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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规划遗产是城市遗产保护研究的一个新兴方向，目前为数不多的学术成果主要

聚焦于个体案例研究，由于缺少一定规模的样本考察和数据分析，各类城市遗产项目蕴

含的规划遗产价值很难被客观而全面地呈现出来。为此，以世界遗产为研究对象，采用

文本分析与数据统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世界遗产名录中提取具有规划遗产价值内涵

的城市遗产项目进行解读分析，研究发现：在世界遗产名录中，规划遗产是城市遗产极

具普遍意义的价值要素；规划遗产的价值入选标准呈现相对集中、分布广泛、多元组合

三大显著特点；规划遗产是传递城市建成环境“完整性”空间文化涵义的重要载体。论

证规划遗产的普遍性和多样性特征，对加深理解城市遗产的完整性内涵具有重要意

义。

Abstract: As an emerging field in urban heritage preservation, existing research on

planning heritage has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individual case studies. Given the

lack of large-scale data analysis, the universal planning heritage values embedded

within urban heritage projects remain underexplored. This study addresses this gap

by examining planning heritage within world heritage. Employing text analysis and

data statistics as primary research methods, the study examines urban heritage proj‐

ects with specific planning heritage values from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The find‐

ings reveal that: planning heritage, with its universal values, is an integral compo‐

nent of urban heritage projects; the values of planning heritage exhibit three charac‐

teristics: relative concentration, wid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nd diverse combination

of attributes; planning heritage serves a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expressing the cul‐

tural connotations of integrity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universality and diversity of planning heritage values, contributing to a deeper under‐

standing of the integrity in urban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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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规划遗产概念日渐兴起，已

经成为国内外城市遗产研究的一个

新生领域。当前，由于基础研究仍在起

步阶段，与历史建筑、历史遗迹、历史

城区等广为熟知的城市遗产概念相比较，

规划遗产研究尚未受到充分关注。为了

助推规划遗产成长为一种可拓展的城市

遗产主题及类型，以前期研究为基础，

有必要进一步从世界遗产名录中提取一

批城市遗产项目进行样本考察与数据分

析，使其蕴含的规划遗产价值能够得以

显现，为规划遗产概念争取更多学术

关照。

从国内保护实践看，在2023年审议

通过的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公约》第三

轮定期报告中，我国37项世界文化遗产

共计识别出233类价值特征[1]，其中，整

体格局、空间布局、城市肌理等价值特

征不仅是城市遗产的主要价值内容，也

是规划遗产的核心价值体现，这种迹象

表明，城市遗产与规划遗产必然存在某

种紧密关联性。由此思考，论证分析二

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促使规划遗产研

究从理论概念走向实践应用的前提条件。

鉴于上述理论实践现状，结合研究

梳理与问题分析，本文聚焦规划遗产价

值主题，依托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城市遗

产项目进行实证研究，其主要目的：一

是将规划遗产概念纳入世界遗产的研究

范畴，为各类城市遗产项目隐含的规划

遗产价值内涵正本溯源；二是希望通过

基础研究进一步加强学术积累，为后续

理论实践探索提供一份更具全面性的参

考资料。

1 规划遗产研究梳理

自1975年英国学者泰勒首次使用规

划遗产 （planning heritage） 这一特定名

词以后，澳、美、俄、中等诸国学者面

向规划遗产议题开展了持续不断的研究

探索。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学术传播度

和业界关注度持续上升，国内外学者[2-11]

