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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ollaborative Method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onservation i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 Case Study of Guangyuan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历史文化保护协同方法初探
——以广元市为例

曾  真   向  澍   ZENG Zhen, XIANG Shu

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一直是城市发展建设中的重要任务，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初期缺乏历史文化保护与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的衔接方法。为此，通过梳理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背景与难点，基于分析我国历史文化保护的法制管控特

征，提出应将历史文化保护作为空间规划统筹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尝试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历史文化保护协调

方法。以四川省广元市的实践为例，重点探索历史文化保护与空间规划的基础研究、目标策略、空间布局、三线划定、空

间分区、存量更新等多个环节的规划统筹路径。

The conservation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task in urban development, but in the early constructing 

stage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istorical conservation and overall spatial planning is temporarily 

lacking.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onservation by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 and difficulties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nd relevant laws in China, and builds a coordination method between territorial planning system 

and history and culture conserv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takes the practice of Guangyuan in Sichuan as an example, focusing 

on basic research, target and strategy, spatial layout, three-line demarcation, spatial zoning, and inventory update in history and 

culture conservation and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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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难点

2019年5月，我国相继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

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号）

等明确提出，原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主体

功能区规划等将被统一融入国土空间规划，并

于2020年基本完成市县级以上总体层面的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初步形成开发保护“一张图”。

1.1  历史文化保护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任务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意见，省级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中应重点审查是否构建体现地方特色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历史文化保护体系；在市级

国土空间规划报批时，需重点审查是否在城镇开

发边界内落实各类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范围和

要求；在县和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时，要通

盘考虑农村历史文化传承，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根据自然资源部2020年9月发布的《市级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和2021

年3月发布的《自然资源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在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要加

强保护自然与历史文化遗存，提出相应的保护要

求与管理措施，并明确整体保护和活化利用的空

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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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历史文化保护

方法暂缺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初期，学界已

展开多个领域的探索，如在体系构建方面，探

讨市、县、镇、乡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详细规

划等多级多类规划的编制内容[1-3]；在基础研

究方面思考“三调成果数据在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中的整体应用方案”[4]，寻求“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现状评估的方法”[5]，开展了大量的

规划评估、评价和基数转换工作。在空间管控

方面，研究生态地区、城镇地区、矿产能源、海

岸带等空间类型的边界划定和管理办法[6-9]。

此外，也尝试将空间规划与城市设计、城市更

新、生态修复等专项规划进行衔接[10-11]。

在历史文化保护方面，随着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的全面覆盖，学界对国土空间规划与

历史文化保护的协同方法进行初步探索，但

公开发表的文献屈指可数，研究主要集中在

两个方面：一是侧重强调保护统筹、反映现实

问题，如唐宏涛等[12]提出要体系化构建历史

文化保护控制线；杨涛[13]提出要结合遗产类

型从国家、省域、市县等层面构建遗产空间体

系，但实例分析尚浅。二是侧重对某类文化资

源的梳理或某类文化空间的建立，如浙江省

结合文物保护专项规划识别历史文化重点功

能区[14]；咸阳市针对线性文化遗产提出保护

空间格局和展示利用思路[15]；江门市结合双

评价识别最具文化价值的遗产资源廊道[16]，

但系统性方法不足。同时，相较于目前中央、

自然资源部，以及各级地方政府颁布的国土

规划编制相关文件和指南要求，虽然都提出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

工作，但具体技术指引尚属空白。例如，应该

如何划定作为规划编制强制条款的历史文化

保护线，如何统筹历史文化保护线与生态保

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

界（以下简称“三线”）等重要空间保护边界，

以及如何协调各类历史文化资源与各类国土

空间等，为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全面衔接

和落实历史文化保护专项规划要求带来较大

困扰。

2  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协同演进

历程

2.1 历史文化保护因“建设性破坏”而产生

在西方，为促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

重建和快速发展，英法美等国提出历史地区

（historic district）、历史城区（historic urban 

area）、历史城镇和城区（historic towns and 

urban areas）等保护概念。而在我国，为大

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规模文物古

迹不幸遭遇“建设性破坏”[17]。“历史文化名

城”概念于1982年随之登上历史舞台，并在同

年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上通过我国第一部文物保护相

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

简称“《文物保护法》”）。

2.2 历史文化保护随城乡规划建设而完善

在名城保护建立之初，我国历史文化保护

与管控主要参考《文物保护法》及相关的3个

文件，包括：《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等部门关于

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的通知》（1982

年）、《国务院批转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文化

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

报告的通知》（1986年）、《国务院批转建设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审批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和加强保护管理请示的通知》（1994年）。

