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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规划研究

李昊宇
都市发展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 大连 116011

摘� 要：本文围绕大连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发展，以胜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为核心案例，探讨如何在城市更

新中协调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化发展需求。基于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政策文件，以及大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的具体实践，本文从保护目标、历史价值评估、规划策略和实施建议四个方面深入分析，提出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

中保护的实践路径。通过对国内外成功案例的分析以及大数据支持，本文力求为大连市及其他类似城市的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与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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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与文化根

基。如何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

产，已成为城市管理者和规划者面临的重要课题。历史

文化街区是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成为现代城市

更新的一个核心挑战。近年来，许多城市在追求经济发

展的同时，忽视了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导致了许多

宝贵遗产的流失。

大连市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历史文化街

区的保护和发展不仅关系到城市文化内涵的传承，也直

接影响到城市的整体形象与居民的生活品质。根据国家

相关政策文件，大连市明确提出将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作

为城市发展的重要任务。

本文以胜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为例，结合大连市历

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文件，分析街区的历史价值、现状

问题及保护措施，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实践经验的对

比，探索如何将保护与发展有机结合，提出切实可行的

规划与实施建议。这一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为实

际操作提供了实践参考。

1 大连市历史文化街区概述

1.1  大连市历史文化街区整体情况
大连市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其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规划确定了4片历史文化街区和24片历史文化风貌
区。其中，中山广场历史文化街区、东关街历史文化街

区、胜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和太阳沟历史文化街区为重

点保护对象。这些街区承载了不同的历史记忆，体现了

多元文化的交融。

中山广场历史文化街区是大连市政治、经济和文化

活动的重要场所，其欧式建筑群反映了近代城市建设的

辉煌成就；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以传统的中式建筑为

主，是大连市民间文化的集中体现；太阳沟历史文化街

区则以其独特的日式风情建筑和文化遗存而闻名。

1.2  胜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概述
胜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不仅是大连市的城市建设原

点，也是记录俄占、日占历史的重要遗存地。街区位于

大连市区北部，地理位置优越，是连接市中心与周边区

域的重要节点。

1.2.1  历史沿革
从19世纪末俄国人规划大连开始，胜利桥北街区便

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地带。沙俄时期，该街区被规划为

行政市街，建设了大量行政办公建筑与高官住宅；日占

时期则逐步发展为文教功能区。解放后，街区的功能不

断变化，至今仍保留了丰富的历史建筑和文化遗存。这

一街区的历史变迁，不仅见证了大连城市发展的历程，

也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化和社会变迁。

1.2.2  街区现状
根据《大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胜利桥北

历史文化街区总面积为30.65公顷，其中核心保护范围为
13.68公顷，建设控制地带为16.97公顷。街区现存建筑包
括俄式、日式和苏联风格的历史建筑，具有较高的历史

和文化价值。然而，由于年久失修和管理不善，部分建

筑面临损毁风险。此外，街区内的基础设施较为落后，

给保护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

2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政策背景

2.1  国家政策要求
自2016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了一系列关于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政策文件，强调保护与发展并重的原

则。如《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工作方案》

要求及时查漏补缺，确保保护价值的建筑及时认定公布；

《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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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在城市更新中应优先进行历史文化街区的调查

评估，未完成保护划定工作的区域不得实施更新。

此外，国务院于2020年颁布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提出要强化历史文化

保护的法律保障，加强多部门协作，推动社会各界广泛

参与。这些政策文件为地方政府制定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规划提供了重要指导。

2.2  地方政策实践
大连市自2019年启动东关街和太阳沟申报省级历史

文化街区的工作以来，不断加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力

度。2020年，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复了《大连市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规划》，为大连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发

展提供了政策依据。此外，大连市还制定了相关实施细

则，明确了保护范围、管理机构和资金来源，为具体保

护工作提供了操作性强的指导。

3 胜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分析

3.1  街区价值评估
3.1.1  历史价值
历史价值胜利桥北街区是大连城市发展的原点，见证

了俄占、日占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包括满洲青年联盟的

成立、大连民政署的设立等。这些历史事件赋予街区极高

的历史地位，同时也使其成为研究近代历史的重要资源。

3.1.2  科学价值
科学价值街区内保存的大量历史建筑和文化遗存，

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和技术水平，为城市历

史和建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些建筑不仅是历史

的见证，也是当代建筑设计与施工的重要参考。

3.1.3  文化价值
文化价值胜利桥北街区汇聚了多元文化，包括俄罗

斯、日本和中国的文化影响，其建筑和街区布局体现了独

特的历史风貌。这一文化融合的现象，不仅为学术研究提

供了丰富素材，也为文化旅游开发带来了广阔前景。

3.2  规划原则
大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明确了真实性、完整性

和永续利用的三大原则：

（1）真实性原则：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的真实信息，
避免过度翻新或仿造。

（2）完整性原则：整体保护历史文化遗存及其周边
环境，维持街区的历史肌理。

（3）永续利用原则：在延续传统功能的基础上引入
现代功能，促进历史街区的可持续发展。

3.3  保护目标
（1）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街区的文化价值。
（2）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通过文化旅游等方式提升

区域经济活力。

（3）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3.4  保护措施
（1）划定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明确保护

