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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将废止该条例列入了 2023年度立法计划。市

人大常委会会议对市人民政府提出的废止条例

的议案进行了审议，根据审议情况，市人大常委

会作出了废止决定。

法制委员会认为，废止该条例有利于维护

国家法治统一，作出废止决定的过程符合立

法程序的规定。建议经本次常委会会议审查

后批准该废止决定，由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公

布。

废止决定和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予审查。

为了建设高品质城市，打造世界文化旅游名

城，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人居环境，保持城市建

筑风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对

加强丽江市（以下简称市）中心城区建筑风貌管

控作出如下决定：

一、加强中心城区建筑风貌管控，要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

筑方针，尊重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强化城市设计

引领，优化城市格局和空间形态，延续历史文脉，

体现城市精神，展现时代风貌，彰显丽江特色。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丽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加强丽江市中心城区建筑风貌管控的

决定》的决议

（2023年5月31日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丽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加强丽江市中心城区建筑风貌管控的决定

（2023年4月28日丽江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2023年5月
31日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

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审查了《丽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加强丽江市中心城区建筑风貌管控的

决定》，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审查结

果的报告，决定予以批准，由丽江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 32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3·5

二、本决定所称中心城区范围包括主城片

区、新团片区、西山片区、玉龙县城片区等，具体

范围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确定。

三、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中心城区建筑风

貌管控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组织编

制相关规划设计导则，统筹推进中心城区建筑风

貌管控工作。

古城区（以下简称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以下简称县）人民政府应当履行属地责任，组织

落实中心城区建筑风貌管控工作。

市、县（区）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

和城乡建设、文化和旅游、发展改革等部门和古

城保护管理机构按照各自职能职责，共同做好中

心城区建筑风貌管控相关工作，并加强组织实施

和监督指导。

四、中心城区建筑风貌管控要求，应当纳入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以及村庄规划编制

内容。

编制和实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应当科学确

定中心城区整体空间格局和城市建筑风貌定位，

统筹划定历史文化保护范围，合理布局视线廊

道、景观廊道、通风廊道、开敞空间等，加强对城

市公共空间、滨水、临山区域以及城市主干道天

际线的规划设计和控制引导。

编制和实施详细规划，应当统筹城市景观和

环境容量，优化建设用地布局，遵循城市绿线、蓝

线等管理规定，结合中心城区建筑风貌分区，加强

城中村建筑风貌管控和引导，分类细化城市建筑

风貌管控规定，把握建筑空间尺度，依法合理设定

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建筑高度等技术指标。

编制和实施村庄规划，应当根据村庄地域特

征、传统风貌、民居特色以及村民生活习惯等因

素，统筹村落空间特色要素，确定建筑风貌特征，

加强村庄风貌管控和引导。

五、城市设计应当立足城市空间格局，结合

城市自然山水、历史文脉、景观视廊和周边环境，

对建筑群落的空间布局、建筑风貌、环境设计以

及建筑高度、体量、尺度、色彩、材质、风格等作出

设计引导，对重要地段、公共广场、公园湿地、交

通走廊、滨河空间和其他重要景观风貌节点的建

设项目开展引导管控，保护丽江古城和玉龙雪山

等景观视廊，构建城市与古城、雪山、蓝天、山水、

田园、村庄相互映衬的景观，营造错落有致、层次

分明的建筑天际线，形成特色鲜明、视线通透、协

调有序的城市建筑风貌。

六、建筑设计应当依据建筑功能，彰显各自

特性，强化对建筑高度、体量、造型、色彩等的设

计引导，加强对建筑立面、建筑屋顶、景观绿化、

附属小品的一体化设计，注重吸纳传统民居建筑

文化特色，鼓励传承与创新，促进新老建筑风貌

协调，延续城市特色风貌。

山地建筑应当依山就势、因地制宜、错落布

局，弱化建筑体量，与周边环境融合协调。

七、中心城区建筑风貌按照传统建筑风貌

区、传承建筑风貌区、本土现代建筑风貌区实施

分区管控；文物保护单位建筑风貌按照文物保护

法律法规实施管控。

传统建筑风貌区为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

遗产区和缓冲区；传承建筑风貌区为西山片区、

玉龙县城片区以及主城片区除世界文化遗产丽

江古城遗产区和缓冲区以外区域；本土现代建筑

风貌区为新团片区。

八、建筑高度实施分区上限管控。严格中心

城区高度控制，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提出三个

分区建筑高度控制要求，在详细规划以及专项规

划中明确三个分区具体地块的建筑高度。传统

建筑风貌区遗产区建筑檐口高度控制在 6.5米以

内，缓冲区建筑檐口高度控制在 8.5米以内；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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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风貌区西山片区北片区（长水路以北）建筑

檐口高度控制在 12米以内、南片区（长水路以南）

建筑檐口高度控制在 14米以内，玉龙县城火车站

区域建筑檐口高度控制在 40米以内，其余建筑檐

口高度控制在 24米以内；本土现代建筑风貌区建

筑檐口高度控制在 80米以内。确因公益性公共

建筑功能需要超出限高的建筑纳入详细规划依

法审定。

九、建筑面宽实施分类管控。传统建筑风貌

区建筑物连续面宽控制在 30米以内；传承建筑风

貌区以及本土现代建筑风貌区临街、临城市广

场、临公园绿地新建低层和多层主体建筑连续面

宽控制在 60米以内，高层建筑连续面宽控制在 50
米以内。标志性建筑、重要公共建筑连续面宽确

需突破的纳入详细规划依法审定。

十、建筑屋顶管控。传统建筑风貌区的建筑

采用双坡悬山或者双坡硬山屋顶，延续传统民居

屋顶的形式、材料、坡度以及细部做法。

传承建筑风貌区以及本土现代建筑风貌区

的建筑屋顶按照建筑层数实施管控。低层建筑

采用深出檐双坡屋顶；多层建筑采用坡屋面为

主、平坡结合的屋顶；高层建筑屋顶应当根据建

筑功能决定屋顶形式，体现本土建筑特色，保持

街区建筑整体协调。建筑屋顶太阳能设施、突出

屋面的设施构造间应当与主体建筑一体化设计；

鼓励有条件的实施屋顶绿化。

十一、建筑色彩应当与建筑场景相融合，建

筑基调色选用灰白色为主的中性色系，采用低明

亮度、中低纯度色彩。

十二、建筑材质应当与自然环境、民族文化

相融合，与建筑风格、使用功能相匹配，采用美观

大方、耐久性好的绿色环保建筑材料，鼓励使用

地域性特色材料。

传统建筑风貌区的建筑屋面应当使用传统

的灰色青瓦；传承建筑风貌区以及本土现代建筑

风貌区的斜坡屋面和斜檐材质应当根据建筑类

别、体量、高度确定。

十三、文化宣传、户外广告、商业牌匾、城市

照明、电力通讯、标志标识的设置应当符合相关

规范和标准要求，体量、形式、色彩应当与建筑风

格、城市风貌以及周边环境相协调。

十四、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

规规定，擅自拆改、增建建（构）筑物，擅自改变原

有的建筑立面、色彩和形状。对违反管控要求的

行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或者处罚。

十五、市、县（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应当采取执法检查、代表视察等方式加强对本决

定实施情况的监督。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对中心城区建筑风貌管控工作的监督检查，定

期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中心城

区建筑风貌管控工作情况。

十六、本决定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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