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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古城保护管理条例

（２０００年３月２日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２０００年３月３１日山西省第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大同古城的保护和管理，弘扬优秀历史文化，
根据《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城 市 规 划 法》、《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文 物 保 护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大同古城是指北魏平城、隋、唐、辽、金城
池遗存和明代增筑的大同城主城。

第三条　大同古城保护和管理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
方针，坚持“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实行保护与
利用相结合、整体环境风貌控制与重点保护相结合、专门管理与群
众参与相结合。

第四条　在古城范围内活动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条
例。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大同古城保护、管理的领导工作。
市规划、建设、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古城保护

管理工作。
市计划、财政、房产、市容环境卫生、环保、土地、公安、工商、旅

游、民政、地矿、宗教等行政管理部门和大同古城所在地的区人民
政府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大同古城保护管理工作。

第六条　大同古城保护应当纳入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保护维修经费应当列入市级财政预算，并随财政收入的增长逐
年有所增加。积极吸纳符合国家规定的拨款、捐助和投资。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大同古城的义务，并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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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破坏大同古城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保护管理古城的奖励办法，对

保护、管理、研究和利用大同古城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
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保护与管理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编制大同古城保护规划，并列入大
同市城市总体规划。

第十条　大同古城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工作，应当严
格遵守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十一条　大同古城分为保护控制区和重点保护区，实行分
区、分级管理。

北魏平城、隋、唐、辽、金城池遗存为保护控制区，明代增筑的
大同城主城和城墙外围十二米以内的区域为重点保护区。

重点保护区划分为一、二、三级保护范围。
第十二条　大同古城内的建设项目选址应先进行文物调查或

勘探，征得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方可建设。
第十三条　保护控制区内，重点保护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

其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对已发现的重要文化遗址设立永久
性标志，对新发现的文物应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毁坏和随意占用具有保护价值的历史文
化遗存。

第十四条　重点保护区内，保持传统的街巷格局、建筑风貌和
空间环境，新建、维修、改造和重建建筑物、构筑物应当与周围传统
街区风貌相协调。

第十五条　重点保护区内保存完好、具有历史代表性的尚未
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民居、店铺等，可以列为重点传统建筑进行保
护。

第十六条　一级保护范围为以鼓楼东西街为轴线，东至东城
墙，西至西城墙，北至大东街、大西街南侧，南至东西羊市巷延伸至
东西城墙北侧的区域。

二级保护范围为东、西、南、北柴市角街道中心线两侧各三十
米内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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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二级保护范围内维修、改造和重建，应当依照本条例和
古城保护规划制 定 方 案，由 市 人 民 政 府 组 织 专 家 论 证 后，方 可 实
施。

重点保护区内一、二级保护范围以外的区域为三级保护范围。
在此范围内，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重点传统建筑应当划定保护
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拆除占用重点保护区内的古
城墙及其遗址和相关文物古迹。

古城墙两侧十二米范围，禁止新建与古城墙保护无关的建筑，
现存的应逐步拆除。

市人民政府应当在古城墙四角设置保护性标志，在已无遗存
的古城墙原址作出展示性标志，有计划地对古城墙进行维修并鼓
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

第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做好大同古城的绿化工
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砍伐或者擅自迁移重点保护区内
的古树名木。

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古树名木保护档案，划定保护
范围，设置保护标志，加强养护管理。

第十九条　文物保护单位和重点传统建筑的民居、店铺，由产
权所有者或使用者负责保养、维修。产权属于集体、个人的文物保
护单位的民居，市人民政府应给予一定的维修经费补贴。

非文物单位和个人占用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保护单位，应予
搬迁；暂时不能搬迁的，应与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签订临时占用合
同并负责建筑物的保护、维修。

文物保护单位和重点传统建筑的修缮计划和设计施工方案，
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条　重点保护区内单位和个人拥有的重点传统建筑，
市人民政府享有优先购买权。

第二十一条　重点保护区内设置广告的位置，应当经市规划
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第二十二条　重点保护区内禁止新建工业项目，现有工业企
业应逐步搬迁或改造。

第二十三条　大同古城内应当积极保护环境，推广应用低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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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燃烧技术。重点保护区内禁止饮食业经营者直接燃烧原煤，禁
止使用简易方式加工处理沥青、油毡、焦油、橡胶、塑料、皮革、树叶
及其他产生恶臭或有毒有害气体的物质。

第二十四条　市规划、建设、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大
同古城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以及居（村）民委员会、驻街单位，应当
加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加强垃圾网点建设和管理，做好清洁保
洁工作。

第二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大同古城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以
及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单位，应当完善古城内的市政设施和公
用设施。

第二十六条　市 人 民 政 府 应 当 控 制 重 点 保 护 区 内 的 人 口 规
模，有计划地引导重点保护区内的单位和人口向外分流，使人口密
度达到合理水平。

第三章　开 发 利 用

第二十七条　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对大同古城资源实施保护性
开发利用，发展旅游业及相关产业。

第二十八条　具备开放条件的重点传统建筑中的民居，在征
得居民同意后，由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设立游览标志，开放游览。

第二十九条　古建筑的复建，其设计方案经文物行政管理部
门审查同意后，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第三十条　市人民政府应建立大同古城保护档案，开展对大
同古城历史、文化及保护、开发利用的研究。

第四章　法 律 责 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规定
的，由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没收违法
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相关设施。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市规划行政
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并处工程总造价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
十五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款和第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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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三款、第二十九条规定
的，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由市建设行政管
理部门依照《大同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处罚。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市环境保护
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大同市烟尘控制区管理办法》处罚。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和大同古城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及
其各有关部门、单位和工作人员应当恪尽职守、严格执法；对大同
古城保护、管理工作失职、渎职的，应当依法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
直接责任人的行政、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
释。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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