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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皇城保护规划》文本 

 

1                     总则 

1.0.1       为加强皇城的整体保护，落实《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特制定本规划。 

1.0.2       皇城是北京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1.0.3       在本保护规划范围内进行各项建设活动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均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有关规定，执行本规划。 

1.0.4       本规划未涉及的控制指标和管理规定，应遵循国家及北京市的相关法规、规定执行。 

1.0.5       本规划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执行；如有重大调整，须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 

 

2                     规划依据 

2.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89年12月） 

2.0.2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年10月） 

2.0.3       《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1987年6月） 

2.0.4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 

2.0.5       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1993年10月） 

2.0.6       《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和控制范围规划》（1999年4月） 

2.0.7       《北京市区中心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1999年9月） 

2.0.8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1994年） 

2.0.9       《北京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2001年3月） 

2.0.10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2年4月） 

 

3                     规划指导思想及原则 

3.1          规划指导思想 

3.1.1       把皇城作为一个整体加以保护，特别是搞好故宫等重点文物的保护。 



3.1.2       正确处理皇城的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皇城内新的建设要服从保护的要求，保证皇城整体风貌与空间格局的延续。 

3.1.3       要用辨证和历史的观点，正确认识和处理皇城的发展和变化，区别和慎重对待已有新建筑。 

3.1.4       贯彻“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努力改善皇城中的居住、工作条件和环境质量。 

3.2          规划原则 

3.2.1       整体保护与分类保护相结合，最大限度保存真实历史信息的原则。 

3.2.2       有重点、分层次、分阶段逐步整治、改善和更新的原则。 

3.2.3       逐步、适度疏导人口的原则。 

3.2.4       严格控制皇城内建设规模的原则。 

3.2.5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相结合的原则。 

 

4                     规划范围 

4.0.1       皇城的规划范围为东至东黄（皇）城根，南至东、西长安街，西至西黄（皇）城根、灵境胡同、府右街，北至平安大街。规划占地面积约6.8平方公里，皇城行政区划

分属东城、西城两区。 

 

5                     皇城的性质和历史文化价值 

5.1          皇城的性质 

5.1.1       北京明清皇城以紫禁城为核心，以皇家宫殿、衙署、坛庙建筑群、皇家园林为主体，以满足皇家工作、生活、娱乐之需为主要功能。 

5.1.2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确定皇城为具有浓厚传统文化特色的历史文化保护街区。 

5.2          皇城的历史文化价值 

5.2.1       北京皇城始建于元代，主要发展于明清时期。现今的皇城基本保持了清末民初的格局与风貌，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5.2.2       唯一性：明清皇城是我国现存唯一保存较好的封建皇城，它拥有我国现存唯一的、规模最大、最完整的皇家宫殿建筑群，是北京旧城传统中轴线的精华组成部分。 

5.2.3       完整性：皇城以紫禁城为核心，以明晰的中轴线为纽带，城内有序分布着皇家宫殿园囿、御用坛庙、衙署库坊等设施，呈现出为封建帝王服务的完整理念和功能布局。 

5.2.4       真实性：皇城中的紫禁城、筒子河、三海、太庙、社稷坛和部分御用坛庙、衙署库坊、四合院等传统建筑群至今保存较好，真实地反映了古代皇家生活、工作、娱乐的

历史信息。 

5.2.5       艺术性：皇城在规划布局、建筑形态、建造技术、色彩运用等方面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反映了历史上皇权至高无上的等级观念。 

 

