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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AC01-2024-0020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杭政办函〔2024〕61号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杭州市加强考古前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杭州市加强考古前置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 11月 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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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加强考古前置工作实施方案

为高效处理文物保护和土地开发、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完

善考古前置工作组织实施、监督管理等规范流程，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和《浙江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土地储备考古前置管理规定的通

知》（浙政办发〔2023〕46号）等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严格遵循“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

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坚持落实“先考古、后出

让”“先考古、后建设”的工作制度。

市文物主管部门核定可能存在历史文化遗存的土地，在依法

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文物遗存保护前，原则上不予收储

入库或出让（划拨）。

二、职责分工

1.市文物主管部门受省文物主管部门委托，负责在杭州市域

内，组织开展除省文物主管部门认定的重要文物分布区之外的考

古前置工作，协调和监督考古发掘资质单位按期完成考古工作。

2.各级发改部门负责在拟定年度重点项目计划时，提前告知

同级文物、名城主管部门，并征求相关意见，根据文物保护要求

调整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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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级财政部门负责指导考古前置工作经费预算的编制和

考古工作必需设施设备的政府采购管理。

4.各级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根据考古前置相关文件要求，督

促相关单位在土地收储或出让（划拨）前依法开展考古前置工作，

指导规范报送有关文件，并提供真实有效的图纸资料等。规划和

自然资源部门在编制年度土地储备计划时，应征求同级文物、名

城主管部门意见，明确区域内是否需要实施考古调查和历史文化

资源保护。

5.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应配合同级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编制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排查地面不可移动文物和地下文物可能埋藏

区域，监督管理辖区内的考古前置工作。

6.各区、县（市）政府依法履行考古前置工作的主体责任，

严格落实考古前置工作要求，建立文物和发改、财政、规划和自

然资源、城乡建设等部门参加的考古前置工作协同机制，协调处

理考古前置工作与城乡建设的关系。

7.各级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以及建设单位依法做好考古前

置相关工作，为考古工作预留足够时间。

三、工作管理

（一）考古调查阶段。

1.拟收储或出让（划拨）土地由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或建设

单位根据相关规定向市文物主管部门提出考古调查申请，文物主

管部门对拟建设区域是否存在历史文化资源进行评估，明确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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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古前置工作和地面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等要求，并开展相应

工作。

2.在考古调查阶段，各区、县（市）文物主管部门应结合考

古调查，了解拟收储或出让（划拨）土地范围内地面不可移动文

物的情况。

（二）考古勘探阶段。

3.拟收储或出让（划拨）土地的考古勘探由市文物主管部门

会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发改等部门汇总进度情况，定期向市、

区县（市）政府和相关部门进行通报，加快考古勘探进度。

4.市、区县（市）文物主管部门建立考古勘探工作的监管机

制。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应遵循国家及省、市关于考古工作的规范

要求，加强考古勘探的全过程管理，提高考古勘探结论的准确性，

确保资料的完整性。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在发现建设项目和拟出让

土地范围内存在文物遗存后，应进一步加大勘探力度，明确遗存

性质和范围，由属地文物主管部门依法做好后续保护措施。

5.考古勘探确认的地下文物遗存，在明确范围后，首先选择

原址保护，通过调整用地红线和建设方案等方式，在土地出让（划

拨）或建设时予以避让；确实无法避让的，依法实施考古发掘。

（三）考古发掘阶段。

6.市文物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考古发掘工作的领导与统筹，在

考古发掘力量、考古发掘领队资格数量和需要考古发掘的项目不

能完全匹配的状况下，加强考古发掘工作的计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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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考古发掘资质单位要研究引进具有考古发掘团体资质的

高校、机构等社会力量，建立较为完善的项目招标、发掘质量管

理和出土文物及资料管理等制度，补充本地考古发掘力量，并将

实施情况报告市文物主管部门。

8.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完成考古发掘工作后，需向市文物主管

部门提交考古发掘工作报告，并接受市文物主管部门的检查和验

收。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应及时组织开展考古发掘项目的资料整理、

报告编写和出土文物登记等工作。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应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移交国有文物收藏单位。

9.考古发掘发现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文物遗存，应实施原址

保护；经论证不能实施原址保护的，依法实施迁移异地保护。

（四）考古结论的出具和运用。

10.市文物主管部门审查考古调查、勘探或发掘工作报告后，

向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或建设单位出具考古审查意见。

11.市文物主管部门出具考古审查意见后，后续工作可按有

关规定开展。

四、保障措施

各地各部门要及时研究解决考古项目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并在考古能力建设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市文物主管部门要加强考

古前置工作指导，建立考古前置工作的通报和绩效评估等制度。

各级文物主管部门要结合区域内地下文物的丰富程度，以多种形

式加强考古专业力量的引进、培养和有效使用，要建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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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提高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专业技术水平，更好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

本方案自2024年 12月 26日起施行，由市园文局负责牵头组

织实施。本方案施行前未开展考古前置工作的已出让（划拨）土

地的考古工作，以及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发现文物后的考古工作，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纪委，杭州警备区，市各群众团体。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市各民主党派。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11月2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