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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浙江省城乡风貌整治提升理论与实践

[编者按] 浙江省城乡建设注重量质并举，多年来开展了一系列“美丽浙江”建设行动，城乡治理内涵逐步由环境整治、功能完
善转向品质提升，城乡面貌得到显著改善。2021 年，浙江省全面启动实施城乡风貌整治提升行动，以城乡风貌建设为切入点，
提升外在形象，做强内生动力，形成融合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和谐之美的整体大美，彰显浙江气质。两年来，浙江工业大学设
计与建筑学院城乡规划学科和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小城镇学术委员会开展了多项关于城乡风貌整治的课题研究，为城乡风貌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基于此，本期“专题研究”栏目以“浙江省城乡风貌整治提升理论与实践”为主题，探索国内外城
乡风貌管控及浙江省城乡风貌整治提升的实践经验，以期为其他地区的城乡风貌整治提升提供参考。

国内外城乡风貌管控体系与治理路径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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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城乡风貌专项规划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城乡规划与设计的重要内容，对提升国土空间品质、建设美丽国土具有
重要意义。国际上一些国家在风貌管控与治理方面立足于地方特色文化传承和空间美化要求，融入满足人们需求的现代功能，
至今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管理体系。文章通过梳理国外城乡风貌管控体系与治理实践以及国内现有
的风貌管控体系，总结国内外宏观治理体制和政策管控经验，并通过分析国内外典型的城乡风貌塑造案例，比较国内外在风
貌治理路径方面的差异，最后提出我国城乡风貌整治提升的思路框架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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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rban-rural Landscape Governance System and Path Between Home and 
Abroad/Wang Anqi, Li Ruijie, Li Kaike, Li Xiang
[Abstract] Urban-rural landscape specialty plan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system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in that it improves 
territorial space quality and helps build beautiful territory. Some countries have accumulated experiences and formed mature 
systems in landscape governance that integrates local culture and modern requirements. With a review of overseas and domestic 
practice, the paper concludes experiences in general system and governance policy, compares overseas and domestic differences 
based on typical cases analysis, and puts forwards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urban-rural landscap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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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造成一定的破坏，原有的特色城乡景观风貌未
能得到延续和保护，“千城一面”成了目前我国多数
地区的真实映照。

近年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等中央重要会议及党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城市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进
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但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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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九大报告等政策文件多次强调加强
风貌管控、突出地域特色，留住城市“基
因血脉”。2020 年住建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
风貌管理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城
市与建筑风貌管理，坚定文化自信，延
续城市文脉，体现城市精神，展现时代
风貌，彰显中国特色。发达国家在城乡
风貌管控机制方面进行了诸多实践探索，
并获得了一些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参考
借鉴。基于此，本文梳理了国际上发达
国家城乡风貌治理的成功经验以及我国
主要省份和城市的风貌规划设计现状，
并选取国内外城乡风貌治理典型案例进行
分析比较，对如何推动城乡风貌管控体系
的改良与提升展开讨论，并提出针对性的
建议，以促进城乡风貌的提档升级。

1国际城乡风貌管控体系与治理
路径

1.1 法律法规
将城乡风貌要求内容纳入规划及建

筑相关法律法规是国外较为普遍和直接
的风貌管控方式。德国于 1960 年正式通
过了《联邦建设法》，该法规为土地利
用规划和建造规划搭建了明确的法律框
架。1986 年，德国在《联邦建设法》和《城
镇建设促进法》的基础上颁布了新的《建
设法典》，该法典也成为德国城市规划的
根本大法，是德国在建设方面最权威的法
律文件。《建设法典》规定，风貌规划由
市规划局组织编制，报市议会审批，并形
成法定的风貌条例 [1]。

日本于 1950 年颁布《建筑标准法》
提出了“美观地区”的规定，要求对历
史街区及其周边地区的空间风貌进行治
理 [2]。日本于 2003 年 7 月连续颁布《美
丽国土政策大纲》和《观光立国行动计划》 
等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提出“与美丽
自然和谐相处且为后世永续传承”的发
展理念，并决定向建设美丽国家的方向
迈进 [3]。2004 年，日本《景观法》提出

