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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專項保護基金設立專項保護基金
促老城保護與有機更新促老城保護與有機更新

在高質量發展中煥發新的生命力

■■圍繞圍繞「「全面落實城市總體規劃全面落實城市總體規劃，，加強老城保護與有機更新加強老城保護與有機更新，，優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優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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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召開的資政會中，諸多港澳委員、港
澳台僑工作顧問紛紛介紹了各個國家和地區
在立法層面保護老城的經驗，並呼籲加強立
法工作促進老城保護利用與有機更新。
比如，澳門特區政府2014年通過《文化遺
產保護法》，文化局以該法律作為依據履行
法律賦予的職權，發出文化遺產範疇內具約

束力的意見，開展《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
理計劃》等相關工作。在英國有完善的法例
為舊城保護與改造提供法律支撐，在歷史風
貌保護區內，一磚一瓦的維修都需要事先向
政府報告，批准後方可實施。意大利對舊城
區文物古蹟實行「整體保護原則」，保護歷
史文化遺產的條款早已被寫進憲法。

來自港澳台地區和海外的近50位北京市
政協港澳委員和港澳台僑工作顧問從

全球各地登錄網絡議政系統，開展遠程協商
交流，為「老城保護利用」注入國際視角。
與會人員建議，應立法保障老城保護和更
新，通過設立專項基金、將部分彩票收入用
於文保等方式保障資金長期投入。

相隔萬里實現「面對面」交流
北京市政協主席吉林表示，做好老城保
護利用和有機更新是北京當前和今後面臨
的一項重要課題，需要汲取世界各地先進
經驗。此次建言資政會充分發揮市政協港
澳委員和港澳台僑工作顧問視野廣闊的優
勢，並通過網絡議政的形式，使相隔萬里
的大家實現了「面對面」的線上交流，大
大提高了協商效率。
5月9日至15日，委員們隨時通過市政協

移動履職平台發表自己的相關建議，市政協
有關部門將通過《諍友》等渠道報送市委市
政府決策參考。
此前，北京市政協就「全面落實城市總體

規劃，加強老城保護與有機更新，優化提升
首都核心功能」進行調研，為議政活動作前
期準備。在調研中，北京市政協委員們建議
要對老城進行整體保護，聚焦保護傳統中軸
線、保護老城原有棋盤式道路網骨架和街巷
胡同格局及傳統地名、保護北京特有的胡
同——四合院傳統建築形態，並重點關注老
城有機更新問題，關注老城改造提升和街區
更新相關工作；關注歷史文化街區範圍確
定，共治共享、「共生院」、「一院一策」
等創新模式。同時將重點關注正在推進中的
老城整體保護規劃、街區更新導則等編制工
作，關注老城整體保護與提升、中軸線保護
等相關立法調研工作，呼籲凝聚社會共識，

形成合力推動老城保護與有機更新。
北京市政協一貫高度關注對老城的保護和

更新，不僅多次就此展開調研、舉行市民懇
談會，《委員聽民意》、《委員講壇》等欄
目也多次聚焦此主題。

以街區更新作為老城保護抓手
上月，北京市政協「文化講堂」走進西
城區北京坊勸業場。委員們就全面落實城
市總體規劃、加強老城保護與有機更新、
優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聽取市政協委員、
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總建築師
吳晨的講座，並實地考察老城整體保護與
有機更新。委員們表示，老城保護與更新
並不只是建築的更新，更應該關注老城中
老百姓文化生活的傳承，在設計規劃階段
就應該予以考量。同時，老城保護與更新
後續管理要跟上，花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財力騰退的文物，後續應引入標準化物業
管理模式，讓騰退出的文物得到更好的保
護和利用。
委員們還建議，北京應以街區更新作為老

