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关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一、立法背景

（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保护传承利用好

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时指出，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北京的一张金名片，是中华文明源远

流长的伟大见证，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

都的职责。中轴线是北京老城的脊梁，代表了东方文明古都

规划设计和建设的最高成就。市委高度重视中轴线申遗保护

工作，要求把传承北京城市历史文脉的中轴线保护好，把中

轴线申遗保护作为统筹保护北京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进一

步提升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水平的重要抓手。《北京中轴线文

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

的制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市委、市政府部署要

求，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法治保障。

（二）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申遗工作提供法规支撑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

（2019 版）第 97 条规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所有遗

产必须有长期、充分的立法、规范、机构和/或传统的保护及

管理，以确保遗产得到保护”。国家文物局制定的《世界文



化遗产申报工作规程（试行）》第 19 条也要求遗产申报地“颁

布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专项法规和规章”。北京中轴线

文化遗产已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

加强对其立法保护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基本要求和必要环节。

（三）《条例》的制定是提升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

层次和水平的内在要求

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为推进中轴

线文化遗产申遗保护工作，市委市政府按照《保护世界文化

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北京

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和《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 年-2035 年）》等相关要求开

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制定《条例》来确

定和规范中轴线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管理体制、保护措施、

传承利用等内容，有利于提升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的层次和

水平。

2020 年 9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审议通过《条例》

立项。北京市文物局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共同参与起草，广泛

听取意见建议后，形成本《条例》。

二、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一）基本思路

一是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的目标要求，通过立法进一步加大对中轴线文化遗产

的保护力度，传承历史文脉，提升城市文化品质，促进可持

续发展。二是通过立法体现相关国际公约对世界遗产的保护



要求，提升对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的层次和水平。三是坚持

问题导向，解决在现有保护中存在的重点问题，通过立法予

以回应并加以解决。

（二）主要内容

《条例》共 36 条，主要规定以下内容：

1.明确中轴线文化遗产的定义、保护对象、保护要素和

保护原则

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是指始于元代从钟楼、鼓楼到永定

门城楼的传统城市轴线，由一系列建筑群、历史道路、桥梁

及其遗址共同构成的富于层次和秩序性的城市空间综合体。

保护对象承载中轴线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构成要

素、遗产环境构成要素和文化传统。

2.明确《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的法律地位

《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作为专项规划，纳入相应

层级的国土空间规划，经批准公布后，应当严格执行，不得

擅自变更。

3.明确政府责任和中轴线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机构

明确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在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和管

理中的职责，建立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议事协调工作机制，

由市人民政府确定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专门机构。

4.明确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对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历史道路、历史城廓、历

史街巷、景观视廊、历史河湖水系、历史文化街区制定分类



保护和管控措施。建立中轴线文化遗产资源调查、保护监测、

应急管理等制度。设立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基金。

5.加强中轴线文化遗产价值阐释、展示和活化利用

明确中轴线文化遗产相关保护管理机构应当积极开展中

轴线文化遗产价值发掘、阐释和传播。鼓励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设立文化活动场所，开发文化体验线路等，参与不

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

6.确立专家咨询和公众参与制度

建立专家咨询制度，明确中轴线文化遗产监测、保护、

管理、利用等方面重大决策和重要活动应当听取专家意见。

鼓励和支持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开展研究、举办活

动等方式，参与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对保护中轴

线文化遗产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给予表彰奖励。

此外，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设定了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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