从景观规划、协议、管理机构等方面有
效管理和控制城乡风貌 [4]。

法国于 1993 年审议通过《风景园林
法》，旨在促进城乡环境和历史景观的
有效保护与改善 [5]。巴黎现行的城市规
划主要包括三个：作为规范性城市规划
的《巴黎地方城市规划》[6]、作为历史保
护区修建性城市规划的《历史保护区保
护与利用规划》，以及作为城市更新区
修建性城市规划的《协议开发区规划》[7]。
巴黎的城市规划主要管控发生在城市中
任何地块上的建设行为，包括修复、维护、
改建、扩建、新建、拆除以及调整土地
利用等，为城市规划管理提供法定依据，
以全面保护、有机整治历史保护区。法
国和日本均将景观风貌的公益性作为风
貌管理的法理基础，强调景观风貌是全
民“资产”，并将风貌管控作为评价社会、 
经济、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指标 [8]。

1.2 管理机制
国外城乡风貌的管理主要通过三种

机制进行，即自上而下的管控机制、自
下而上的申报机制及专业主体决策的辅
助机制。

(1) 自上而下的管控机制的目的是严
格保护风貌。英国政府要求所有的规划
决策都必须要注重历史保护区的特色以
及对建筑外观的修缮、保护，同时在历
史保护区内不能随意拆建保护建 ( 构 ) 筑
物 [9]。德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实施城市
风貌规划，在落实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
建性详细规划中关于建设强度、高度等
控制要求的基础上，对街巷及建筑立面
细部提出了更深入的控制要求 [10]。美国
的《区划法》保障了城市设计能够按照
城市规划的目的来实施，其审批程序是
将城市设计成果的应用制度化，以促进
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的协调，同时美国
将城市设计导则作为《区划法》的一部分，
以保证城市风貌管控与城市设计实施的
刚性和弹性相结合 [8]。

(2) 自下而上的申报机制体现了风貌

管理的弹性。日本的都道府县、政令市
及核心市可以设立城乡风貌行政主管部
门，经都道府县等上级政府批准的市町
村也可以设置城乡风貌行政主管部门，
体现出组织体系扁平化的特点 [11]。同时，
自下而上的弹性管理主要通过申报审查
制度、开发建设管理机制 ( 申报通知制度、
事前协议制度和处罚制度 ) 来落实。

(3) 专业主体决策的辅助机制有助于
实现城市面貌和城市功能的和谐统一。法
国的“国家建筑与规划师”制度由国家向
地方派驻获得“国家建筑与规划师”资格
的专业人员，专业人员与地方城市规划行
政主管部门共同实施针对各类历史遗产的
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重点负责审查与历史
遗产相关的项目设计方案，以保证城市面
貌和城市功能的协调发展 [6]。

1.3 多方参与
在国外的风貌塑造实践中，除了依

靠国家机构和专业人员主导，社会主体
和市场主体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德国风
貌规划编制的参与者包括城市规划师、
建筑师、法官、行政官员和文物保护专
家等，这为规划成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
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在社会公众参
与方面，日本建立了城乡风貌协议制度，
以对高度城镇化区域进行风貌规划与治
理，并鼓励更大范围、更加灵活、更深
层次的公众参与 [12]。在该协议制度下，
日本的土地使用者或持有者可以根据该
区域的具体情况，通过制定法定协议的
方式对区域内风貌要素进行详细的个性
安排，并采用法律手段去保证基层层面
规划的实施。

市场主体的推动在风貌管控实践中
也起到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城乡风貌规
划与治理建立在工业革命和城市人口集
聚的基础之上，更多依靠市场经济主体
的推动以及私人企业的投资，并非依靠
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13]。
美国不同区域的城镇风貌各具特色，这
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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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国家风貌建设的治理路径特色与策略总结

国家 治理路径示意图 治理策略

日本 ①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 ( 技术、
税务、财政保障 )；②开发建
设管理机制，申报通知制度；
③风貌认证与保护机制；④公
众参与机制 ( 城乡风貌协议制
度 )