城保護與復興的抓手，加快不可移動文物騰
退保護與利用，積極推進老城修補、生態修
復，不斷改善人居環境，持續提升生態環境
品質。既要把承載着深厚文化底蘊的老城保

護好，擴大歷史文化街區保護範圍，保護好
胡同、四合院、名人故居，把更多具有歷史
價值的老字號、老物件留住，又要推動實現
老城保護與居民生活品質提升的有機融合，
在保護提升過程中，應注重優化提升街區公
共空間品質，深入開展背街小巷環境整治，
補充便利店、菜場等服務設施，讓胡同裡的
老街坊都能過上現代生活。

北京，不僅是歷史悠久的老城，也是中國的首都。如何做好老城保護利用和有機更新，是北京當前和今後

面臨的一項重要課題。日前，圍繞「全面落實城市總體規劃，加強老城保護與有機更新，優化提升首都核心

功能」主題，北京市政協教文衛體委員會組織舉辦網絡議政活動，市政協主席吉林，副主席牛青山、燕瑛與

委員們進行在線互動交流。近百位委員分別就加強文物保護騰退修繕、以人為本持續改善民生、處理好風貌

保護與發展更新的關係、關注中軸線申遺保護、重視歷史文化保護傳承、提升老城管理水平、拓展共生院內

涵、加強輿論宣傳等方面提出意見建議。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 綜合報道

日前，北京市政協委員孫慶賀、聶一
菁做客《委員聽民意》節目，就「如何
加強老城保護與有機更新，優化提升首
都核心功能」，與廣大網友進行在線互
動交流。
就如何平衡把握老城的保護和發展，

聶一菁表示，老城的保護和發展是相輔
相成的關係。疏解非首都功能，治理大
城市病，疏解騰退出的空間可以作為老
城保護的空間；保護老城的同時，也在
保護老城所傳承下來的歷史文化，可以
提升城市的文化品質，豐富城市文化機
理；古城保護和城市的高質量發展有機
結合在一起，現代居民生活在其中，能
夠使老城有更長久的生命力。
孫慶賀認為，現在城市已經到了新的

發展階段，要實現保護與發展的平衡，
就是要實行高質量發展，這兩者是有機
統一的。在高質量發展的同時，要轉變
發展的思路，注重產業的優化升級，對
歷史文化進行挖掘；同時要拓展騰退空
間；也可以採用新材料、新技術、新工
藝，恢復傳統建築形式。老城在新時代
的高質量發展中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保
護和發展就能均衡。

優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
如何利用老城保護優化提升首都核心

功能？聶一菁建議，在加大力度進行老
城保護的同時，軟件應該同樣跟上，讓
建築中所講述的故事能夠更好地傳承下
去，將中國北京的古都風韻更好地呈現
在世人面前。
孫慶賀表示，空間是保護的載體，而

文化內涵是我們的精神和靈魂所在，這

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有精神的靈魂才有
新的生命力。所以，不僅要做好歷史文
化挖掘的工作，挖掘其內在的精神文化
內涵；也要做好展示工作，發揚與傳承
其人文魅力。
針對網友對老城保護和更新需要的資

金來源和現狀提出的疑問，孫慶賀回應
稱，資金來源是多元的。最大的是政府
公共財政的投入；有一些企業對老城的
保護非常有興趣，他們也願意投入其
中；同時有一些產權單位和產權人使用
自有的資金進行改造。

吸收社會資金參與老城保護
聶一菁認為，可以考慮吸引社會資金

參與老城保護，使得文物保護能夠進一
步多元化、社會化，同時也使文物能夠
更活態化地傳承下去。前提是相關政府
部門要做好監管工作。
英國有完善的法例為老城保護與改造

提供法律支撐，意大利對老城區文物古
蹟實行「整體保護原則」，保護歷史文

化遺產的條款早已被寫進憲法。
談及北京老城保護的相關政策

法規體系建設情況，孫慶賀表
示，關於老城保護的政策法律法
規體系可以分為三個層面，第
一，就是法律法規層面。包括國
家、北京市的法律法規，像國家
層面有歷史式文化名城、名鎮、
名村保護條例等，在北京市有北
京市歷史文化保護條例、北京市
實施文物法的保護辦法等。
其次是規劃的層面。包括城市