6                土地分区和特征 

6.1          土地分区 

6.1.1       根据皇城内土地使用特征及街道的自然分布，按照由南至北、由东至西的原则，将皇城用地划分为10个区域。 

6.1.2       01区：皇城内故宫与劳动人民文化宫以东，五四大街以南的区域； 

02区：皇城内地安门内大街、景山东街以东，五四大街以北的区域； 

03区：由故宫、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三部分组成的区域； 

04区：景山公园所在的区域； 

05区：中南海以东，文津街以南，故宫与中山公园以西的区域； 

06区：北海以东，景山前街以北，地安门内大街、景山西街以西的区域； 

07区：中南海所在区域； 

08区：北海所在区域； 

09区：文津街以南，中南海以西的区域； 

10区：文津街以北，北海以西的区域。 

6.1.3       10个区内各类规划地块有572个,在今后的改造中应参照地块编号进行。 

6.2          各分区的特征 

6.2.1       01、02、05、06、09五个区为传统平房四合院建筑相对集中的地区，胡同和四合院构成街区的主体。 

6.2.2       03、04、07、08四个区为重大文物保护单位，是皇家建筑群传统风貌的精华，它们对皇城的保护具有决定性作用。 

6.2.3       10区基本上为多层建筑区，是新的建设对皇城冲击最大的区域。 

 

7               土地使用功能规划 

7.0.1       皇城的土地使用功能规划为12类，包括行政办公、商业金融、文化娱乐、医疗卫生、教育科研、宗教福利、普通住宅、一类住宅、中小学和托幼、市政设施、绿地、道

路广场。 

7.0.2       依照占地规模大小，主要用地有：绿地226公顷，约占皇城面积的33%；居住用地123公顷，约占18%；文化娱乐用地124公顷，约占18%；道路广场用地85公顷，约

占12%；行政办公用地67公顷，约占10%，其它用地占9%。 

7.0.3       规划以调整为主，现有公园绿地、行政办公用地、医疗卫生等用地面积基本不变。 

7.0.4       原则上外迁与皇城性质不符的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 

7.0.5       将地安门内大街两侧（道路红线50米范围内）规划各10米宽的绿地；景山后街北侧规划5-10米宽的绿地；拆除景山西街东侧、景山公园西墙外侧房屋，规划为绿地，

为恢复历史河道创造条件。 

7.0.6       在原御河古河道所在的位置，规划一条宽15-20米宽的绿带，严格控制相关建设，恢复古御河。 

 

8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和利用 

8.0.1       皇城内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63个，总占地面积约369公顷，占皇城面积的54%，是皇城保护的核心内容。 

8.0.2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9个，占地面积约234公顷，占文物保护单位总面积的63.7%；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18个，占地面积约127公顷，占文物保护单位总面积的34%；区

级文物保护单位有6个，占地面积约3公顷，占文物保护单位总面积的1%；普查登记在册文物有30个，占地面积约5公顷，占文物保护单位总面积的1.3%。 

8.0.3       皇城内拥有区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33个，其利用状况可分为三类：利用基本合理、利用勉强合理、利用不合理。其中，利用基本合理的文物保护单位有17个，利用

勉强合理的文物保护单位有8个，利用不合理的文物保护单位有8个。 

8.0.4       对占用文物保护单位但不具备保护和合理利用条件的单位和居民，应采取措施予以外迁，修缮、腾退文物并改善其使用环境。 

 

9                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的保护和利用 



9.0.1       指那些尚未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建筑形态或院落空间反映了典型的明清四合院格局或近代建筑特征的，具有真实和相对完整的历史信息的传统建筑。 

9.0.2       皇城内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或院落约有204个，占皇城院落总数的6.3%；这些建筑或院落占地约21公顷，占皇城面积的3%。 

9.0.3       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应按照文物的保护要求对其进行保护，并挂牌明示。 

9.0.4       对占用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但不具备保护和合理利用条件的单位和居民，应采取措施予以外迁，修缮、腾退并改善其使用环境。 

 

10         城廓、城墙、坛墙 

10.0.1   现状皇城的东、南城廓基本清晰；沿平安大街南侧，西皇城根东侧、灵境胡同北侧结合环境整治规划一条不少于8米的绿化带，作为西、北皇城边界的象征。 

10.0.2   在西安门、地安门所在位置两侧的用地中规划小型绿地，示意皇城城门的所在地。 

10.0.3   皇城内目前存留下来的城墙、坛墙遗存约有41处，大部分只存一些残垣断壁。其中依托于国家级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墙体一般保存较好，如故宫、景山等。对分布于

