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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探索——以成都市为例”简介 
 

许   虹 
 
“四川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探索——以成都市为例” 为四川旅游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重点研究项目，课题负责人为成都大学工商管理系许

虹副教授，课题编号LY04—16。 
成果介绍： 

（1）共发表三篇文章：四川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旅游产业发展，《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2期；四川旅游名城资源的保护成绩

与基本策略，《资源开发与市场》（核心期刊）2006年3期；浅谈四川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3期。 

（2）课题研究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规划建设的深入，成都市的城市规划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旧城拆迁与改造在市区全面铺
开，并迅速地改变着城市面貌与环境。从目前所进行的这种城市改造来看，几乎与全国其它城市一样千篇一律地向所谓的现代都市风貌特点走近
（以所谓现代化高楼大厦为骨架）。但是，在四川将旅游业作为主导或重点或支柱产业、成都被评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情形下，成都市中的许
多具有厚重历史文化淀积和文化底蕴的旅游资源正遭到日益严重的拆毁与破坏，有的已永远地消失了，使历史文化名城正迅速失去其历史文化特
色和博大的旅游价值，上千年的古城遗馈将殆失在我们这一代，这无疑于犯罪。城市的旅游业发展与“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必将出现“皮之不
存，毛将焉附”的状况，偌大的“历史文化名城”仅靠几座孤立的建筑与景点就能吸引中外游客、发展旅游业？由于近几年的大范围旧城拆迁改

造已使她即将丧失其2300多年的历史文化风韵，所以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城市环境与旅游环境的协调发展成为当务之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感
到有责任有义务使此问题要得到政策决策部门乃至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规划建设与改造是必需的，这就产生了建
设与保护的矛盾冲突。为此，在城市规划建设和旅游资源保护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协调和平衡的模式，为政府部门的城市规划与发展提供一些有价
值的参考决策信息，这就是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研究目的。所以本研究对城市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课题研究的主要思路及工作方案：本课题拟采用“城市建设发展与旅游资源保护两不误”的视角进行研究活动。本课题拟采取“资源调
查、文献查阅、专家咨询、小组讨论”的研究方法。其途径是首先查阅国外有关重点旅游城市的城市规划建设与旅游资源保护的不足与经验情
况，以及联合国有关世界遗产保护的规定或法令情况；其次对成都市区的城市规划建设与旅游资源保护情况进行归纳总结；第三在成都市区范围
内进行城市规划建设、旅游资源情况的详细调查，弄清现状和存在问题；第四是在此基础上走访国内有关学科专家，分析国内外成功案例，并结
合成都市区实际提出旅游资源保护方法。其目的是结合成都市区的实际提出解决城市规划建设与旅游资源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或途径或模
式。 

（4）本课题的基本观点：城市建设是必需的，但是旅游资源具有不可再生的脆弱性，城市规划建设必须将珍贵的旅游资源保护纳入规划与实
施，必须考虑成都市区旅游资源特色与价值，考虑拆毁与新修、改造与修缮、城市人居环境与旅游环境、城市旅游资源特色开发、城市空间布局
与审美等关系与问题，在此基础上做到规划建设与资源保护两不误，实现城市改造更新与旅游资源保值增值的双赢发展。 
社会效益： 

（1）本研究成果若比较成形，经过专家评审通过，并作一些实证和试点研究后，可在一定范围内供政府有关部门作决策参考之用，或在一定范
围内（或在具有相似性、相近性、端点性的区域）作推广研究；同时通过在正式学术刊物上发表，广泛向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宣扬文章的基本观
点，能起到一定的社会宣传作用。 

（2）创新程度：将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规划建设的理论与旅游资源保护开发的理论结合起来，跨越两大学科领域，因此本课题的研究有一定的
创新性。 

（3）理论意义：本研究若能圆满成功，预计可以城市规划建设与旅游资源、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提出一些新理念、观点，以及原则、规则至模
式。 

（4）应用价值：本研究成果若比较成形，在经过专家评审通过和进一步的实证和试点研究之后，可在一定范围内代政府有关部门作决策参考之
用，也为中小城市的旧城改革与规划建设提供较为可靠的参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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