针对规划遗产概念认知、评价标准、保

护实践等重点方向产出了一系列学术成

果，规划遗产研究开始日渐走向全球

语境。

以该领域代表性学者为例，自 2000
年起，国际规划史学家弗里斯通长期聚

焦规划遗产专题研究，不仅为规划遗产

概念搭建了较为体系化的学理基础，而

且积极推动阿德莱德公园用地与城市规

划 项 目 （Adelaide Park Lands and City
Layout） 成功登录澳大利亚国家遗产名

录，为引领规划遗产理论研究与保护实

践起到了尤为突出的示范效应。然而，

通过梳理研究成果发现，由于主要致力

于澳大利亚本土规划遗产保护事业[12-13]，
弗里斯通等并未将研究视野投向更多世

界遗产项目。与此同时，整理文献资料

时还发现，其他学者[14-15]在该领域的研

究探索，也主要围绕各国代表性案例

展开。

总体而言，尽管规划遗产研究的重

要性已日益凸显，但目前为数不多的学

术成果大多将典型个体案例作为考察对

象，由于缺少一定规模的样本分析，规

划遗产概念仍然很难取得广泛共识。事

实证明，任何一种新生的文化遗产概念

从产生到成熟都离不开基础研究的大力

支持，同样，为了促进规划遗产研究持

续向前发展，也有必要以更具普遍意义

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为依托，从中获取更

进一步的认识基础和更深一层的思想

启发。

2 概念阐释与研究对象

以城市规划价值为文化内核，规划

遗产是立足于审视城市规划学科自身特

有的空间文化创造力而形成的一种城市

遗产新概念。作为人类杰出空间文化创

造力的实践结果，通过人的规划主体行

为创造形成的建成环境体系，在创造过

程中产生的理论思想与技术方法，二者

共同积累的物质见证和文化印记，最终

塑造出一种具有特定规划价值内涵的城

市遗产形态，这是理解规划遗产概念的

基本逻辑线索。结合上述认识，本文之

所以将世界遗产作为考察对象，并从城

市遗产项目切入规划遗产专题研究，主

要基于以下两方面因素。

首先，世界遗产是国际遗产保护的

最高等级，极具代表性和说服力。世界

遗产名录中不乏将规划遗产价值作为核

心内涵的城市遗产项目，例如巴西首都

巴西利亚、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

瑞士制表城镇拉绍德封与勒洛克尔等等。

除此以外，从价值兼容性视角出发，一

项世界遗产往往兼具多重遗产价值，对

于更多项目而言，规划遗产价值亦是其

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之一，例如阿尔及

利亚历史城市杰米拉、西班牙港口城市

塔拉科等项目。上述两类案例能够为客

观呈现世界遗产项目中普遍蕴含的规划

遗产价值提供研究支持。

其次，如同其他文化遗产一样，规

划遗产也必定有其相应的物质载体。洞

察规划遗产的价值内核不难发现，作为

城市规划实践的主要行动对象，城市是

人类空间文化创造力最具代表性的集中

体现，由此推演，城市遗产自然也是规

划遗产的重要实践结果，应当成为规划

遗产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就目前而言，

规划遗产尚未从学术层面的理论概念发

展成为一种明确的文化遗产类型概念，

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一种行之有效的

研究思路，就是借助各类城市遗产项目，

为规划遗产概念争取更广泛的共识性

理解。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采集的数据资料源自世界遗产

中心公布的官方世界遗产名录（https://
whc.unesco.org/）。数据采集截止日期为

2023年 12月，数据采集范围包括了 168
个缔约国共计1199项文本信息，实现世

界遗产全覆盖。数据采集内容包括了每

份提名文件中涉及的 5项重要信息，分

别为遗产基本概况、遗产入选标准、遗

产真实性内涵、遗产完整性内涵、遗产

构成内容。除了以上资料，根据研究需

要，还对各项遗产的入选时间、所在国

家地区，以及遗产地的经纬度坐标等内

容做了数据统计，以便于开展相关分析

工作。

3.2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关键所在是如何从世界

遗产名录中客观、全面甄别出蕴含有规

划价值内涵的城市遗产项目。在世界遗

产极具复杂性特点的价值构成要素中，

为了有效提取出某种特定的遗产价值主

题，本文构建了由名录检索、文本精读、

价值遴选、项目提取等 4个步骤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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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路径。