美国 ①市场经济推动；②将城市设
计成果的应用制度化；③重视
区域间的协调规划；④公众参
与机制，提高全过程公众参与
度

德国 ①公布规划项目的内容，接受
市民监督；②邀请专业人士组
成专家团开展审查；③邀请管
理部门共同参与审查

法国 ①以保护为导向的城市规划编
制，精细化的城市规划管理；
②广泛的社会共识，严格的行
政管理；③有效的专业参与，
国家建筑师制度

表 2  我国主要省、市风貌专项管控相关法规

省 / 市 法规名称 法规的适用范围 / 功能作用

上海市 《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
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

包括明确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历史文
化风貌区的保护内容，以及相关法律责任

浙江省 《浙江省城乡风貌整治提升
行动实施方案》

负责建立服务指导机制，健全城乡风貌相关标准体系，
协调全省城乡风貌整治提升专家服务机制的建立和管
理工作

福建省 《福建省城市景观风貌专项
规划导则 ( 试行 )》

规范全省城市景观风貌规划编制工作，以及城市景观
专项规划的内容

广州市 《广州市历史建筑和历史风
貌区保护办法》

包括对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区的认定、对历史建筑和
历史风貌区的保护内容

成都市 《城市景观风貌保护条例》 包括城市景观风貌规划设计、自然景观风貌保护、历
史文化景观风貌特别保护等部分内容，构建公园城市
形态

青岛市 《城市风貌保护条例》 包括保护规划、自然风貌保护、人文风貌保护、法律
责任等部分内容，加强对城市风貌的规划控制

拉萨市 《拉萨建筑风貌导则》 抓住关键指标、提取地域特色、确立控制层级、对接
法定法规、实现编管结合

设计或城乡风貌专项主管机构。福建省
构建了“省—市—县”三级历史风貌保护
管理体系，省级设立综合管理机构，确
立协调执行部门，成立专家咨询队伍；
市级和县级在住建局或自然资源局成立
风貌领导小组与风貌办，整合城市管理
相关职能。2021 年浙江省设立了城乡风
貌整治提升专班。上海市针对历史风貌

保护设立了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
建筑保护委员会、委员会办公室以及专
家委员会。厦门市设立了历史风貌保护
专家委员会，委员包括主任、副主任、
公务人员委员和专家委员。

2.3 管控内容
虽然我国的风貌专项规划属于非法

都道府县、政令市以及核
心市设立城乡风貌行政主
管部门

市町村设置城乡风貌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制定、修改城乡风貌规划，
制定风貌开发建设管理要求

设立城乡风貌维护
机构，并监管

市规划局组织编制，编制的
参与者包括规划师、建筑
师、法官、文物保护专家等

市议会
审批

中央政府

实施相关的城市规划
行政管理

“国家建筑与规划师”
专业人员

地方城市规划行政主管
部门

形成法定
风貌规划

实施相关规
划行政管理

设立城乡风貌委员会，
组织专家审查

联邦基金、州政府、
私人资助

设立城乡风貌协调委员会，
提供技术支持和部门协调

实施相关的城市规划行政管理区域规划委员会州立法授权

在集中了第三产业的纽约、洛杉矶等大
都市边缘地区形成了有别于大都市、环
境优美、交通便利的特色城镇风貌 [14]。

1.4 营造理念
风貌的治理与建设理念既要与时俱

进满足当代人的生活需求，又要与历史
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英国十分注重文化
传承，其充分挖掘国家文化的历史基因、
红色基因和时代基因，严格保护历史文
化遗产资源，在低影响开发的前提下做
好功能及业态的植入。德国在小城镇建
设中遵循“人本主义”理念，将有两百
年以上历史的建筑列入保护范围，注重
保护原有的艺术空间和老街的空间形态，
并拨专款对老街区和古建筑群进行修缮。
日本在小城镇建设中提出“一村一品”
模式，对保护和传承民族的传统历史文
化尤为重视，注重文物保护、民间节日，
并倡导民众提升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 [12]。
( 表 1)。

2我国城乡风貌管控体系与治理路径

为贯彻落实“适用、经济、绿色、美观”
新时期建设方针，我国从国家到地方对
城乡风貌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重视程度不
断加强。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
的背景下，各地通过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调整组织构架、深化规划设计内容等方
式，不断探索城乡风貌的管控体系与治
理路径，以更好地延续城市文脉，展现
时代风貌。