平房区中的府、庙、坛墙，应随着环境的整治加以保护、修缮和展示。 

 

11         水系 

11.0.1   历史上皇城内的主要水系北海、中海、南海、筒子河、金水河至今保存完好，应严格予以保护。 

11.0.2   御河皇城段、织女河、连接筒子河和菖蒲河的古河道、连接北海和筒子河的古河道，有的已被填埋，有的已改为暗沟。对古河道用地上的建设应加以严格控制，为将来

恢复古河道创造条件。 

 

12         绿化 

12.0.1   皇城内的绿化系统可分为大型公园、小型公园、小型绿地、沿街行道树以及分布在街坊、四合院中的树木。 

12.0.2   大型公园指景山公园、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北海公园、中南海（暂不开放），五个公园总占地面积约207公顷。 

12.0.3   小型公园指东皇城根遗址公园和菖蒲河公园，两个公园总占地面积约7.7公顷。 

12.0.4   沿城市主要道路两侧的带状绿地和分布在街区中的小型绿地，总占地面积约11.3公顷。 

12.0.5   沿街行道树和分布在街坊、四合院中的树木，是营造皇城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予以保护。 

 

13         道路和胡同体系 

13.0.1   与皇城直接关联的道路、胡同体系可分为四类： 

（1） 皇城周边的城市干道，包括长安街、平安大街、南北河沿大街、西皇城根南北街、灵境胡同和府右街，共计6条。 

（2） 皇城内部的城市主要道路，包括地安门内大街、景山前街、后街、东街、西街、南北长街、西华门大街、南北池子、东华门大街、五四大街、文津街、府右街、西什库大

街、大红罗厂街、爱民街，共计15条，均为城市次干道。 

（3） 皇城内部街区主要胡同，如陟山门街、沙滩北街、草岚子胡同等，胡同宽度一般大于7米，可承担部分城市支路的功能。 

（4） 皇城内部街区次要胡同，如吉安所右巷、中老胡同、前宅胡同等，胡同宽度一般小于7米，主要用于组织街区中的非机动车和居民步行交通。 

13.0.2   皇城内部的城市主要道路，应保持其现状道路宽度与尺度基本不变。 

13.0.3   应当尽量保护现有胡同的位置和格局，维持胡同的基本走向，保护并延续传统的胡同名称。 

13.0.4   根据居民出行或改善街区市政设施条件的要求，允许适当打通或拓宽个别胡同，但总体上要满足保护的要求。 

 

14         建筑高度控制 

14.0.1   皇城是北京旧城保护的重要内容，必须严格保护其传统的平缓、开阔的空间形态。 

14.0.2   在皇城内，对现状为1-2层的传统平房四合院建筑，在改造更新时，建筑高度应按照原貌保护的要求进行，禁止超过原有建筑的高度。 

14.0.3   对现状为3层以上的建筑，在改造更新时，新的建筑高度必须低于9米。 

14.0.4   必须停止审批3层及3层以上的楼房和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建筑。 

 

15         保护与更新方式 

15.0.1   综合现状建筑质量和建筑风貌的评估，皇城内建筑的保护与更新方式可分为6类。 

15.0.2   文物类建筑，指国家级、市级、区级以及普查登记在册文物，这类建筑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或北京市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进行保护和管理。 

15.0.3   保护类建筑，指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或院落，这类建筑应参照国家或北京市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进行保护和管理，以修缮、维护为主。 

15.0.4   改善类建筑，指街坊中一般的平房四合院建筑，这类建筑应以修缮和按原貌翻建为主，对具有传统四合院空间形态的建筑，应保持四合院的空间肌理。 

15.0.5   保留类建筑，指街坊中和传统风貌较协调的新建筑，这类建筑大部分为新建的仿四合院建筑，与传统风貌较协调，应予以保留。 

15.0.6   更新类建筑，指建筑质量差又没有传统风貌特征的破旧平房或对皇城传统空间具有破坏作用的多层或高层建筑。对破旧平房可采用改造的方式，恢复传统四合院的形

