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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保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建筑学、城市规划、风景园林、城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倍
受瞩目。
“城市历史与文化保护”课程作为城市规划专业方向的专业基础课，主要包括中外城市遗产保护的发
展历程，欧美等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法规制度建设；保护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历史街区调查研
究与整治技术，文化景观保护与旅游观光开发，世界遗产保护理念和发展趋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的历史演进、保护规划的编制、遗产管理与开发利用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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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行政制度分析　　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严格讲，还不能称其
为“制度”。
因为，任何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制度”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而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看上去谁都在管，实际上谁都不管。
这种行政制度上的混乱，从根本上阻碍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活动的进行。
　　从现阶段的实际操作来看，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央由建设部和文物局负责，在地方则由很多
部门同时负责，实际上，在地方还有种较为先进的管理体系，就是设立专门的名城保护机构。
，而这类保护机构根据其职能范围有可划分为“主管部门”和“协助部门”两种。
　　从中央来看，一件工作由两个部门合作并不稀奇，然而没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因为名城保护工作在中国还是一项刚起步的工作，在这样一种没有监督和工作校核的体系下，一项以
社会公益性为主的政府工作被搁置就不奇怪。
就如2000年炒得火热的历史文化名城立法问题：1997年，建设部与文物局历时3年多，起草了一份《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交建设部。
建设部认为很难操作，至今仍无结果。
原来建设部把任务交给城市规划司，而规划司的业务力量比较弱，因此就耽搁下来了。
　　早在1982年，当时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文物事业管理局、城市建设总局联合向国务院提交《
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然而，历经10年，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仍止步不前，
立法、监督体制无从提起。
文物局的专家反复强调“我们现在参与得不太多”，建设部专家则解释“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不能
完全归结为没有《条例》”。
那么，历史文化名城的立法工作到底由谁来做呢？
　　名城保护工作缺少监督机制。
以前规定，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应共同负责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管理、监督及指导工作，新的国
务院职能分工后，对历史文化名城，建设部比国家文物局多了一项“监督管理”职责，负有实际管理
职责，国家文物局只参加名城规划、参与每年名城重点项目补充方案的审议。
从学科分类的角度说，建设部主管名城在情理之中，但在法律不完善的条件下，结果非常消极。
一项工作的实施与监督检查由一个部门在没有任何依据（法律）的前提下“自说自话”地完成，怎么
才能保证质量呢？
而且，我国针对名城保护的民间组织几乎没有，因此，也根本没有来自于政府外的监督力量。
　　从地方上看，针对名城保护问题的行政体制问题就更复杂了。
一方面，一些城市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有的甚至已经超出中央体制改革的步伐；另一方面，“历
史文化名城”只是为地方带来经济效益的头衔，根本没有相应的行政机构就保护问题实施具体的操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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