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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 [》

内容概要

李和平、肖竞编著的《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市场导向的城市历
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编号50578165）的部分研究成果，通过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历史遗产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采用市场经济学与历史保护学交叉学科研究、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结合研究的技
术路线，探索城市历史遗产保护的新途径，研究市场导向的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方法。主要
内容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市场机制下如何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从经营调控、旅游
发展、公众参与和保护管理四方面提出市场导向的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适应性策略；第二部
分针对城市历史遗产保护的重点内容，研究这些策略在历史街区、工业遗产、文化景观、非物质文化
遗产四大类遗产保护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方法。
《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可供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研究与管理人员阅读，也可供城乡规划学
、建筑学及其相关专业教师、本科生、研究生学习参考。
书摘
1.结合历史文化资源保护
历史街区中的物质和非物质历史文化资源，如街巷空间，古建筑，传统民居、牌坊、碑文、古树名木
，以及口头传说、民间艺术、社会风俗、传统手工艺等，自身缺乏或没有实现其经济价值的条件，而
旅游的发展为其经济价值的发挥提供了平台。只要对这些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恰当的保护并组织到旅游
体系中，就能够将其历史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为它们的持续保护提供资金支持。
因此，历史街区旅游业发展必须建立在街区保护的基础上，通过挖掘街区的地域文化内涵，明确旅游
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利用街区的历史文化资源，突出旅游文化个性；结合街区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保
护，探索开发特色旅游产品；通过市场营销手段，实现良好的旅游效益。
2.营造旅游“软环境”
旅游“软环境”除旅游服务环境外，还包括存在于历史街区中的传统社会结构、生活观念、民风民俗
等社会文化环境，具有独特性和差异性特征，是历史街区最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之一。在街区旅游发展
中，只有维护其“软环境”，才能增强街区的吸引力。
保护街区的社会文化环境，一方面应对社会生活、文学艺术、传统工艺、地方习俗等实施保护，形成
旅游活动中“主客相容”的模式，以普通居民的生活来吸引旅游者，使街区居民与旅游活动相融合，
使游客能切身体验古街人家的真实生活（沈苏彦等，2003）。另一方面，要挖掘和开发文化旅游产品
，包括结合街区历史的民俗活动，节庆活动，民间工艺展示，传统戏剧汇演等，以弘扬历史街区的传
统民俗文化，展现街区悠久的历史内涵，突显街区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3.控制旅游发展规模
无疑，旅游业的发展在促进历史街区保护与发展的同时也会给街区“硬环境”，“软环境”带来负面
影响。旅游者在历史街区内的踩踏、触摸，产生的生活垃圾，汽车有害气体的排放等都会对“硬环境
”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旅游者所带来的喧嚣嘈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破坏了历史
街区的整体风貌。另外，游客通过与街区居民的直接或间接接触，对当地居民的价值观、个人行为、
生活方式、道德观念等方面也有一定影响。特别是作为文化旅游资源的淳朴民风民俗，将受到外来文
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就需要对旅游业发展规模进行控制，尽可能降低旅游开发对街区历史文化环境的破坏。在旅游开发
中，可以建立街区旅游资源库，调查和研究各类资源的生存状态，通过科学系统的分析，研究旅游开
发对它们的影响，从多组基本容量（生态，空间，设施，社会心理等）测定历史街区的环境承载力，
将旅游开发量、旅游人数控制在街区环境承载力之内，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鲍德一博拉和劳
森，2004）。

Page 2



《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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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习经历
1987年，武汉城市建设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工学学士学位
1990年，重庆大学（原重庆建工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工学硕士学位
2004年，重庆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博士学位
2 工作经历
2004－今，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2007－2008，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访问学者。
3 现任职务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重庆市巴渝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
，国家注册二级建筑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
规划学会国外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城市规划》编委；重庆市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
4 研究方向
城乡规划理论与方法，历史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山地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城市生态规划理论与方
法。
5 科研项目
（1）西南山地城镇文化景观演进过程及其动力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2.1-2015.12。
（2）市场导向的城市历史遗产保护.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06.1-2008.12。
（3）历史城镇文化景观演进过程及其保护方法研究.国家博士点基金.2009.1-2011.12。
（4）西南山地城市（镇）规划适应性理论与方法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008.01-2011.12。
（5）山地城乡规划技术标准研究－历史遗产保护技术标准研究.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课题
，2010.12-2011.12。
（6）城市规划专业课程体系创新与实践. 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大项目，2011.06-2013.06。
（7）城市规划辅助决策支持系统. 科技部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 2002.5-2004.12。
（8）山地城市建筑间距研究. 重庆市建委科技课题, 2007.1－2009.12。
（9）西南山地小城镇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规划研究. 国家文物局全国文博系统重点研究课题.