21世纪初，随着《城乡规划法》 《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制文件的相继出台，我国历

史文化保护法制框架逐渐完善[18]，结合保护技

术方法的不断规范[19]和保护管理协作体系的

不断成熟[20]，历史文化保护专项与城乡规划建

设的贯彻与落实初见成效（见表1）。截至2021

年3月，国务院已将北京、杭州、南京、天津、重

庆、都江堰等137座城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并对这些城市的历史遗存进行重点保护。

          

3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历史文化保护

协同方法构建

3.1 协同编制思路

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文化保护专题或者历史

文化保护专项规划，以及传统城市总体规划中

的历史文化保护研究专章，在新一轮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下，历史文化空间作为国土空间重要

的组成要素之一，需与其他农业、生态、城镇等

国土空间在“一张图”上统筹规划、协同布局。

在基础研究阶段，应结合“三调”数据全

面梳理历史文化资源，将其空间点位录入“一

张图”的底图底数。根据“双评价”“双评估”

等前期相关研究结论，识别过去及当前历史文

化保护面临的问题与风险。结合同步开展的历

史文化保护专题研究，为历史文化资源与其他

国土资源的规划统筹打下坚实基础。

在规划重点研究阶段，应从历史文化保护

的目标、格局、管控、体系、策略等专业视角，提

出历史文化保护相关研究结论，从而支撑和完

善国土空间规划的总体统筹和管控，指引历史

文化保护等专项规划（见图1）。

3.2 协同编制要点

3.2.1 摸清历史文化资源的底图底数

历史文化资源作为国土空间资源的重要组

成，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初期，也应被当作自然

地理格局的重要组成，与生态、农业、城镇空间要

素同步考虑。应明确不同类型文化资源的名称、

位置、类别等图文信息，包括：现状历史地段类

（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区等）、文物

古迹类（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

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其

他历史遗存等）、传统村落类（历史文化名镇、历

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等）、自然景观类（自然保

护地、河湖水系、山体山脉、公园景致、古树名木

等）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文学语言、书画曲艺、

技艺医药、礼节民俗、体育游艺等）等，并基于国

家2000大地坐标系和1985高程基准，与经济、人

口、生态、“三调”、设施等相关数据资料统一纳入

国土空间规划的工作底图底数。

3.2.2    结合评估评价识别保护问题与风险，同

步推进历史文化保护专题研究

根据评估评价技术指南和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规划等文件要求，识别现行主体功能区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海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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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明确历史文化资源与生态空间、

农业空间、城镇空间交叠情况下的对应划分关

系和约束条件，并指引下一步其他专项保护规

划的编制，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一是协调历史文化空间与生态空间。结合

生态保护区和生态控制区划定统筹历史文化保

护空间，提出保障生态安全前提下的历史文化

保护和传承建议，具体可能会涉及自然保护地、

名木古树、文化景致等历史文化资源。

二是协调历史文化空间与农业空间。结合

农田保护区和乡村发展区划定统筹历史文化保

护空间，提出保障粮食安全前提下的历史文化

保护和传承建议，具体可能会涉及历史文化名

村、传统村落、文物古迹、文化景致等历史文化

资源，可结合历史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推进乡

村振兴、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策略的实施。

三是协调历史文化空间与城镇空间。结合

城镇发展区划定统筹历史文化保护空间，提出

利于城市高品质、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文化保护

和传承建议，具体可能会涉及历史文化街区、传

统风貌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文化景致

等历史文化资源，可结合历史文化资源的活化

利用，推进存量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城市设计、

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完善、产业转型、功能提升

等策略的落实。此外，结合物质型历史文化资源

的活化利用方案，完善城乡存量用地、低效用地

等的盘活目标与措施，明确实施城市更新的重

点区域及机制，优化城乡功能结构和开发强度，

通过传承历史文化，提高国土空间的用地效率

和综合价值，提升城市品质和活力。

4  广元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历史文化

保护协同编制应用实践

4.1   广元市概况

四川省广元市为四川盆地北缘地级市，整

体北高南低，幅员面积16 319 km²，其中85%都

是山地，生态环境优越，是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

林城市，森林覆盖率达59%。自古为入蜀门户，历

史积淀丰富，是先秦古栈道文化和中国蜀道文化

的集中展现地、三国历史文化核心走廊、中国历

史上唯一女皇帝武则天的出生地，也是原“川陕

区划等与地方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历史文化保

护与传承的匹配适应情况，分析在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下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问题，预判