第一步，对采集的每项提名文件进

行文本加工处理，形成一个信息内容完

整的基础资料数据库；第二步，结合城

市遗产的基本涵义，按照遗产所在地进

行初步遴选，从数据库中提取了 792项
城市遗产项目，逐一阅读文本资料，整

体掌握每个项目的基本概况，从中寻找

能够体现规划遗产价值的线索证据；第

三步，对照世界文化遗产6条评价标准，

参考弗里斯通制定的规划术语表①，将采

集的 5项文本内容作为检索范围，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纳入各项提名文件中与规

划遗产相关性较强的其他专业术语，确

定将能够充分反映规划遗产价值特征的

关键词作为文本检索对象②，通过机器阅

读获得检索结果；第四步，根据检索结

果，逐一对每个入选项目进行文本精读

和复查校对，去除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

性较弱的个别项目，形成规划遗产专项

数据库。

采用上述研究方法，共计从世界遗

产名录中提取出 420项具有规划遗产价

值内涵的各类城市遗产项目。这些项目

具备规划遗产的共同特征，能够为开展

实证研究提供充足的样本数据。需要加

以说明的两点：一是由于文本信息量极

大，数据采集与资料分析耗时近两年，

在此期间可能会出现遗漏个别项目的特

殊情况，这种情况不会对整体研究结果

造成显著影响。二是世界遗产名录中还

有一部分位于城市地区以外，但也具有

某些特定规划价值的遗产项目，因本文

主要聚焦于城市遗产视角，此类项目未

列入数据库统计范围。

4 研究结果

作为一个理论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的

城市遗产新概念，规划遗产研究尚在发

轫之始，一部分学理问题仍有待加以讨

论。结合每个项目的地理坐标、入选时

间、入选标准等信息资料，分别针对入

选项目的时空分布特征、价值入选标准、

城市遗产关系以及规划遗产分类几个关

键问题展开分析研究，从中探究数据信

息背后隐藏的问题与原因，并进一步提

出个人观点以供探讨。

4.1 结构分布特征与发展趋势分析

4.1.1 地区与国家分布情况

从地区分布情况看：数据库中欧洲

地区入选项目数量共计 192项，项目占

比高达 46%；亚洲地区入选项目数量共

计 123项，项目占比 29%。与以上两个

地区相比较，非洲、南北美洲以及大洋

洲的入选项目数量相对较少，其中：非

洲地区37项，项目占比9%；北美洲与南

美洲分别为 34项和 32项，总占比约

16%；大洋洲仅有个2项目入选，项目占

比不到1%。见图1。
从国家分布情况看，在进入数据库

的 112个缔约国中，入选项目最多的 10
个缔约国如图 2所示，其中，排名第一

的意大利入选项目高达28项，排名第二

的墨西哥有20项，排名并列第三的西班

牙和巴西各有19项。此外，安道尔、亚

美尼亚等56个缔约国没有项目进入本文

统计范围（其中包含了27个截至目前还

没有任何项目登录世界遗产名录的缔

约国）。

就总体情况而言，数据库中的入选

项目具有量大面广的分布特点，这充分

证明了规划遗产价值不仅是世界遗产的

重要价值内容，也是城市遗产极具普遍

意义的价值构成要素。与此同时，各缔

约国入选项目数量、比例极不均衡，背

后折射出各地对于规划遗产价值的认识

情况和保护力度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指

出的是，中国共有18项世界遗产列入本

次统计范围，在 112个缔约国中与伊朗

并列第 5位。但从入选项目数量与本国

世界遗产总量的对比值看，我国 32%的

项目入选比例则相对较低。见图3。
以上统计结果给予的重要提示意义

在于，站在世界遗产话语体系下审视，

在我国，城市遗产蕴含的规划遗产价值

仍有较大的挖掘潜力和拓展空间。以世

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为例，通过分析当

年的文本资料发现，1997年的提名文件

着重阐释了平遥古城各类历史建筑的代

表性价值③，相较之下，平遥古城承载的

“一城五堡二寨”区域性空间结构，以及

融合农耕社会生产、生活、防御功能为

一体的城镇空间体系等等[16]，这些与中

国古代城市规划智慧密不可分，能够充

分反映中国独特城市规划内涵的价值内

容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之所以将平遥古城视作一种建筑集

图1 各地区入选项目分布与占比
Fig.1 Distribution and proportion of selected projects in different regions

图2 各国入选项目数量（仅列出排名前十的缔约国）
Fig.2 Number of selected projects by each country (the top te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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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体进行价值评估，究其原因，这种思

