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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的协调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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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研究了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的协调发展问题。在城乡规划中，传统文化保护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为传统文

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重要资产，对于维护地区特色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证研

究，探讨了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协调发展的策略和方法，包括合理规划、保护和发展、规划与实施等方面。结果

表明，只有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保护和发展，才能实现城乡规划与传统文化的协调发

展，从而促进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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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protection and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I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aspect, 

becau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asset of a country or reg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maintaini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ing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cas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protection and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including reasonable 

planning,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ly when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s fully recognized and effective measures are taken to protect 

and develop it, ca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be 

realized,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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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传统文化是我国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文化

传承的基石，也是城乡规划发展的基础。然而，在城乡规划中，往往存在着对传统文化的忽视和破坏，如盲目建设、随意拆卸古建筑、

传统文化遗产的流失等现象。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城乡规划的可持续发展，也造成了文化资源的浪费。因此，研究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

规划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的关系分析

传统文化保护的内涵与价值

（一）内涵

传统文化保护是指对具有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价值的

各种传统元素进行维护、传承、弘扬和保护的一种文化活动。传

统文化保护的内涵包括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保存、传

承和对传统文化产品的保护。

（二）价值

传统村落具有浓厚的人文历史资源，承载着区域历史文化的演

变，具有文化、经济、科研等价值，是独特的文化沉积地域 [1]。

1. 历史价值：传统文化是历史发展的结晶，记录了人类社会

的发展历程和文化传承的历史。保护传统文化可以让我们更好地

了解和把握历史文化脉絡，探究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

2. 文化价值：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反映了民族的历

史、风俗、信仰、价值观等方面的特色。保护传统文化可以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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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3. 艺术价值：传统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艺术珍品，如传统绘

画、雕塑、音乐、戏曲、建筑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保护传统

文化可以促进艺术的发展和创新，为现代文化提供源泉和灵感。

4. 科学价值：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和科技元

素，如中医、农学、工艺、科技等，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保护

传统文化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现代科技提供宝贵的经验

和借鉴。

5. 教育价值：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内容和思想资

源，可以启迪人们的思想，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保

护传统文化可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社会培养更多有文化、

有道德的人才。

二、城乡规划的内涵与目标

（一）内涵

1. 空间规划：城乡规划需要对城乡空间进行合理规划和布

局，包括城市用地、农村用地、交通用地等。

2. 基础设施规划：城乡规划需要对城乡基础设施进行规划，

包括供水、供电、排水、通信等。

3. 产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需要对城乡产业发展进行规划，

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

4. 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需要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进

行规划，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等。

5. 环境保护规划：城乡规划需要对城乡环境保护进行规划，

以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二）目标

1.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城乡规划建设不仅体现在建筑方面，同

时表现在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统筹规划建设项目，提升城乡居民生

活水平，实现协调式发展。城市 [2] 城乡规划需要促进城乡经济、社

会、文化、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

2. 提高城乡质量：城乡规划需要提高城乡质量，包括提高城

乡基础设施水平、改善城乡生态环境、促进城乡产业发展等。

3. 保护城乡文化遗产：城乡规划需要保护城乡文化遗产，包

括传统文化、历史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4. 实现可持续发展：城乡规划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促

进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城乡发展、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等。

三、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的关系理论

1. 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的内涵与目标相互促进。传统文化

是民族的精神血脉，是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保护传统文化有

利于传承民族文化特色，丰富城乡生活，提高民众的幸福感。而城

乡规划旨在实现城乡发展的均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在城乡规划中充分考虑传统文化保护，可以使城乡发展更

加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

2. 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相互支撑。传统文化保护需要城

乡规划提供合理的支持和保障，如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划清保

护范围，加强对传统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保护。同时，城

乡规划也需要在规划理念、规划方法等方面充分体现传统文化保

护的要求，使城乡规划与传统文化保护相得益彰。

3. 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的协调发展有助于实现绿色发

展。在城乡规划中融入传统文化保护理念，可以促进绿色建筑、

绿色景观、绿色交通等方面的规划与实施，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

量，实现绿色发展。同时，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的协调发展

也有助于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为绿

色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4. 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的协调发展有助于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在城乡规划中充分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可以提高城

乡发展的特色和内涵，增强城乡间的互动和交流，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此外，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的协调发展还有助于缩小

城乡发展差距，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实现全体人

民共享发展成果。

四、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的协调发展的现实意义

1. 提升城市文化品质：传统文化是城市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保护传统文化有助于提升城市的品质，增强城市的文化底蕴。通

过合理规划，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城乡规划中，可以打造出具有

特色的城市形象，吸引更多游客和人才前来，推动城市经济的

发展。

2. 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我国拥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和丰富的

