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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特性与规划建设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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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大遗址保护的重要模式，在公园特性与规划建设方面，与其他类型公园有着诸多差异。本文通过对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定义与分类、公园建设意义、公园特性、公园规划建设特点等方面的分析，辨析其与其他类型公园的特性差异，梳理其规划建

设特点，以促进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认知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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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大遗址概念的兴起，遗址保护、遗址利用、

城乡发展三者间如何做到互促共赢，逐渐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
点。在此背景下，2010 年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公布，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保护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正式拉开序幕。本文对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的特性及规划建设特点进行辨析与梳理，以期助力于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工作。 

1.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定义与分类 
1.1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定义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中，将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定义为：“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
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
义的特定公共空间。” 

1.4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分类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多种分类方式，此处参考遗产专家对我

国“大遗址类型”的总体分类（陈同滨，2009），将全国前三批已
通过评定的 36 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归类为 7 种类型，具体分类
与数量统计见表 1-1。 

表 1-1  前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分类统计表 

序号 类型 数量 典型公园 

1 

旧石器时代文
化遗址 

与猿人化石地
点类 

2 
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2 

新石器时代大
型遗址类 

(含聚落、祭祀、
墓葬) 

5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城子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3 
历史时期城市

遗址类 
15 

集安高句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渤海中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渤海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曲阜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汉魏洛阳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钓鱼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郑韩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4 
古代大型建筑
群和园林遗址

类 
3 

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5 

古代大型工程
遗址类 

(含聚落、祭祀、
墓葬) 

1 大运河南旺枢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6 
古代大型手工

业遗址类 
5 

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大窑龙泉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吉州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7 
古代帝王陵寝
与各类大型墓

葬群类 
5 

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熊家冢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2.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意义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遗址保护为核心、多种功能并重，通过

全方位研究、阐释遗产价值，促进历史文化的传播与延续，增强文
化自信，以达到遗址保护、文化发展、经济提升的良好效果。此模
式作为我国大遗址保护的重要手段，在遗址保护方面具有多方面意
义： 

（1）将“抢救性保护”转变为“规划性保护” 
对于大遗址的“抢救性保护”，往往较为被动。而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模式，可很大程度上改变此被动情况。通过公园的规划建设，
将遗址的保护利用纳入到城乡发展规划中，促进全局资源的整合与
利用，以独特文化资源，带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2）将“局部保护”转变为“整体保护” 
在许多大遗址中，遗存分布与现代城市建设相叠压，各遗迹点

碎片化分布，严重破坏了遗址整体格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模式，
推动遗产整体保护，不仅对遗存本体整体保护，同时对遗存所在环
境进行完整保护，以完整的遗产要素构成，阐释遗产价值。 

（3）将“封闭式保护”转变为“开放式保护” 
长久以来，我国大遗址考古工作后，普遍将场地回填保护、封

闭管理，出土物馆藏留存，展示方面未能得到充分重视，不利于遗
产价值的展示与传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模式倡导“开放式保护”，
对遗址及其环境进行充分保护与展示，配合科研、教育、游憩等功
能，促进公众感知遗产格局、认知遗产价值、提升遗产保护意识。 

3.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特性辨析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一种独特的公园类型，需与其他公园

类型进行辨析，以充分了解其特性与差异。 
3.1“遗址公园”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风景园林基本术语标准》中，将遗址公园定义为“以重要遗

址遗迹及其背景环境为主形成的，在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示范
意义的公园”。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相比较，未强调“具有科研、
教育、游憩等功能”及“全国性示范意义”。实际上，遗址公园普
遍具有一定的“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该项并非二者主要差
异，差异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公园类型包含关系 
遗址公园包含多种类型，如工业遗址公园、地质灾害类遗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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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考古遗址公园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包含于上述的考古遗址公
园类，是该类别中的最高等级的“示范点”。 

（2）评定管理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评定管理，由国家文物局负责，具有全国

统一的流程与标准，普通遗址公园则不是。 
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中，对公园立项条

件提出明确要求：“（一）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
保护规划已由省级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三）考古工作计划已获批
准并启动实施；（四）具备符合保护规划的遗址公园规划；（五）具
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专门管理机构。” 符合上述条件的遗址，可向国
家文物局提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申请。该文件中还对公园评定
条件提出了具体要求，符合条件者可上报国家文物局开展评定工
作。评定合格者，由国家文物局授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称号，
并向社会公布。 

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细则（试行）》中，从“资源条件”、
“遗址的考古、研究和保护”、“遗址的展示与阐释”、“遗址公园的
管理与运营”四方面，具体制定了清晰明确的公园评定标准。 

（3）价值、规模、影响力 
相较于普通遗址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部遗址保护等级

高、价值突出、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在历史、科技、艺术、文化
等方面，对后世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能
够有利于改善民生、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为相关文化产业发展创造
机遇、与区域城乡发展起到互促效果，普通遗址公园往往难以达到
此效果。 