维表明过去我们对规划遗产价值的理解

深度和重视程度还十分不足。归根结底，

平遥古城反映的根本问题是一种价值认

识问题，直到今天，这种情况在世界文

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等各类城市遗产

保护实践中仍然存在。透过现象看本质，

只有加强规划遗产研究，从中获得更具

专业性的认识基础，才能带来价值观的

发展与改变，进而促使规划遗产概念受

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这也充分体现了

基础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4.1.2 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

梳理项目入选时间，早在1978年全

球首批12项世界遗产诞生之时，其中仅

有的两座历史城市就蕴含了明确的规划

遗产价值（当时的两项城市遗产分别是

厄瓜多尔的基多古城和波兰的克拉科夫

历史中心）。1987年，巴西利亚申遗成

功，世界遗产名录中开始出现将城市规

划价值作为核心申报主题的城市遗产项

目。自此以后，具有丰富规划遗产内涵

的各类城市遗产项目相继登录世界遗产

名录，形成了持续向前发展的总体态势。

结合图 4分析，在稳定发展的同时，自

2000年以来，数据库中的项目数量较之

以前略有下降，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阶段

性波动特点，这与世界遗产委员会在

2000年通过的《凯恩斯决议》有一定关

系。该决议规定，已有世界遗产的缔约

国每年只能提名 1个项目。虽然 2004年
修订后的新决议容许一国每年可以提名2
个项目，但其中一项必须是自然遗产项

目，申报制度的变化应该是造成项目数

量整体上有所减少的客观原因。

从国际视野看，近年来《维也纳保

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④、
《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⑤等一系

列文件相继提出，从整体视角考虑城市

遗产保护问题，应当将各类建成环境要

素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文化要素

塑造为一个有机融合的城市遗产系统。

应当说，这些新的保护观念与规划遗产

概念具有很高的价值契合度。有保护专

家认为，当前我国城市遗产保护仍多以

“风貌保护”作为技术指导[17]，以历史风

貌保护为核心的保护制度更多关注的是

外部环境[18]，城市结构和空间形态通常

被简单地视为历史纪念物或文物建筑的

背景[19]。随着保护视野从建筑单体全面

拓展到城市整体，城市遗产保护不应仅

停留于文物古迹或重要地标性建筑遗

产[20]，在新的理论实践背景下，如何理

解城市结构及其空间形态的文化遗产价

值？如何阐释城市建成环境的完整性内

涵？这些学术问题不仅可以也有必要从

规划遗产研究中寻找答案。

从国内视角看，学界近年来在中国

古代、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思想、文化

图4 项目入选时间与入选数量统计
Fig.4 Statistics of project listing time and number

入
选

项
目
/项

图3 各国入选项目数量与本国遗产总量占比（仅列出排名前十的缔约国）
Fig.3 Proportion of selected projects and total world heritage in each country (the top ten countries)

入
选

项
目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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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技术方法等诸多方面产出了一大