控制要求。

（2）修缮和活化历史建筑，将其转化为文化展览、
社区活动等功能空间。

（3）整治不协调建筑和景观，延续街区的历史风貌。
4 规划实施建议

4.1  基础设施升级
街区保护不应孤立进行，而应与现代基础设施建设

相结合，实现历史传承与现代功能的和谐统一。这包括

优化交通网络，确保街区内外交通流畅，同时减少对历

史建筑的干扰；完善市政设施，如供水、供电、排污等

系统的现代化改造，应兼顾实用性与街区风貌的保护；

提升环境质量，通过增设绿地、艺术装置、改善照明等

手段，为居民和游客创造舒适的生活与旅游环境，让街

区成为集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于一体的活力空间[1]。

4.2  社区参与和公众教育
建立社区主导的街区保护模式，鼓励居民积极参与

街区保护的规划与实施，形成自上而下的保护合力。通

过定期举办讲座、展览和文化活动，如街区历史回顾

展、传统手工艺体验等，增强公众对街区历史文化价值

的认识和认同感，营造全民保护的良好氛围。

4.3  多元化资金筹措
政府应设立专项保护基金，为街区保护提供稳定的资

金来源。同时，积极引入社会资本，鼓励企业捐赠，探索

公私合作模式，拓宽资金筹措渠道。此外，依托街区丰富

的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经济，如打造特色旅游线

路、开发文创产品等，为街区保护提供持续的经济支持。

4.4  法律保障与监督机制
完善地方立法，明确街区保护的法律地位和责任主

体，为保护工作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加强监督与评估

机制，确保规划实施过程中不偏离保护目标，及时发现

并纠正问题，保障街区保护工作的规范化和有效性[2]。

4.5 国际合作与技术交流
积极借鉴国内外成功案例，与相关城市和机构建立

合作关系，引入先进的保护技术和理念。通过技术交流

与合作，提升街区保护工作的规划设计与实施水平，推

动街区保护工作向更高层次迈进。

5 国内外成功案例分析

5.1  国内案例：上海田子坊
田子坊通过对历史街区的微改造，成功保留了其独

特的石库门建筑风格，同时引入艺术创意产业，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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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文化效益的双赢。

5.2  国际案例：法国马赛旧港区
马赛旧港区的更新项目注重保护历史遗存，并通过

文化活动、商业开发等方式激活区域活力，为胜利桥北

街区的更新提供了借鉴。

5.3  国内案例：广州市恩宁路
恩宁路的保护与更新项目重点强调传统街巷格局的

保留与传统建筑工艺的传承。在保护核心区的基础上，

结合岭南文化特色，引入文化旅游和创意产业，有效带

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5.4  国际案例：意大利威尼斯
威尼斯作为一个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城市，其保护

策略涵盖了水环境治理、建筑修复与功能转换等多方面内

容，为其他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6 保障措施

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发展过程中，一套全面而

有效的保障措施是确保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大连市胜

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城市历史文化的瑰宝，其保护

与更新工作不仅需要政府的主导，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广

泛参与和技术支持。

6.1  加强法律保障
完善地方性法规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的基石。

大连市应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制定或修订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条例，明确保护的范围、

责任主体、保护措施及处罚机制。条例中应详细规定

街区保护的具体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建筑风貌、环境整

治、业态管控等方面，确保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

循。同时，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对违反保护规定的行

为进行严厉处罚，形成有效的法律震慑。

6.2  加大资金投入
资金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的物质基础。政府应

设立专项保护基金，用于街区的日常维护、建筑修缮、环

境改善及文化活动举办等。此外，应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

道，鼓励社会资本通过捐赠、投资等方式参与街区保护。

政府可探索采用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吸引
社会资本投入街区保护与更新项目，实现共赢。同时，利

用街区独特的文化资源，开发文化旅游产品，增加经济收

益，为保护工作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3]。

6.3  建立多方合作机制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社区

的共同努力。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协调各方利益，推

动建立由政府、企业、社区及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的

保护与发展联盟。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探讨街

区保护与发展中的问题与挑战，制定解决方案。同时，

鼓励企业参与街区改造与运营，利用其在市场、资金、

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为街区注入新的活力。社区应成为

街区保护的积极参与者，通过社区自治、志愿服务等形

式，增强居民对街区保护的意识与责任感。

6.4  提升管理能力
提升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是保障街区保护工作高质

量实施的关键。政府应加强对保护规划人员的培训，提

高其历史文化素养、规划设计能力及项目管理水平。同

时，引入国内外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组织专题研讨

会、考察学习等活动，拓宽管理人员的视野[4]。此外，建

立专家咨询机制，邀请历史文化、城市规划等领域的专

家学者为街区保护工作提供专业指导

6.5  推动公众教育
公众教育是提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意识的重要途

径。政府应通过多种渠道，如社区活动、展览、讲座、

媒体宣传等，普及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知识，提高公众对

街区价值的认识。鼓励居民参与街区保护活动，如志愿

服务、历史建筑导览等，增强其责任感和归属感。同

时，利用街区内的历史建筑和文化资源，开发研学旅游

项目，吸引更多人了解、关注并参与到街区保护中来。

结语

胜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大连市历史文化名城的重

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城市发展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价值。在

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保护好这些历史文化遗存，不仅是对

过去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承诺。通过科学的规划和有效

的实施，胜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必将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

机，为大连市的城市发展注入更多文化活力。

同时，其他城市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也可从中

汲取经验与教训。城市管理者需认识到保护历史文化街

区不仅仅是文化遗产的延续，更是提高城市吸引力和竞

争力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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