未来历史文化保护在环境气候变化、社会经济

转型、科技进步等趋势下面临的风险。

在国土空间规划的总体框架下，宜同步开

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以及传统风

貌区和历史建筑等保护专题研究，完善国土空

间规划的“五级三类”体系。一方面利于在国

土空间规划框架下统筹自然资源与历史文化

资源的空间关系，加强保护和协调；另一方面

可指引历史文化保护专项规划，促进国土空间

规划与专项规划的实施传导。

3.2.3    确立历史文化保护目标，完善国土空间

总体目标与战略

基于上位规划和相关政策的保护要求，梳

理地方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深刻认识历史文化

价值特色，结合城市总体发展定位和保护开发

目标，明确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对国土空间高

品质发展的支撑作用，并在指标体系中纳入历

史文化保护相关指标。秉承利于历史文化资源

保护和传承的原则，加强对文化资源的活化利

用，促进文化遗存与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

空间协调共融，建立利于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

传承的全域文化魅力空间格局。

3.2.4    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叠加“三线”从

严管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017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法》（2011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2017年修正）、《中国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实施条例》（2016年修订）、《中国文物古

迹保护准则》（2015年）和《国家工业遗产管

理暂行办法》（2018年）等相关要求，划定历史

文化保护线，划定范围应与各类历史文化资源

的保护范围一致，矢量界线也应叠合到与现状

资源底图一致的“规划一张图”坐标体系中。

考虑到历史文化资源的类型多样，原则上建议

历史文化保护线可与“三线”在空间上重叠，

但重叠部分需同时遵循历史文化保护和“三

线”保护管控要求，并且从严管控。

3.2.5    建立历史文化资源整体保护体系，协调

国土空间分区管控

通过对各类物质型历史遗存的全面梳理，

结合既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等保护规划

图1  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历史文化保护技术路线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onservation i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类别 内容

国家
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年、
2007年、2013年、2015年、2017年修订）
2.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015年、2019年修订）
3.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4.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行政
法规

1.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
施条例》（2016年修订）
2.2006年《风景名胜区条例》
3.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4.2008年《长城保护条例》

部门
规章

1.2003年《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建设部）
2.2003年《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化部）
3.2005年《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
4.2006年《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文化部）
5.2006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
管理暂行办法（文化部）》
6.2007年《旅游资源保护暂行办法》（文化部）
7.2007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识管理
办法》（文化部）
8.2008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文化部）
9.2009年《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文化部）
10.2018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财政部、文物局）
11.2018年《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
法》（文化部）

表1  2000年以来名城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梳理（部分）

Tab.1 Partial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historic 
city conservation since 2000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政府官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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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核心区域、红四方面军后期首府地、西部

战争主战场和长征出发地，还拥有冰雪、地热、天

然气等能源资源，以及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物

种。截至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为267.5万人、户

籍人口为298.9万人，城镇化率47.2%，全年地区

生产总值为1 008亿元。依托连接西南和西北地

区的强大枢纽支撑，广元市中心功能逐步辐射

川陕甘结合地区。近年来，围绕巴蜀文化、三国文

化、武则天文化、红色文化等文旅产业的发展突

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转化需求旺盛。

4.2   广元市规划编制背景

随着《广元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

2020）》（以下简称“《10版城规》”）、《广元市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以下简称

“《17版土规》”）、《四川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等

规划临期，在全国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

督实施的背景下，作为2022年11月才获得《广

元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2—2035）》批

复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广元市积极推进《广

元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尤其重视历史

文化相关研究，以发挥本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一张图”的战略统筹与协调管控作用，优化

全市历史文化资源与其他空间资源部署，为进

一步延续历史脉络、传承文化特征、促进经济

转型等高质量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4.3   广元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应用实践

4.3.1    全面梳理现状，形成历史文化资源底图底数

在规划编制初期的基础研究阶段，通过梳

理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得出广元市现存

历史文化资源种类丰富、规模众多。在与文化、

住建等相关部门校核后，将各历史遗存的空间

点位全部录入国土空间规划基础数据库，相关

历史信息也以属性表的方式一并备注纳入底

图底数“一张图”。经统计，广元市历史文化资

源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历史地段类主要包括：历史城区2个，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镇1个(昭化镇）、省级历史文化名