批标志性成果，这不仅为规划遗产研究

奠定了越来越丰厚的学术基础，也对世

界遗产保护实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

影响。譬如，从1997年丽江古城项目对

城镇建设创造精神的认识，到2012年元

上都遗址项目对中国城市规划民族文化

内涵的理解⑥，再到 2024年北京中轴线

项目对中国传统都城规划范式的深入阐

释⑦，以及近来青岛提出以“20世纪新城

规划思想下的亚洲宜居典范”作为历史

城区申遗主题，这些项目无一不体现出

规划史和规划遗产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梳理脉络线索能够明显看出，在我

国的世界遗产保护进程中，规划遗产的

价值内容及其文化内涵呈现出越来越清

晰、越来越深入和越来越全面的发展趋

势。从这样一种发展状态中也应该看到，

以重视历史、学习历史、借鉴历史的指

导思想加强规划史和规划遗产研究，对

于世界遗产保护实践能够起到十分重要

的支持作用。

4.2 价值入选标准分析及其参考意义

对照世界文化遗产 6条评价标准

（图5）整理分析，统计结果如表1、表2
所示。在本文数据库中，符合单项标准

的项目数量为 48项，项目占比约 11%；

符合两条标准的项目数量为 194项，项

目占比高达46%；同时满足3条及以上标

准的项目数量为 178项，项目占比达到

了43%。与此同时，分别汇总计算6条评

价标准的入选频次，结果显示，入选频

率最高的 2条标准分别为标准Ⅳ和标准

Ⅱ，项目数量依次为317项和263项，项

目占比分别高达75%和62%。

以上统计结果表明，在世界文化遗

产评价体系中，规划遗产的价值入选标

准具有相对集中、分布广泛、多元组合

等三大显著特点。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显

著特征，可以从以下 3个方面分别予以

说明。

首先，就相对集中这一特点而言，

逐一解读 6条评价标准发现，标准Ⅱ中

明确含有专门针对城市规划价值的直接

性文字表述内容，标准Ⅳ中“建筑物、

建筑技术组合或景观的杰出范例”也承

载了城市规划的空间创造价值。与之高

度吻合的研究结果是，在本文数据库中，

标准Ⅱ和标准Ⅳ的出现频率、组合频率

均远高于其他 4条标准，这是项目入选

标准比较集中的主要原因。

其次，研究 6条标准的分布特点，

进一步发现了以前没有充分认识的价值

边界问题，即通过横向比较意识到，与

标准Ⅱ和标准Ⅳ设定了相对明确的价值

界定范畴有着很大的不同，世界文化遗

产其他4条标准的价值覆盖面十分宽泛。

例如，标准Ⅴ中“代表一种文化（多种

文化）或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其中

就涵盖了极其丰富的价值内涵。显然，

图5 世界文化遗产6条评价标准
Fig.5 Six criteria for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入选标准

满足1条标准

满足2条标准

满足3条标准

满足4条标准

满足5条标准

满足6条标准

项目数量 /项
48
194
122
40
15
1

项目占比 / %
11.4
46.1
29.0
9.5
3.8
0.2

表1 入选标准汇总
Tab.1 Summary of selection criteria

入选标准

标准（Ⅰ）

标准（Ⅱ）

标准（Ⅲ）

标准（Ⅳ）

标准（Ⅴ）

标准（Ⅵ）

出现频次 /次
103
263
195
317
74
91

频次占比 / %
24.5
62.6
46.3
75.4
17.6
21.6

表2 入选频次汇总
Tab.2 Summary of selection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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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市规划与环境互动的历史见证，

在这一特定理解视角下，规划遗产价值

也可以通过标准Ⅴ获得内涵诠释。由此

可见，在相对集中的同时，能够与世界

遗产设定的各条评价准则相对应，数据

库中的项目入选标准也呈现出多元分布

的鲜明特点。

最后，在组合关系方面，大量入选

项目呈现两条及两条以上价值标准叠加

互补的组合关系，形成了形式丰富的价

值组合模式。通过计算组合关系与组合

频率，能够全面展现 6条标准的组合规

律，一方面的意义是充分验证了规划遗

产创造的综合性价值内涵，另一方面参

考价值是对于今后的世界遗产申报工作

而言，能够为思考规划遗产价值的对应

性入选标准提供经验参照。见图6。
总结数据分析带来的启迪信息，与

上述三大特征相呼应，分别体现了规划

遗产的主导性、延展性、复合性价值特

点。这样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今后的保

护实践中，仍有待将规划遗产价值作为

着眼点，对照世界遗产 6条评价标准进

行分析研究，既要聚焦重点，同时也要

放大视域，更要弥补过去偏重于物质实

体的价值评判思维，将相互区分、割裂

的价值要素转化为多元融合的价值整体，

将规划遗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以及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内涵

