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老
字号进一步加强保护
文物保护单位进一步提升开放比例

历史文化街区面积占规划区域面积比例26%以上， 占老城比例

34%以上

·规划小目标·

北京老城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

见证，是北京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全国文化

中心最重要的载体与根基。要严格落实“老

城不能再拆”，坚持“保”字当头，以更加积

极的态度、科学的手段实施老城整体保护，

精心保护好这张中华文明的金名片。通过

公共空间建设、城市风貌管控，推动在保护

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彰显传统文化和现

代文明相互交融、历史文脉与时代新风交

相辉映的独特魅力。

强化老城独特壮美的空间秩序。强化中

轴线和长安街的空间统领作用，扎实推进中

轴线遗产保护。全面强化老城空间的整体

性，依托城址遗存、棋盘路网、历史水系、九

坛八庙保护，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让历史文化

融入城市景观。

最大限度留住历史印记。持续丰富和

拓展保护对象，进一步加大历史文化资源

普查，建立健全遗产登录的常态化机制。分

批划定历史文化街区和特色地区，分批公

布历史建筑、传统胡同、历史街巷及历史名

园保护名录，建立健全古树名木及大树保

护信息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留住

更多具有历史价值的老字号、老物件、老手

艺、老剧目，留住京味儿。

生动讲述老北京故事。鼓励历史文化

遗产开放与合理适度利用。采用传统工艺

高标准修缮，传承传统营造工艺。展示老城

特色文化空间。以西单北大街一线、平安大

街、东单北大街一线、两广路为核心骨架，

串联老城内重要的公共空间、历史节点和

城市地标，形成集中展示老城文化、贴近百

姓生活的文化空间。推动文化探访路体系

建设，分区域形成主题鲜明的10条精品探

访线路。营造特色景观视廊，围绕看城市、

看山水、看历史、看风景主题，保护景山万

春亭、北海白塔、天坛祈年殿等地标建筑之

间的36条景观视廊。

建立区级统筹、街道主体、部门协作、

专业力量支持、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街区

保护更新实施机制。

依托东城区17个街道和西城区15个

街道进一步划分183个街区，每个街区面

积大约0.4-1平方公里，大约涉及2-4个

社区。

以街区为单位，形成可直接指导实施

落地的年度实施计划、项目库等，以科学

合理配置土地及空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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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了解到，《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草案）正式发布，并向社会展

开为期30天的公示。根据控规草案，东西城两城区将建政务环境优良、文化魅力彰显和人居环境一流的首都功能核心区。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第一， 功能定位准
确。这一次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定位，就是国家
的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这三
个功能的核心承载区。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确定
的北京城市战略定位是四大功能， 还要加上
科技创新中心， 那么根据东城区和西城区的
范围，前三个中心绝大多数的活动、设施、功
能都是在这个区域，所以定位非常关键。

第二，目标非常清晰。目标实际上抓住
了主要矛盾。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要创造
优良的政务环境，这是首要的。

第三，它的对策非常得当。针对这个目
标提出来的，比如说减量、减负、疏非（疏解
非首都功能）、提质、铸魂，这些既对接现在
的问题，又瞄准未来的目标。

·亮点解析·

这次首都功能核心区的控规，我觉得最
大的亮点是它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赋予这
个区域的三大任务有机地统筹在一起了。这
三大任务就是建设政务环境优良、文化魅力
彰显和人居环境一流的地区。 这三个任务，
让首都功能的核心区有着鲜明的特征。所以
在保障中央政务环境方面，它有非常重要的
责任，也是一个核心地区。

其中这里面老城62.5平方公里， 是我们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古代都城留下的文化
价值，所以把老城整体保护好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责任，可以彰显我们中华文明的魅力。

同时东城区和西城区又居住、 工作着很
多的市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提升又是我们市
民的需求， 所以这三方面空间上结合在一起，
让它们的功能都充分发挥，它们的任务都充分
实现，相互支撑、相得益彰，这是首都功能核心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院长杨保军：