2.1 法律法规
虽然国家层面尚未出台城乡风貌管

控的相关法律，但是各地积极探索，根
据地方需求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条例和规
范性文件 ( 表 2)。

2.2 组织架构
在组织架构方面，我国部分省市为

保障风貌塑造工作的开展，设立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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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有机更新
目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增量扩张

阶段向存量发展阶段转型，在增存并举
的时代下，风貌塑造既离不开城市设计
规划体系的中长期引导，又要兼顾城乡
社区更新的动态整治，通过发掘历史住
区和老旧住房所代表的城市文化，并发
挥其积极作用，使城市风貌特征体现一
定人—地关系下的场所精神 [15]。

在国家规章及地方法规的引导下，
我国以自上而下的规划和治理为主，形成
了由法定规划指引、风貌专项规划主导及
其他专项规划辅助的风貌要素管控体系。
随着近年来地方规章及政策的出台和风貌
管理专委会或专班的设置，风貌规划及管
理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 图 1)。

3国内外城乡风貌治理案例比较

在了解国内外风貌管控制度和内容
的基础上，本文通过选取国内外城乡风貌
治理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两者的风貌
规划建设机制及效果差异，总结我国城乡
风貌治理的优势与不足。

3.1 城市风貌治理案例
3.1.1 英国伦敦市泰晤士河滨水区
景观塑造

本文选取伦敦市泰晤士河滨水区景
观塑造作为国外城市风貌治理的案例。
英国泰晤士河滨水区是伦敦市重要的城
市景观空间，英国政府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编制了泰晤士河流规划导则，并针
对水资源开发、水质、防洪、旅游和环境
保护等提出了若干建议 [16]。2005 年伦敦
市推出了《伦敦视觉管理框架草案》，明
确了对地标视觉廊道内发展高度的控制，
促使泰晤士河滨水区形成优质的视觉通
廊；规划了战略性公共空间滨水步道等空
间，制定了生态廊道方案，促进了泰晤士
河与伦敦市的融合发展 [17]。在伦敦市城
市更新的过程中，社区力量的兴起，泰晤
士河两岸市场密布，滨水空间与居民的日

图 1  我国现行风貌管控体系及治理路径

规划成果 风貌管控相关内容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
年—2035 年 )》

将中心城区分为古都风貌区、风貌控制区、风貌引导区三类风貌区，
实现对老城风貌格局的整体保护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 年 )》

主城区为都会风貌区；新城、新市镇以及其他重点地区通过地标
设计、界面控制等加强城市景观风貌的秩序感；通过分区引导提
高城市景观风貌的丰富度

《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
(2012—2030)》

坚持“紧凑型城市，开敞型区域”理念，在长江以北划设点状发
展区域，并将该区域建设成为具有湿地水乡特色的转型发展模式
创新区

《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18—2035 年 )》

从总体层面对城市肌理、自然风貌、历史风貌进行识别、界定，
提出总体控制要求；重要片区规划设计细化具体指标的强制性控
制，制定景观图则；核心地块节点控制工程条件和风貌专项要素

《杭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 )》

加强特色风貌保护，控制景观廊道和景观要素，管控城镇建设强度；
塑造人文景观交融的魅力空间：西湖西溪“双西合璧”，湿地水城，
西湖湘湖“西湘记”

《重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0—2035 年 )》

塑造特色风貌，彰显“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独特魅力；打造
山清水秀、巴渝气韵、立体山城、国际风范的城市风貌

表 3  国内主要省、市规划成果中的风貌管控内容

定规划，但是风貌管控的相关内容一般
会在法定规划如总体规划、城镇体系规
划、详细规划中有所体现，通过分区或
引导提出规划区范围内的风貌建设要求。
风貌专项规划则在上位规划的基础上，
对风貌建设提出更细化的要求。在传统
规划设计体系中，除了通过编制总体规

划等相关规划对风貌提出整体要求，还
会设立城市设计专门章节或风貌专项规
划，以加强对城市景观风貌的规划设计
和控制引导。例如，《青海省海南藏族
自治州城镇风貌规划》提出了“整体塑魂，
分级塑形，差异引导，多规协同”的规
划方向 ( 表 3)。