纳入研究视野，形成与世界遗产各项评

价标准全方位对应、兼具认识深度和理

解广度的价值阐释框架，为规划遗产搭

建起更具针对性和全面性的价值诠释

路径。

4.3 城市遗产关系辨析与规划遗产分类

4.3.1 城市遗产关系辨析

作为一个宽泛的理论概念，城市遗

产包含两层基本涵义：一是通用性概念，

泛指位于城市地区的各类历史文化遗产；

二是整体性概念，即将城市遗产理解为

一种具有完整文化意义的建成环境体系，

是一种包含了整体性保护内涵与系统性

保护目标的建成遗产新概念[21]。为了探

究规划遗产的价值指向性，本文按照两

种基本涵义对项目信息进行分类处理，

获得了以下研究结果。

据统计，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城市

遗产的第一种概念广泛涉及历史建筑与

历史建筑群、历史遗迹、历史园林等各

类建成遗产项目。此类项目总量为 381
项，从提名文件的价值表述内容看，虽

然这类项目主要以建筑遗产为价值核心，

但其中也有 105项、占比约 28%的项目

对某种规划价值给予了明确阐释，从不

同角度体现了每个项目蕴含的规划遗产

内涵。见图7。
与第一种概念相比较，在本文数据

库中，历史中心、历史城区、历史城市

等保护尺度相对宏观的城市遗产项目数

量为 363项，其中具有规划遗产价值特

征的项目数量达到 315项，占比高达

87%（图8）。进一步研读提名文件发现，

在关于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内涵的文字

表述内容中，普遍含有物质空间及其城

市规划内涵的共同价值，充分体现了此

类项目具有十分突出的规划遗产属性。

图6 入选标准组合关系统计
Fig.6 Statistics of criteria relations

图7 历史建筑与历史建筑群、历史遗迹、
历史园林等城市遗产项目

Fig.7 Urban heritage projects including historic build⁃
ings and building complexes, historic monuments, and

historic gardens

图8 历史中心、历史城区、历史城市等整
体性城市遗产项目

Fig.8 Integrated urban heritage projects including
historic centers, historic urban areas, and historic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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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其中有许多项目还与人类社