城2个(剑阁镇、旺苍镇）、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个

（木门镇、青溪古城），省级历史文化街区7个(昭

化镇太守街历史文化街区、相府街历史文化街

区、南门巷历史文化街区，旺苍县王庙街历史文

化街区、文昌街及龙潭街历史文化街区，剑阁县

钟鼓楼历史文化街区和烟街历史文化街区）。

文物古迹类主要包括：文物保护单位343

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

物753处，已建档历史建筑131处，蜀道3条(金牛

道、米仓道、阴平道）、可能的地下文物埋藏区以

及建议历史建筑和建议申报工业遗产多处。

传统村落类主要包括：已公布96处（国家

级传统村落26处、省级传统村落58处、市级传统

村落12处），推荐传统村落8处。

自然景观类主要包括：山体山脉、河流水

系、自然保护地、文化景致、古树名木多处。

非物质文化遗产类92项，包括：国家级5项、

省级16项、市级71项。

4.3.2   结合评估评价，识别历史文化保护问题

“双评估”“双评价”是本轮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的研究基础和规划依据，也是提高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科学性的重要手段。经与广元市

“双评价”结论和相关既有规划实施评估的综

合对比分析，辨识出广元市现行历史文化保护

与其空间资源本底存在一定不匹配、不适应情

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历史遗存及其周边环境被残损破坏

较为普遍。自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在广

元市的快速建设发展过程中，众多历史文化资

源遭受建设性破坏，加上许多不可移动文物、

近现代工业资源点没有及时有效地被修缮和

保护，历史遗存本体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例

如，被拆除的上下河街（历史城区）、东山街

（历史城区）、棉纺厂南部厂区（历史建筑群），

残损严重的东山摩崖造像（不可移动文物），

常年被闲置的广元中学防空洞（不可移动文

物）、棉纺厂旧址（不可移动文物）、120 厂厂

区（建议工业遗产），以及需要被保护也不宜

开发的被侵蚀山体滩涂等（见图2）。

二是多规要求各异导致保护实施困难。如

广元市中心城区昭化古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镇）的河滩平坝区域，在《10版城规》和《17

版土规》中均有布局城市建设用地，而在2022

年获批复的《广元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2022—2035）》中，将土基坝、摆宴坝视作昭

化古城“山水太极”历史格局的重要构成，确

认为地下文物埋藏区，应按照相关部门规定及

专项规划要求予以重视和保护（见图3-图4） ，

“严禁破坏现有浅滩河坝的自然景观，对已破坏

的河坝景观进行恢复。不得规划除剑门蜀道风

景名胜区相关规划要求的设施用地、城市公园

绿地、重要基础设施和文化展示以外功能的以

外的城市建设用地。”

4.3.3    提出历史文化保护目标，完善空间规划

总体任务

基于前期对历史文化价值和相关问题的深

入分析，通过明确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在国土

空间高品质发展中承担的角色和分担的指标，

有助于综合判断城市发展总体定位和保护目

标。在广元市国土空间规划的历史文化保护方

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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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提出至2035年建

成全市层级完整的保护体系，全面保护现有历

史地段、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和其他相关文

化资源，活化传承广元市历史文化名城价值内

涵，塑造独特城市魅力。在国土空间总体部署方

面，规划确立了广元市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性

质，并通过生态文明思想下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构建自然与人文共保共融的文化魅力空间。

在总体任务下，为促进历史文化资源与生

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的协调共融，需建立

利于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的文化魅力空间

格局。基于对广元市内嘉陵江流域、秦巴山区、岷

山山区等自然生态格局和对蜀道文化、红色文

化、三国文化、武则天文化等遗存的保护传承，通

过整体保护和活化利用各类自然人文资源，识别

空间分布相对集中的资源富集区域和走廊，规划

构建“一心两极、三带四区”文化魅力格局，支

撑全市国土空间总体保护与发展格局（见图5）。

4.3.4   统筹“三线”，划定全市历史文化保护线

除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和

城镇开发边界3条空间规划基础控制线之外，

考虑到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重要性以及空间

规划的统筹性，在空间资源富集多元的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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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亟需研究如何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广元

市国土空间规划按照既有相关保护要求，将梳

理得到的各类历史文化资源，包括：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与街区、历史城区、传统村落、文

保单位、历史建筑等，全部划入历史文化保护

线，划定范围与各类物质型历史文化资源的保

护范围一致，并统一纳入空间规划成果“一张

图”。具体涉及：历史地段类的相府街历史文化

街区、南门巷历史文化街区、太守街历史文化

街区的城市紫线保护范围等；文物古迹类的文

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蜀道保护范围、历史建

筑的城市紫线保护范围等；传统村落类的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范围等；自然景观类的国

