保护利用的目标要求。北京市

历史建筑现存数量多、分布广，亟需细化研究配套管理制度、

明确保护修缮要求、完善相关审批流程、提出活化利用指引。

为此，《办法》将完善历史建筑保护政策体系，为进一步做

好历史建筑保护工作提供保障。

二、工作过程

2022 年初，正式启动《办法》编制工作。经前期实地调

研、部门座谈、听取产权人、实施主体、相关从业人员意见

建议，梳理总结现状问题，吸纳试点工作经验，形成《办法》

初稿，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30 日，充分征求各区人

民政府、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农业农村局、市经济和信息

化局、市文物局等相关部门意见建议，同时邀请名城保护、

古建保护、建筑质量检测等领域专家严格把关。在此基础上

补充完善《办法》有关内容，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二十五条，主要规范以下内容：

（一）界定各类保护行为边界，为保护责任人日常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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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修缮提供指引。《办法》依据保护利用过程中对历史建筑

干预程度的不同，解释了各类保护措施的定义、目标、保护

要求及注意事项，明确界定“日常保养”、“维护和修缮”等

措施的行为边界和管控要求，界定“应急抢险”与拆除后“原

址复建”的区别，避免修缮过程中因界线模糊而造成的“建

设性破坏”。设置《北京市历史建筑保养维护登记表》，通过

表单筛选的形式，帮助保护责任人判断哪些行为可以自行开

展，哪些行为需要审批。

（二）明确分类管控的底线，兼顾保护与民生改善。在

保护价值载体的前提下，为适应现代生活需求，《办法》提

出“维护和修缮”行为的分级管控标准，明确在修缮过程中

“哪些可以动、哪些不能动”，以实现“建筑立面依据原貌

进行修缮、整饰，结构构件按原结构进行更新，建筑内部可

进行平面布局调整以满足现代使用需求”的目标，推进历史

建筑的活化利用。《办法》明确增设必要设施的相关保护要

求。同时，针对北京市合院式历史建筑多的特征，将“因整

体结构（围护结构和承重结构）发生变形、倾斜、沉降，严

重影响使用安全的，采用原形式、原材料通过局部或整体落

架大修方式进行的翻建”纳入维护修缮审批程序。

（三）吸纳试点经验，完善审批流程。《办法》后附“历

史建筑审批流程图”，帮助保护责任人理顺历史建筑修缮的

申报流程。实施日常保养的历史建筑，采用“备案制”进行

监督管理，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对于保护方案中不涉及

历史建筑本体的有价值部位或者环境要素修改的，可采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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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审批流程，以“规划意见函”形式审批，实现行政管理效

率的提升；对于涉及历史建筑有价值部位、历史环境要素修

改的，或者建筑主体承重结构变动的，或者确需恢复历史格

局或建设必要附属设施的历史建筑，以“规划许可证”形式

审批，与现有审批要求衔接。

（四）规范技术文件的编制要求。《办法》细化了“历

史建筑保护图则”的编制内容要求，提出保护图则应包括建

筑类型、保护对象、保护范围、各类建筑分布情况、有价值

部位和历史环境要素等信息，并明确了保护图则的更新流程

和依申请获取的方式。同时，提出了修缮技术标准的内容要

求，明确了保护设计方案、施工方案的编制要求，为保护责

任人解决了“怎么编”的困惑。

（五）鼓励历史建筑灵活利用。历史建筑更加注重灵活

利用。在空间利用层面，《办法》在《条例》基础上进一步

明确，在不突破保护底线的前提下，历史建筑及其保护范围

内其他建筑可以进行更新利用。在功能利用层面，《办法》

衔接我市城市更新等相关研究，提出历史建筑功能转换的引

导策略。

此外，我委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订《北京市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对象认定与登录工作规程》，进一步明确历史建筑

的认定标准，明确各级政府部门在历史建筑申报、登录、预

保护、名录公布等环节的责任和相关要求，并出台配套的管

理细则，故《办法》中不涉及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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