会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和城市

规划文化，或者与某种特定的城市规划

事件，以及重要的规划历史人物紧密相

关，由此形成了极其鲜明和极具特色的

规划遗产价值主题。

价值认识是所有文化遗产研究的核

心议题。如果以过去相对宽泛的概念对

城市遗产进行研究，其所带来的一个主

要问题就是极易造成城市遗产的价值轮

廓模糊不清。事实上，城市遗产保护早

已广泛涉及诸多与规划遗产紧密相关的

价值内容，然而，由于没有被视为一种

相对独立的文化遗产概念，加之长期被

极具外在形象辨识度的建筑遗产所掩盖，

规划遗产的自我属性一直未能建立起来，

这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将规划遗产概念

纳入世界遗产研究视野以后，价值讨论

就不能仅限于宏观而模糊的表述方式，

而是需要明晰其到底具有哪些具体价值

特征，这就要求深入挖掘城市遗产承载

的特定规划价值主题。

近年来，历史文化价值整体性认知

已经成为专业领域共识[22]，学界和业界

越来越强调要对城市遗产进行整体保护，

但对于究竟如何理解完整性内涵以及如

何整体保护却莫衷一是[23]。作为人类创

造城市遗产最为重要的技术手段，规划

遗产的价值核心恰恰在于其建构“完整

性”城市空间的文化意义。结合统计结

果也能够看到，规划遗产的主要价值指

向就是为城市遗产赋予一种有别于其他

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价值内核。诚然，由

于综合性特征十分明显，城市遗产通常

涵盖了多种遗产类型，兼容了多元价值

内容，而这其中，一座城市从形成、发

展直到被赋予文化遗产属性，城市规划

活动肯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向

思考，作为一个内涵和外延十分宽泛的

文化遗产概念，城市遗产研究的一项显

著特点就是不同学科专业可以对其中蕴

含的某种价值主题进行挖掘和诠释，并

由此对城市遗产做出不同视角的再定义

和再解释。受益于此，一个多世纪以来，

城市遗产的概念内涵才得以持续不断地

扩充发展。通过上述双重分析获得的关

键启发是，如果将城市理解为人类规划

行为的实践结果，那么城市遗产也可以

被理解为规划遗产的一种外在呈现形式。

之所以阐述以上观点，希望表达的

主旨意图是，规划遗产不仅是一个新的

遗产观念问题，也是一个关乎城市遗产

内涵拓展的价值认识问题。应当说，规

划遗产的学理依据需要依托城市遗产加

以论证，同样，对城市遗产整体性空间

秩序及其文化涵义进行分析阐释，也离

不开规划遗产研究的加持和助力，二者

之间应该是一种交叉嵌套、相互印证的

逻辑关系。对于本文而言，研究成果的

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借助对世界遗产名录

中的大量城市遗产案例进行提名文件研

读，为审视规划遗产的价值指向提供了

相对充分的实证依据。笔者认为，从尤

为紧密的交互关系考虑，规划遗产是城

市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必要将

其纳入城市遗产保护体系，使之成为城

市遗产的一种构成类型，为保护和继承

发展中国特色城市规划文化作出积极

贡献。

4.3.2 规划遗产分类

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规划遗产研

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学术基础，但仍缺

少针对分类问题的讨论，成为影响理论

实践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总体而言，

世界范围内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基本上

分为物质文化遗产（有形遗产）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无形遗产）两大类型。然

而，从价值认知思维看，注重实体空间

与规划内涵的逻辑关联性，重视规划行

动及其实践结果的双向作用力，规划遗

产是一种融合了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的

综合性概念，其构成要素中包含了两大

传统文化遗产类型难以彼此兼顾的价值

内容，并且，由于理论研究仍然十分不

足，规划遗产极有可能还隐含了目前尚

未挖掘出来的一部分价值领域。因此，

探讨分类问题的主要目的是为规划遗产

概念争取更多价值拓展空间。

与其他文化遗产概念相似，规划遗

产分类同样具有主体认知特点，实质上

也是人与遗产之间一种认识关系的具体

表现。从理论上讲，只要是经由人的规

划行为创造的建成环境，都可以纳入规

划遗产的概念范畴，其构成体系必然十

分庞大复杂。为了归纳建立起一种有限

的分类结构，综合分析世界文化遗产 6
条评价标准设定的价值理解范畴，同时

参考其他文化遗产分类思路，认为可以

从以下 3个基本维度对规划遗产进行分

类：一是按照国内外建成遗产的惯常性

分类方法，将时间序列作为分类基础，

规划遗产总体上可分为古代规划遗产、

近现代规划遗产、历史积层规划遗产等

三种主要类型；二是从世界遗产较为关

注的文化存续状态看，规划遗产包含了

规划遗迹和活态规划遗产两种主要类型；

三是结合数据库中的项目特色思考，规

划遗产涵盖了城市总体规划、区域规划

以及住宅区规划、工业区规划等颇为丰

富的主题类型。

对规划遗产做出必要的归类推演是

推动规划遗产从理论概念成长为城市遗

产的一种构成类型，使之能够在保护实

践中得到具体应用的必要条件。由于思

考角度不同，不同学者在分类思维方面

必然存在一定差异，随着基础研究的不

断深入，规划遗产应该形成一种开放的、

可扩展的分类机制。本文初步提出三种

分类思路以供讨论，期冀更多学者通过

后续研究加以补充拓展使之日臻完善，

借此向外界传递规划遗产的多样性特征，

并进一步充实城市遗产的丰富性内涵，

为理论研究和保护实践发挥参考应用

价值。

5 结论与展望

研究表明：①在世界遗产名录中，

具有规划遗产价值内涵的城市遗产项目

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占比较大，与此同时，

各缔约国在项目总量和入选比例两个方

面也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特点；②随

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在我国的世界遗产

保护实践中，规划遗产价值愈加受到重

视，日渐成为认知城市遗产文化内涵的

重要价值切入点和落脚点；③在具有整

体性保护特点的城市遗产项目中，规划

遗产价值表现尤为突出，鉴于规划遗产

与城市遗产的密切关系，探讨将规划遗

产作为城市遗产构成类型的可能性，并

进一步审视规划遗产分类问题，对促进

规划遗产和城市遗产研究共同发展具有

现实意义。

研究认为，以既有学术成果为基础，

推动规划遗产研究继续前行的两项基本

条件，其一是有赖于规划史研究的基础

支撑，其二是离不开城乡规划学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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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学的融会贯通。每一种文化遗产类