總規、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規劃、皇城
保護規劃，還有正在編制的老城整體保
護規劃，經過批准的各類專項規劃等。
第三是導則技術規範層面。例如北京

市整體歷史文化街區風貌保護設計導
則，從基礎層面對包括平房院落的格
局、高度，包括垃圾桶、標誌牌都進行
引導性的規定。此外還有一些精細化管
理的法規，適用環境的，類似廣告牌
匾，道路的附屬設施等。
孫慶賀指出，可以說，目前的法律法

規體系是比較完整和完善的。

老城保護離不開市民參與
而老城保護也同樣需要市民的參與和

配合，聶一菁表示，最容易實現的就是
參與關於傳統文化的傳承和體驗活動，
比如逛元宵燈會，感受傳統文化的魅
力；參加《委員聽民意》，提出自己的
想法與建議，同樣能夠為老城保護作出
貢獻。
孫慶賀認為，老城保護的各個階段，

都離不開市民的參與。在規劃編制和方
案制定的階段，市民可以參加到規劃方
案的編制和方案的研討過程中，提出要
求和建議；在保護更新項目的實施階
段，在施工過程中，會不可避免給市民
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響，所以特別需要
市民的理解和支持。在項目的實施過程
中，市民可以對項目的實施提出意見，
有問題可以進行修正；最後，就是民智
和民享的階段。在見到成果的時候，更
需要市民來參與，積極貢獻力量，維護
建設好的新家園。

北京市政協港澳委員葉祖達認為，北京城
市發展已進入減量發展階段，城市更新不單
是建設用地規劃，而是一項「有機」的民生
工程。
城市有機更新的內容首要是社區的更新，
環境改善、空間和硬件只是載體，不能片面

追求平面構圖、空間形態完美，應更多地反
映城市更新的民生目的，避免導致很多規劃
方案「可看而不可用」。
城市有機更新應是地方居民高度參與、小
規模、漸進式的更新過程，而不應像傳統的
建設項目有明確的「竣工」時間。

倡設老城保護與城市更新基金
對於老城保護和更新所需的資金來源，
與會人員建議設立老城保護與城市更新基
金，為北京市城市更新項目提供中長期資
金支持。
據介紹，在德國，舊城改造資金來源主要
是由政府部門設立專項基金，是歷史遺產保
護資金的主要來源，還有用於市政基礎設施
和國有保護項目改造的投入、私人遺產保護
的補貼等，凡企業投資到古建築的保護項目

都可免稅或減稅。在法國，對歷史文化建築
的修繕可以享受國家補貼，政府規定文物建
築的維修必須經國家有關部委同意，維修費
用的50%由國家補助。
港澳台僑工作顧問毛大慶也認為，城市

更新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城市更新，需要借
助共享經濟的力量，共享經濟能夠為地區
空間資源再利用、產業創新和社區融合帶
來積極影響。

借鑒香港 設「保育歷史建築基金」
北京市政協港澳委員黃永光表示，香港
「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中，由政府提供
歷史建築，非牟利機構可以採用適當的商業
運營，而運營盈餘則投放在同一個項目，確
保可持續推行，發揮建築物的歷史價值，小
區民眾都受惠。
北京可以借鑒香港這一計劃，設立「保育
歷史建築基金」，成立由政府和非政府專家

組成的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讓來自不
同範疇和專業界別的人士參加，負責找尋適
合活化再利用的文物建築，負責評審和監察
活化計劃的申請、項目運作。在保護歷史風
貌的同時，讓傳統建築有新功能，在保存修
復歷史建築風貌的同時，注入商業管理和時
尚元素，為文化古城注入新活力，實現保護
和利用的雙贏。

城市更新是「有機」民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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