2002.8-2005。
（10）我国当代地域性城市规划教育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实践. 教育部、世界银行重点资助课题,
2000.1-2003.12。
（11）重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战略规划.世界银行资助课题，与意大利A&S公司合作，2000－2001年。
6 主要论著
论文：
（1）李和平，章征涛. 城市中低收入者的被动郊区化. 城市问题，2011（10）
（2）李和平，蒋文. 区位论在旧城改造中的应用. 城市建筑，2011（08）
（3）李和平，张邹. 文化生态视角的历史街区保护. 城市建筑，2011（08）
（4）赵万民，李和平. 重庆大学当代地域性建筑教育. 南方建筑，2011（03）
（5）赵万民，李和平，张毅.重庆市工业遗产的构成与特征.建筑学报，2010（12）
（6）李和平，谭敏.城镇密集区城镇空间协调发展的规划对策——以成渝城镇密集区为例.南方建筑
，2010（04）
（7）李和平，薛威. 试论美好城市的理想图景和规划路径.规划师，2010(08)
（8）谭敏，李和平.城镇密集区集约发展的空间选择与规划对策. 城市规划学刊，2010（05）
（9）李和平，张睿，严爱琼.重庆历史街区分级保护策略.城市规划2010(01)
（10）李和平，王耀兴.历史街区保护与利用中的职能发展. 规划师,2010(01)
（11）李和平，张邹.浅析环境心理学对古镇格局和活力复兴的影响.小城镇建设，2009(10)
（12）李和平，王敏. 美国历史街区保护的推动模式．新建筑，2009（02）
（13）李和平，肖竞.我国文化景观的类型及其构成要素分析．中国园林，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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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和平，张毅.与城市发展共融——重庆市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探索.重庆建筑，2008(10)
（15）李和平，左力，邓琳. 城市副中心城市设计理念分析及相关思考．南方建筑2008（04）
（16）李和平，吴朝宇.重庆历史文化风貌街区保护方法研究. 重庆建筑，2007(11)
（17）郭璇，李和平、邓琳.重庆历史风貌区的文化内涵、类型及其评价．新建筑2007（05）
（18）李和平，肖竞.历史建筑文化价值的发掘与生成. 室内设计，2007(04)
（19）李和平, 马菁.对应季节性特征的滨海度假区规划设计——以湄洲岛南部滨海度假区规划设计为
例. 四川建筑，2007(03)
（20）李和平, 陈科.市场导向的历史街区保护机制的探索——以重庆金刚碑历史街区为例. 重庆建筑
，2006(10)
（21）李和平.论历史环境中非物质形态遗产的保护．城市规划学刊2006（02）
（22）李和平.山水城市与历史文化保护．北京规划建设，2005(01)
（23）李和平，成青.小城镇风貌设计方法探析——以武隆县江口镇建设规划为例．小城镇建设2004
（12）
（24）方波，李和平. 试论城镇新区空间环境的塑造. 小城镇建设，2004（09）
（25）张春艳、李和平. 社会转型期社区规划的新需求. 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4(06)
（26）李和平，赵娟.城市边缘风景名胜区保护. 规划师,2004（04）
（27）李和平，李金龙. 城市边缘区发展的理念、管理制度与规划方法. 重庆建筑大学学报, 2004（03）
（28）李和平.山地历史城镇的整体性保护方法研究．城市规划，2003（12）
（29）李和平.谈西部大开发中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新建筑，2003（06）
（30）李和平.历史街区建筑的保护与整治方法．城市规划，2003（04）
（31）李和平，邓伯基.论山地城市步行系统建构. 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3（02）
（32）成受明、李和平.论山地住区环境营造。 规划师,2002（10）
（33）李和平、严爱琼.信息时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 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2（08）
（34）李和平.尊重环境 延续文脉-丽江古城的特色与保护．工业建筑，2002（08）
（35）严爱琼，李和平.丽江古城建成环境特色探讨．工业建筑2002（08）
（36）李和平.城市设计的可操作性探讨. 华中建筑, 2002（2）
（37）孙成仁，李和平.特里.法雷尔与他的都市主义建筑. 世界建筑,2001(05)
专著：
（1）专著：李和平、李浩.城市规划社会调查方法．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
（2）译著：孙成仁，李和平. 世界著名建筑师作品集--特里.法雷尔. 天津科技出版社、黑龙江科技出版
社,2001年
7 获奖情况
科研获奖：
（1）山地城市生态化规划建设关键技术与应用。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重庆市历史文化风貌区规划研究。2009年重庆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3）立足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创新型城市规划专业人才。2001年重庆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设计获奖：