型的产生过程都是新的文化遗产概念转

变为一套完整价值体系的认识过程。为

了进一步彰显规划遗产研究的重要意义，

只有根植于自身的专业知识体系，建立

起与城市规划学科知识范畴相对应的价

值轮廓，进而以专业化的方式方法将规

划遗产价值辨识、论证、呈现出来，才

能为规划遗产概念赋予充足的价值解释

权和价值话语权。

近年来，聚焦文化传承与历史保护

的研究议题愈加受到关注[24-25]。当前，

规划遗产虽未上升为明确的类型概念，

但事实上，大量城市遗产项目普遍蕴含

了十分丰富的规划遗产内容，其中有许

多项目可谓有规划遗产之实却无规划遗

产之名。所谓欲行其事先正其名，要建

立规划遗产概念并取得社会各界的共识

与认可，未来仍需对国内外具有鲜明规

划价值特征的各类代表性项目进行专题

研究。这是因为，只有经过长期不懈的

努力，在大量实证案例的加持下，才能

对规划遗产概念有更科学、更深入和更

全面的认识。最终的理想目标是以规划

遗产价值为认识核心，能够探索形成一

套包含保护标准、保护内容、保护方法

的系统性理论框架体系，助推规划遗产

概念在城市保护实践中得到推广应用。

这样的研究工作对于促进城市规划学科

与文化遗产学科在价值观、方法论两个

层面实现跨学科交叉融合、推动两个学

科深度接轨将大有裨益。

综上，规划遗产研究的核心要义，

在于其能够从整体性和系统性视角反映

城市空间的创造、生成与发展逻辑，从

而为挖掘、认识和保护城市遗产蕴含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规划价值提供学理支持。

与此同时，尤其不应忽视的长远意义是，

规划遗产概念无疑是向外界表达城市规

划学科文化遗产创造力最为专业的一条

科学路径。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看到，

唯有面向规划遗产议题，将身份定位从

“遗产保护工具”转向“遗产创造主体”，

才能助推城市规划学科在文化遗产领域

获得更高的价值显示度，产生更广泛的

文化影响力。

注释

① 规划术语表（planning term）来源于参考

文献[2]。在该文献中，基于对澳大利亚国

家规划遗产项目遴选标准、评价指标的详

细阐述，弗里斯通列出了适用于识别规划

遗产价值的专业术语表。例如，其中反映

“具有规划维度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故事”

的有settlement，substantiation，urban infr

astructure等专业术语，这些专业术语是本

文遴选规划遗产项目的重要参考依据。

② 结合弗里斯通归纳的专业术语表，同时对

每项世界遗产提名文件进行文本精读和语

义分析，本文进一步遴选了 urban(city,

town) planning, urban (city, town) fabric,

urban (city, town) form,urban (city, town)

layout, zoning, townscape, space pattern

等关键词作为检索对象，作为表达文本主

题的最小计量单位，这些关键词能够反映

特定的规划遗产价值，是从世界遗产提名

文件中进行项目遴选的可行的方法。

③ 199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颁布了平

遥古城申遗评估文件。该文件详细阐释了

平遥古城的建筑历史、建筑结构、建筑技

术以及建筑风格等价值内容，突显了平遥

古城的建筑遗产价值。

④ 2005年，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了 《维也

纳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

该文件将城市遗产描述为“自然和生态环

境内任何建筑群、城市结构和开放空间的

整体组合”，从中可见，其含义中纳入了

更多保护要素，城市遗产的保护对象与保

护内涵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⑤ 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

了《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该建

议书将城市历史景观定义为“文化和自然

价值及其属性经过历史上的层层积淀而形

成的城市区域”。将城市视为历史过程有

机融合的动态层积，关注城市不同历史阶

段的表现形式与过程性发展特征，城市历

史景观概念超越了过去的价值理解范畴，

为从更广泛的历史视角以及自然和文化背

景下全面审视城市遗产的完整性内涵提供

了新的理论方法指引。

⑥ 201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元

上都遗址提名文件中，对应世界文化遗产

评价标准，文件全面阐释了元上都遗址项

目的突出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认为元上

都遗址的规划模式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

汉族社会定居方式的有机结合，是兼收并

蓄农耕文明与草原文化，将二者融合于一

座城市的杰出范例，在世界文明史和城市

规划史上拥有独特的地位。

⑦ 2024年，经第4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

审议通过，中国提交的世界遗产申报项目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

作”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应世

界文化遗产评价标准Ⅲ和标准Ⅳ,该项目

对北京中轴线的规划理念与规划格局及其

蕴含的哲学思想、礼仪文化、历史事件等

丰富内涵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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