家公园保护范围、自然保护区保护范围和自然

公园保护范围等。

4.3.5   协调“三区”，分区管控历史文化资源

在管理方面，考虑到历史文化空间与生态

空间、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会有交叠，通过全面

梳理交叠情况，按实际需求提出分类管控办法。

在广元市全域国土空间用地分区中，结合已获批

的相关保护专项规划要求，规划明确广元市各类

历史文化遗存与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

的交叠情况（见表2），并指引各类重叠空间需同

时按照规划分区要求及各类历史文化资源保护

要求进行管控，落实应保尽保、从严保护原则。

此外，在国土空间资源利用方面，规划结

合历史文化资源特征，提出相应保护和活化策

略，并结合城市更新等城市专项行动，有序推

进城市高价值资源空间的保护与转化。考虑到

广元市老城有较多文化遗存与历史环境在城

市建设中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如嘉

陵古城内部及周边山体建设的高层建筑等，规

划遵循功能复兴、提升品质、延续文脉、有机更

新原则，提出“一心两带多点”的总体城市更

新空间结构，即以广元市老城为城市集中成片

的更新核心，围绕铁路、嘉陵江分别形成沿铁

路城市更新带和沿嘉陵江城市更新带，并在其

他零散地块形成多个微改造城市更新节点，采

图3 昭化古城历史城区及周边不可移动文物分布

情况
Fig.3  Historic area and immovable cultural heritage 
around Zhaohua Ancient City
资料来源：《广元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2—2035）》。

图5  广元市全域文化魅力格局规划图
Fig.5 The planning of regional cultural charm pattern 
of Guangyuan
资料来源：《广元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在编过程稿）》。

a 《10版城规》                                                                 b 《17版土规》
图4  昭化古城周边规划用地布局情况

Fig.4  The layout of the planned land use in the 10th edition of urban planning and the 17th edition of land planning around 
Zhaohua Ancient City

资料来源：《广元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广元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一级规划分区 二级规划分区 历史文化资源
分类指引

生态保护区 —
文物古迹类、
自然景观类生态控制区 —

农田保护区 —

城镇发展区

城镇集中
建设区

居住生活区 历史地段类、
文物古迹类、
历史镇村类

综合服务区
商业商务区
工业发展区 —
物流仓储区 —
绿地休闲区 自然景观类
交通枢纽区 —
战略预留区 —

城镇弹性发展区 历史地段类、
文物古迹类、
历史镇村类、
自然景观类

特别用途区

乡村发展区

村庄建设区 历史镇村类
一般农业区

文物古迹类、
自然景观类林业发展区

牧业发展区

海洋发展区

渔业用海区 —
交通运输用海区 —
工矿通信用海区 —       

游憩用海区 —
特殊用海区 —
海洋预留区 —

矿产能源发展区 — —

表2  广元市国土空间规划分区表

Tab.2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of Guangyua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自然资源部2020年9月《市级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整理。

图2  保护规划划定的山体保护范围线（图中红

线）内出现规模化平场建设用地
Fig.2 Large-scale land construction in the protection 
line of Wulong Mountai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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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腾退更新、整治更新、保护更新3类更新模

式，重点将历史文化资源以及低效工业园区、

老旧小区等重要对象进行全面盘活和更新。

  

5   结语

在构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的初期，许

多规划统筹细节还不尽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与

国土空间规划的空间协同就是其中的典型。本

文通过对传统总体规划、历史文化保护专项规

划和当前试行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

的剖析和梳理，初探历史文化保护专项规划与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衔接方法，并结合广元市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应用实践，以期为空间规

划编制体系的技术完善提供一些思路。

汪鑫.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内容与深
度研究——基于空间治理的视角[J]. 城市规划，
2021，45（5）：76-82.
WANG Xin. Research on the content and depth 
of prefecture-level territorial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governance[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1, 45(5): 76-82.
庄凯月，杨培峰，谭少华，等.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
构语境下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探索——以

重庆市兴隆镇国土空间规划为例[J]. 小城镇建设，
2021，39（2）：38-47.
ZHUANG Kaiyue, YANG Peifeng, TAN Shaohua, et 
al. Exploration on the township-level national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compilation under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national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a case 
study of national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n Xinglong 
Town, Chongqing City[J]. Development of Small Cities 
& Towns, 2021, 39(2): 38-47.
皇甫玥，苏玲，郑晓华.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专项
规划与控规一张图融合工作新思考——基于南京

的实践[J]. 城市发展研究，2021，28（1）：9-13.
HUANGFU Yue, SU Ling, ZHENG Xiaohua. New 
thoughts on the integration of special planning and "one 
drawing" regulatory plan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and space planning: practice based on Nanjin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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