（1）重庆磁器口历史街区保护规划设计。2002年全国第十届优秀工程设计银奖、建设部优秀规划设计
一等奖。
（2）重庆涞滩古镇保护规划与设计。2003年建设部优秀规划设计三等奖、重庆市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
。
（3）云阳县县城城镇体系规划。2004年重庆市优秀规划设计三等奖。
（4）重庆市万盛区区域城镇体系——旅游产业与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04年重庆市优秀规划设计三等
奖。
（5）重庆武隆江口镇建设规划。2005年重庆市优秀小城镇规划设计三等奖。
（6）重庆市綦江县通惠新城城市设计及控制性详细规划。2006年全国方案征集一等奖。
（7）重庆大学城中心区城市设计及控制性详细规划。2007年重庆市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 2008年全国
优秀规划设计三等奖。
（8）贵州大学新校区规划设计。 2008年国际方案征集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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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重庆两江四岸滨江地带北部新区段城市设计 。2008年国际方案征集一等奖、2009年重庆市优秀规
划设计一等奖、2009年全国优秀规划设计二等奖。
（10）重庆两江四岸滨江地带沙坪坝区井口－双碑段城市设计。 2008年国际方案征集一等奖、2011年
重庆市优秀规划设计二等奖。
（11）重庆市南川区城市总体规划。2009年重庆市优秀规划设计三等奖。
（12） 重庆市旧建筑风貌改善工程规划研究。2010年重庆市优秀规划设计二等奖。
（13）重庆市茶园大型聚居区城市设计。2011年国际方案征集第一名。
（14）重庆市两江新区龙兴大型聚居区城市设计。2011年国际方案征集中标。
8 规划项目
城市总体规划
（1）重庆綦江县城市总体规划（2003年）
（2）重庆武隆县城市总体规划（2003年）
（3）山东宁阳县新城区总体规划（2003年）
（4）重庆永川区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
（5）重庆奉节县城市总体规划（2006年）
（6）贵州遵义市南白片区总体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2008年）
（7）宜居莆田建设规划（2010年）
（8）四川南江县城总体规划（2010年）
（9）重庆忠县城市总体规划（2011年）
（10）贵州三穗县城总体规划（2011年）
详细规划
（1）四川外语学院修建性详细规划（2004年）
（2）四川广安市思源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05年）
（3）重庆市江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06年）
（4）重庆南川区隆化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07年）
（5）四川达州市通江区工业集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08年）
（6）四川阿坝州小金县城灾后重建规划（2008）
（7）四川阿坝州小金县日隆镇灾后重建风貌建设规划（2008）
（8）四川阿坝州小金县四姑娘山村镇灾后重建规划（2008）
（9）四川大竹工业园区修建性详细规划（2009年）
（10）四川南江县城红塔新区修建性详细规划（2010年）
城市设计及控制性详细规划
（1）成都市新都区新城区城市设计（2003年）
（2）福建莆田市黄石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2005年）
（3）四川大竹白塔新区城市设计及控制性详细规划（2005年）
（4）福建湄洲岛南部旅游开发区城市设计及控制性详细规划（2006年）
（5）四川宜宾市学院路片区城市设计及控制性详细规划（2009年）
（6）重庆两江四岸滨江地带沙坪坝区井口－双碑段城市设计及控制性详细规划（2010年）
（7）四川宜宾李庄组团城市设计及控制性详细规划（2010年）
（8）重庆礼嘉风貌区城市设计（2011年）
（9）重庆两江四岸滨江地带北部新区段城市设计及控制性详细规划（2010年）
历史城镇（街区）保护规划
（1）重庆双江古镇保护规划设计（2002年）
（2）四川广安市老街保护规划设计（2003年）
（3）四川广安市肖溪古镇保护规划设计（2003年）
（4）重庆钓鱼城保护规划设计（2003年）
（5）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保护区环境整治规划设计（2004年）
（6）重庆綦江县东溪古镇保护规划设计（2004年）
（7）重庆北碚区金刚碑历史街区保护规划设计（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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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四川乐至陈毅故居保护规划设计（2006年）
（9）重庆市历史街区保护总体规划（2008年）
（10）重庆市巴南区鱼洞历史街区保护规划设计（2009年）
（11）四川宜宾李庄组团建筑风貌规划（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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