国家规章及发文部门

国家层面

地方层面

法
定
规
划

其
他
规
划

风
貌
专
项
规
划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设计管理办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

城市景观风貌保护条例、风貌专项规划导则、风貌整治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住建局、自然资源局、风貌保护 / 管理委员会、风貌整治提升专班

地方法规及部门规章

地方管理部门

相关规划成果 风貌管控方式              风貌管控要素

城市 ( 或区县及乡镇 ) 总体规划 提出整体的风貌要求，如总体风貌特
色、格局、分区、重点要素等

自然山水格局及
资源利用、建筑
景观、历史区域、
眺望系统、户外
广告、地标建筑、
景观道路、城市
肌理等

提出城市重要片区和地块风貌要求；
进行乡村地区景观风貌设计引导

将城市景观风貌控制和引导要求根据详
细规划或城市设计列入城市条件

提出具体的风貌特色、格局、景观风
貌分区管控及建设要求、发展战略等

村庄规划 ( 乡 )详细规划 ( 城 )

城市设计 ( 总体层面、重要片区、核
心地块节点 )

城市景观风貌管理 / 专项规划

城市更新、旧城改造专项规划 城市更新及改造项目区的风貌指引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 历史文化重点保护区的风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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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带动了当地旅游、餐饮、教育等行业
的发展 [20]。越后妻有地区在艺术家、村民、
政府等多方协作下，逐渐恢复活力，朝着
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3.2.2 我国湖州市德清绿色生态旅游
县域风貌塑造

本文选取湖州市德清绿色生态旅游
县域风貌塑造作为国内乡村风貌治理的
案例。德清县有良好的自然优势，其将
风貌区建设与乡村旅游、民宿及创意产
业发展紧密结合。基于对自然资源的整
合，湖州市政府主导项目引进、创业扶持、
产业规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术运动
中心、露营房车基地、乡村创客基地等。
同时，以“科技助农”为突破口，结合
产业特色，转变发展思路，不断提升农
业科技软实力和乡村风貌，实现产村融
合发展，既大大提高了传统农业的经济
效益，又打造出高质量的绿色生态旅游

常生活空间相交叠 [18]，激发了滨水区的
活力，促进了综合服务产业提质，打造了
具有时代性的城市景观风貌。
3.1.2 我国杭州市钱塘江畔亚运城
城市风貌塑造

本文选取杭州市钱塘江畔亚运城城
市风貌塑造作为国内城市风貌治理的案
例。杭州市钱塘江畔亚运城是地跨萧山、
滨江两区的江畔城市风貌区，是浙江省
首批城乡风貌样板区之一。萧山、滨江
两区联合制定了风貌规划及建设方案，
通过建筑、连廊、绿道构建“点、线、面”
一体化的景观系统。其中，在滨江区沿
江公园塑造了多样化休闲活动空间风貌；
在奥体中心公园设置了多功能阳光草坪
和儿童运动区，打造了丰富的空间层次；
感知之轴公园集合了绿化园地、银杏树
阵及游览、休憩等设施。杭州市钱塘江
畔亚运城城市风貌塑造项目通过总体城
市设计及整治提升手段，对江畔城市风
貌进行分类管控，强化了风貌特色的辨
识度，提升了空间品质，彰显了城市发
展格局。

3.2 乡村风貌治理案例
3.2.1 日本越后妻有地区乡村景观
风貌塑造

本文选取日本越后妻有地区乡村景
观风貌塑造作为乡村风貌治理的国际案
例。越后妻有地区位于日本本岛中北部，
是日本典型的人口老龄化区域。1996年，
新潟县就制定了《新潟佐藤庄新计划》，
提出了举办“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越
后妻有大地艺术祭”自 2000 年开始，该
艺术祭以农田为舞台，试图探讨地域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重振日益衰败的农业地区，
建立社区持续更新的模式 [19]。“越后妻
有大地艺术祭”组委会从全球招募艺术
家进入社区展开田野调查，与村民共同创
作，创作出的融合了当地习俗和文化遗产
特色的艺术作品被放置在村庄、田地、空
屋、废弃的学校等地方展示。艺术祭引来
了大量游客，与艺术祭相关的业态随之出