态；对破坏性的多、高层建筑有条件时应予以拆除。 

15.0.7   整饰类建筑，指一时无条件拆除的多、高层建筑或沿主要街道、胡同分布的一些被广告牌、墙面砖、色彩所充斥的平房。对这类建筑应通过统一的设计规则，对屋顶、

墙面材料、色彩等要素统筹考虑，进行整饰。 

 

16         市政设施规划 

16.0.1   排水设施：现状皇城街坊内排水基本上以合流制为主。规划皇城内的排水，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雨污分流，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实行雨污合流的排水体制。 

16.0.2   供水设施：随着房屋改建和道路系统的建设，逐步完善供水干、支线系统。 

16.0.3   供热设施：供热应以清洁能源为主，能够利用城市热力管网的地区应充分利用城市集中热力系统；热力管道无法覆盖的地区可以采用燃气采暖或电采暖。 

16.0.4   供气设施：随着房屋改建和道路系统的建设，逐步完善供气干、支线系统和中低压调压设施。 

16.0.5   通信设施：随着房屋改建和道路系统的建设，逐步完善通信线路干、支线系统和电信局所。有线广播电视网、宽带网络应与通信线路统一规划、建设。 

16.0.6   供电设施：随着房屋改建和道路系统的建设，逐步完善供电干、支线系统和开闭站、配电室；有条件地区应逐步将架空线入地。 

16.0.7   市政管道布置：布置市政管道时应统筹规划。局部路段市政管道设置如不能满足规范要求，应采取特殊处理方式。 

 

17   环境整治的实施 

17.0.1   重塑皇城边界，特别是皇城的西、北边界，展示皇城墙的位置。 

17.0.2   强化中轴线沿线的绿色景观。沿景山前街、后街、西街、东街的一侧或两侧，结合环境整治规划一条连续的绿化带。保护南北长街、南北池子街道两侧的行道树木。 

17.0.3   加强皇城内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修缮、腾退和合理利用，加快对皇城内文物保护单位利用不合理情况的调整和改善，首先改善大高玄殿、宣仁庙、京师大学堂、智珠



寺、万寿兴隆寺等文物的环境。 

17.0.4   加强对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或院落的保护和修缮，先期选择2-6片有价值院落（真如镜胡同、张自忠故居、互助巷47号、会计司旧址、帘子库、北河等周边地区）比较

集中的区域进行房屋修缮、腾退居民、拆除违章建筑、改善居住环境的试点，为普通民居的保护积累经验。 

17.0.5   对在皇城环境整治过程中发现的，经考证为真实的历史建筑物或遗存，必须妥善加以保护，并加以标示。 

17.0.6   采取措施分阶段拆除一些严重影响皇城整体空间景观的多、高层建筑。近期需拆除的建筑有：陟山门街北侧的6层住宅楼、景山公园内搭建的圆形构筑物、京华印刷厂烟

囱、欧美同学会北侧的市房管局办公楼、北池子大街北端的北京证章厂办公楼等5处；中期应重点整治主要道路两侧的多、高层建筑。 

17.0.7   对建筑质量较好且与皇城风貌不协调的多层住宅，应予以整饰。对于现状为平屋顶的多层建筑，特别是居住建筑应采取措施将平屋顶改造成坡屋顶，坡屋顶颜色以青灰

色调为主。对新审批的建设项目，均应严格控制建筑高度，采用坡屋顶（青灰色调）的形式，并不得滥用琉璃瓦。 

17.0.8   结合住房产权制度的改革以及旧城外新区的土地开发，逐步向外疏解皇城内的人口，降低人口密度，使居住人口达到合理规模。 

17.0.9加大拆除皇城内违法建设的力度，不在皇城内新建大型的商业、办公、医疗卫生、学校等公共建筑。 

17.0.10在环境整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宣传皇城作为历史文化保护区的重要意义，提高全民对皇城整体保护的意识，加快立法工作，制定《北京皇城保护规划》实施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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