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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区我们要保护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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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划定 

遗产区、缓冲区，完整展现遗产全貌

《规划》主要由前言及十二个章节组成，首先在明确了规划性质、指导思想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据的基础上，对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的价值、范围及现状进行细致地划定评估，然后根据评估情况

合理科学地统筹规划遗产保护管理的原则、目标与策略，并以此为基准，对中轴线的保护、管理、展示、利用、监测等方面制定了详细的实施细则。

《规划》都有哪些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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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始建于13世纪，一直以来作为北京城市空间格局与城市功能的统领，代表了中华文明

在城市规划建设上的伟大创造与杰出才能，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和宝贵的文化遗产，集中展现了大国

首都形象和中华文化的魅力。

《遗产保护管理规划》是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的必备材料之一，也是有效保护遗产完整性和

真实性的内在要求，让我们在这份“行动指南”的指引下，立足于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履行好老城整

体保护与复兴的历史责任，共同推进人类文明赓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

来源：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遗产区
总面积约5.9平方公里

包含承载遗产价值的15处构成要素

国家礼仪和

公共建筑

天安门天安门 外金水桥外金水桥

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

我们要如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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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遗产真实性 

保护遗产原有的丰富性与多元化

尊重历史发展全过程，保护与展示各时代形

成的历史遗存与城市发展印迹

保护   修缮   腾退   整治   展示   利用   监测 

分区分类、科学合理制定保护措施

精细评估遗产保存状态，保护修缮坚持

最小干预

发挥遗产保护利用的综合效益，促进北京中轴线与老城协同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带动区域功能优化、民生改善、环境提升，促进周边居住环境品质提升。

强调以“城”的整体保护实现北京中轴线遗产环境的保护，维护凸显北京中轴线统领作用的整体空间形态。

古代祭祀礼仪古代祭祀礼仪

传统商业街市传统商业街市 古今包容城市景观古今包容城市景观

缓冲区

北

北至北护城河

西

西至新街口北大街

新街口南大街

西四北大街

西四南大街

西单北大街

宣武门内大街

宣武门外大街

菜市口大街

开阳路

东至雍和宫南大街

东四北大街

东四南大街

东单北大街

建国门内大街

东二环及南护城河（东段）

京沪高速规划路 

南

南至南三环

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

总面积约45.4平方公里，包含遗产区周围与北京中轴线形成和发展联系紧密的历史城区

构建“一轴两带、两核

六区”的整体空间格局。

“一轴”为南中轴生态

文化 发 展轴；“两带”为大

红门御道历史文化带、小龙

河自然生态带；“两核”为湿

地生态保育核、森林生态保

育核；“六区”分别为湿地生

态区、森林生态区、南苑国

际文化交流区、文化展示功

能区、城市休闲服务区、城

市生活服务区。

丰台区南中轴地区

遗产区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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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苑森林湿地公园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  陈龙  摄 陈龙  摄 
北京大红门地区是首都功能重要承

载区、北京南中轴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和

发 扬北 京中轴线 壮美秩 序，延 续 历史 文

脉，展示文化精髓。把大红门地区统筹好、

利用好、传承好是南中轴地区当前一项重

要工作。

未来大红门地区将打造具有国际一流

水平的文化博览区，形成交通便利、功能复

合的配套服务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

启动区，规划总面积约77.6公顷。

丰台区大红门地区

总平面图  总平面图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联合体来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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