发展县域风貌区。目前该区域已入选浙
江省首批县域风貌样板区。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国内外案例各
具特色，但均在具有相似地理特征的区
域通过差异化管控及治理策略形成典型
风貌。

4思考与建议

通过分析国内外城乡风貌管控体系
及典型案例可以发现国内外制度体系和建
设效果的差异。对于风貌的管控和治理，
既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保障和严格的建筑
及历史遗产保护，又需要自下而上的创新
治理、包容设计及高效运营 ( 图 2)。

4.1 规划管控引导
在规划实施层面，我国现行法定规

划的最末端是城市的详细规划和乡村的

图 2  城乡风貌管控与治理框架思路建议

城乡空间及自然资源管理需求

具体管控及治理措施

风貌提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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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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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探
索
　
展
现
精
神
↑

↓
刚
性
管
控
　
共
性
保
护
　
延
续
文
脉

自上而下的要素管控及风貌指引

自下而上需求导向的风貌规划设计成果

总体规划、景观风貌专项规划、更新及保护等专项规划

项目方案、设计建设、日常经营及活动组织

外
营
力

内
营
力

多部门统筹协调

住建局等管
理部门审批

多方主体参与
( 地方管理部门、
市场主体专业团
体、社会组织、
个人 )

风貌专班或
委员会审核

地方法规及部门规章
及地方管理部门执行

风貌规划及管理专项奖励
( 地方保障激励政策 )

价值活化需求：历史建筑、
古村镇、非遗产品等活化

品质提升需求：街道、广
场、邻里中心等空间优化

产业升级需求：旅游、文
创等产业发展

国家法律法规
( 城市设计、景观风貌管理、历史建筑保护、社区治理 )

风貌管控重要内容纳入法定详细规划
( 山水格局、建筑景观、历史区域、景观道路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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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则，风貌专项管控与法定规划尚不能
充分衔接，风貌设计方案的引导性有余、
落地性不足，需要进一步将景观风貌的
管控延伸至法定规划的实施端。国外一
些国家基于项目的风貌设计申报审批制
度可以很好地在具体的要素管控层面实
施，风貌管控以建设行为管制为重点，
实现了景观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高度
融合，值得国内城市借鉴。

4.2 弹性创新治理
我国不少省、市积极探索创新治理

模式，如福建省设立的风貌领导小组及
三级管理制度有助于风貌管控全域覆盖；
浙江省构建风貌办专班制度，联合多部
门组织，在住建部门的牵头下共同推进特
色风貌的规划建设；上海、广州等城市
制定了历史建筑及历史保护区的风貌保
护法规和指导文件。与国外治理模式相比，
我国城乡风貌历史感与现代感的融合尚显
不足，基层及专业主体参与景观塑造较少，
团体及个体的创意发挥空间仍需挖掘。自
下而上的弹性申报机制可以从风貌提升需
求的视角出发，充分发挥多主体作用，通
过激励政策的制定，激发市场及社会主体
参与风貌建设的积极性。

4.3 内外营力作用
风貌特色的形成是内外营力相互作

用的结果，法律法规和风貌治理是风貌
塑造的外营力，地方历史遗产和人们现
代化生活需求是风貌塑造的内营力。与
部分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地域辽阔，区
域差异显著，更需要在风貌管控中关注
区域共性与个性的协调，既要确保历史
风貌要素的保护，又要体现地域特色和
城市风格。千篇一律的城市风貌、以自
然景观特色为主的乡村风貌，体现了城
乡风貌建设中的人文特色风貌不鲜明以
及对特色文化挖掘不足等问题。我国不
同城市的风貌塑造应充分挖掘自身内营
力特色，结合管控与治理的外营力，推
动风貌品质的动态提升。

5结语

文章通过对国内外城乡风貌管控的
法律法规、管理机制、管控内容、治理
模式以及典型案例等进行对比分析，提
出了城乡风貌管控与治理思路的框架及
建议。风貌的提升需要风貌专项管控与
法定规划的进一步融合，在全域范围内
严格实行保护；需要创新力量的注入，
以现代创意和功能激活历史物质文化要
素的传承；需要内外营力的相互作用，
由内坚定文化自信、延续城市文脉，由
外体现城市精神、展现时代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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