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的协调发展有助于传承和弘

扬民族文化。在城乡规划中融入民族元素，可以展现民族文化的

独特魅力，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促进民族团结。

3. 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的协调发

展有助于实现城乡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合理规划，将传统文化元

素融入城乡规划，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实现

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4.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的协调发展

有助于保护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合理规划可以有效划分保

护区域和开发区域，实现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合理保护和利用，为

后代留下宝贵的历史遗产。

5. 增强民众文化自信：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的协调发展

有助于增强民众的文化自信。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可

以提高民众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激发民众创造美好生

活的热情，为国家的繁荣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五、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协调发展策略探讨

（一）政策法规层面策略

1. 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我们需要从法律法规层面为传

统文化保护和城乡规划协调发展提供法律依据。这包括修改和完

善有关文化遗产保护、城市规划、土地利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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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政策法规与实践需求相匹配。

2. 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通过加强宣传教

育，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使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保护的重

要性，从而积极参与到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协调发展中来。

这包括开展各类宣传活动、培训课程等，提高公众对相关问题的

认识。

3. 创新保护与规划方式，提高实施效果：部分地区形成了一

种不合理改造的风气。许 多地区原有的历史文化物质载体在所谓

的“保护”中，富有特色的部分被拆除，人工仿古建筑被建立起

来，破坏原有的文化底蕴。[3] 在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协调发展

方面，我们需要不断创新保护与规划方式，提高实施效果。这包

括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如遥感技术、GIS技术等，对传统文化资源

进行科学评估，为城乡规划提供依据。

（二）规划与设计层面策略

1. 制定合理的城市规划政策：城市规划政策是实现传统文化

保护与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当制定一系

列关于城市规划的政策和法规，明确保护传统文化和协调城乡发

展的目标，确保城市规划与传统文化保护相协调。保护的层次一

般为四层 一是旧城区整体风貌格局 二是特色历史文化街区（包括

地下文物相对集 中的文物埋藏区）三是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四是文

物控制单位和未确定的历史文物遗存。[4]

2. 制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历史文化名城是传统文化

的重要载体，应当制定专门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对历史文

化名城进行整体保护、规划和修复。在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过程

中，应当充分考虑城乡发展的需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3. 制定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规划：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是城

乡发展的具体载体，应当制定相应的规划，充分挖掘和利用乡村

的传统文化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和旅游业，提高乡村的经济、社

会和环境效益，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三）实施与监管层面策略

1. 制定相应政策法规：首先要制定一系列政策法规，明确传

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协调发展的目标、原则、任务和责任。这

些政策法规应包括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开发、城乡规

划的编制、实施和监管等方面的具体规定。政策法规的制定要充

分考虑地方实际，体现地方特色，确保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2. 建立协调机制：在政府层面建立跨部门的文化遗产保护与

城乡规划协调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旨在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

与协作，确保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的协调发展。

3. 加大资金投入：政府应加大对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

协调发展的资金投入，用于文化遗产保护、城乡规划编制和实施

等方面的支出。此外，还可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形成多元化的

投资渠道，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城乡规划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力

保障。

4. 开展宣传教育：通过媒体、学校、社区等各种途径，加大

对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协调发展的宣传教育力度，提高人们

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同时，还可以开展培训和实践活

动，提高相关部门和人员的业务能力，为实施和监管策略提供人

才支持。唤醒流淌在民族文化机体中的原始精神血脉，赋予现代

社会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成为社会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和一个

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传承的精神源泉。[5]

（四）创新与技术层面策略

1. 数字化技术：

利用数字技术，如三维建模、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对传

统文化资源和城乡规划进行高精度的建模、模拟和分析。这样可

以更直观地展示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的协调程度，同时为城

乡规划者提供更为有效的决策支持。

2. 物联网技术：

通过物联网技术，将传统文化资源、城乡规划及其实施过程

进行实时监控与数据传输，以便于及时发现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

规划协调发展的问题，并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进行调整和改进。

3. 智能化技术：

运用智能化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对传统文化资源

和城乡规划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从而为城乡规划者提供更

为精准的决策依据，提高规划决策的科学性。

4. 绿色建筑技术：

在城乡规划中，推广绿色建筑技术，如利用可再生能源、提

高建筑节能性能等，以实现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降低城

市化进程对环境的影响。

结束语

在对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的协调发展研究的过程中，我

们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传统文化保护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

题，需要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在城乡规划中，应该考虑到传

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护和传承传统文

化。城乡规划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城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在

城乡规划中，应该考虑到传统文化保护的需求，并采取相应的措

施来促进城乡规划的协调发展。为了实现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

划的协调发展，需要加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参与和

合作。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传统文化保护与城乡规划的

协调发展，为城乡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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