3.2“公园绿地”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风景园林基本术语标准》中，将公园绿地定义为“向公众开

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兼具生态、美化、科普宣教及防灾避险等
作用，有一定游憩和服务设施的城市绿地”。其与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存在一定程度包含关系，在公园功能、设计要求方面存在差异。 

（1）公园类型包含关系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中，将绿地分为“城市建设用地内的绿

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外的区域绿地”两部分，每部分均包含对应
的“遗址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城市建设用地内的绿地分为四大类，包括公园绿地、防护绿地、
广场用地和附属绿地，其内的“遗址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归属于“公园绿地”大类、“专类公园”中类。城市建设用地外的
“遗址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归属于“区域绿地”大类、“风
景游憩绿地”中类、“其他风景游憩绿地”小类。 

（2）公园功能 
公园绿地以游憩为主要功能，兼具生态、美化、科普宣教及防

灾避险等功能，主题丰富多样，是公众休闲游览的户外场所。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与之不同，其核心功能为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同时具
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往往不设置与遗产价值阐释无关的休
闲项目。 

（3）设计要求 
公园绿地主题丰富，规划布局灵活，地形的改造与植被景观的

营造较为自由。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设计有诸多限制， 
首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主题单一且明确，所有展示节点、游

览线路的布置与设计，均为了全方位阐释遗产价值。 
其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布局约束条件多。总体布局中，

不仅要考虑地块的区位与场地现状，更要注重遗址分布与格局、遗
址历史环境等要素，在保证遗址及其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前提下，
进行规划布局。 

此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地形设计，以历史地形研究为依据，
进行适当调整恢复；植被设计中，充分考虑历史植被品种，以营造
出符合遗址历史环境特征的植被景观，追求自然感、历史感。 

3.3“国家公园”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国家公园功能分区规范》中，将国家公园定义为“由国家批

准设立并主导管理，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
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
区域。其首要功能是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兼
具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 

相较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公园侧重于自然生态保护与相
关综合功能。二者有着显著区别。 

4.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特点 
4.1 建设原则特点 

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普遍性原则为：科学论证、规划先行；
保护第一，适当展示；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统筹兼顾、稳步推进；
严格管理、合理运营。 

其核心要点在于对遗址本体及环境的真实、完整保护，在科学
的策划与实践过程中，使遗址真实性、完整性获得有效保护和延续。 

4.2 项目流程特点 
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项目，流程上包含多个阶段，在其全

部决策、规划设计、审批、施工等流程中，均应以考古成果为依据，
在保证遗址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4.3.公园规划设计特点 
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中，往往存在场地情况复杂、考

古信息完整性差、价值解读与规划关联复杂、设计手法具有特殊性
等特点。 

（1）场地情况复杂 
由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占地面积大，且多处于城镇所在区域，

故场地情况往往较为复杂，通常存在各类地形破坏、遗址破坏及占
压、环境污染等情况，需进行深度的现状调研与分析，判断各项影
响因素并制定对策。 

（2）考古信息完整性差 
大遗址考古工作往往具有长期性、持续性，公园规划设计阶段

通常无法做到遗址的全面发掘与研究。因此，应以现有考古成果及
研究人员科学推测为依据，进行规划设计，同时为未来考古推进预
留充足的空间。 

（3）价值解读与规划关联复杂 
遗产价值，作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核心阐释内容，与公园布

局有着密切关联。需以现状研究成果为依据，进行价值解读，将其
体现于规划设计方案之中。二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合理关联，具
有复杂性，需深度分析与研究。 

（4）设计手法具有特殊性 

 遗址本体保护及展示方式 
对于大遗址（特别是土遗址）的保护，主要采用原址保护、覆

罩保护、覆土保护等方式；展示方法主要采用露天展示、场馆展示、
标识展示、模拟展示等。保护与展示方式的选择与搭配，需根据遗
址情况具体研究，充分参考优秀实践案例，对实施效果进行准确预
判。 

 道路分布及设计 
由于遗址公园场地情况复杂、遗址上方扰土深度限定严格，故

在公园道路设计时，需合理控制人车分流，遗址区域采取绕行、轻
型栈道等方式布置交通。 

 绿化种植设计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绿化种植设计，需在满足遗址保护与展示的

前提下，从遗址独特历史环境研究出发，充分考虑历史植被与现状
本土植被，以确定合理的景观风格与种植品种。 

 设施设计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设施设计，总体从功能性出发，需注重与遗

址环境相协调，在样式、材质、图案纹样方面与遗址独特风格相契
合。 

5.总结 
根据以上分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定义明确、内部分类清晰，

相较于其他类型公园具有显著性质差异，规划建设方面特点突出。
充分掌握相关内容，将有助于更好的完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
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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