●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
专家李晓江：

这次首都功能核心区的规划， 除了政务
功能、历史文化保护以外，特别强调这个地区
的民生工程和民生的改善。 我觉得这方面的
关系上处理得非常好， 或者说我们一方面要
服务好中央的政务功能， 一方面要保护好历
史文化， 同时要让当地百姓的生活能够得到
进一步的改善，能够让民生获得足够的保障。

这次规划有一个特点，我们注意到它的
所有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市环境，包括
功能的调整， 不止是在92.5平方公里， 或者
62.5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进行布局， 是将
整个东、 西城区92.5平方公里的32个街道进
一步细分成183个街区。 这样每个街区平均
面积0.5平方公里左右， 就是所说的生活街
区的概念，它把所有的安排、所有的管控要
求，包括首都功能的要求落实到街区。

●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石晓冬：

如何保障安全、优良的政务环境？如何创建一流的人居环

境？如何推动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规划草案一一予以明确。

规划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

对首都功能核心区的战略定位：

首都功能核心区是全国政治中

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核心

承载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

地区，是展示国家首都形象的重要窗

口地区。

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核心承载区战略定位

政务环境优良、文化魅力彰显、人居环境一流

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

体规划（2016年-2035年）》要求建设政务

环境优良、文化魅力彰显和人居环境一流

的首都功能核心区。规划严格按照《北京

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要求

进行了细化落实，提出建设纲维有序、运

行高效的国家中枢，古今辉映、礼乐交融

的千年古都，舒朗庄重、蓝绿环抱的文化

名城，功能融合、内外联动的宜居城区，和

谐宁静、雅韵东方的人居画卷。

发展目标

规划提出调整优化用地结构：适度提

高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比重，提高居

住品质，改善人居环境。城市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占规划区域总面积的比重由现状

11.1%提高到12.2%。大幅提高公共空间

规模和服务能力，公共空间面积占比由现

状34.4%提高到38.9%。

严格控制建设总量：统筹考虑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着力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

提升首都功能，创造一流人居环境。严格

控制建设总量，形成适宜的建设密度。科

学利用地下空间。

调整优化用地结构，严格控制建设总量规模结构

“两轴”指中轴线及长安街。中轴线以

文化功能为主，展示传统文化精髓，体现

现代文明魅力。长安街以国家行政、文化、

国际交往功能为主，体现庄严、沉稳、厚

重、大气的形象气质。

“一城”指北京老城。推动老城整体保

护与复兴，建设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代表地区。“一环”指沿二环路的文化景观

环线。建设展示历史人文景观和现代化首

都风貌的公园环。

强化两轴、一城、一环的城市空间结构空间布局

推进街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护更新

以人民为中心的首善之区人居环境

聚力民生“七有”“五性”，把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落细，构建优质均衡

的公共服务体系、安全可靠的基础支撑体

系、绿色高效的城市交通体系、和谐宜人的

居住环境、智慧精细的城市管理，成为人居

环境一流的首善之区。

塑造平缓开阔、壮美有序、古今交融、

庄重大气的总体城市形象。加强空间秩序

管控与特色风貌塑造，延续古都历史格局，

烘托两轴统领、四廓定界、平缓开阔、壮美

有序的整体空间秩序。保护好传统文化基

因，通过公共空间和建筑形态精细引导，形

成凸显传统风貌基调的眺望景观、城市色

彩与第五立面，绘就千年古都菁华、东方人

居画卷。

划定三类特色风貌分区：划定古都风

貌保护区、古都风貌协调区和现代风貌控

制区三类分区，对建筑风貌与公共空间进

行差异化管控与引导，彰显首都风范、展现

古都风韵。

实施严格的建筑高度管控：实施最严

格的建筑高度管控，凸显老城整体空间形

态特征、展现舒朗壮美的空间秩序。

强化特色风貌街巷塑造：加强街巷环

境治理，形成具有不同时代特征和功能特

点的特色风貌街巷。重点加强对街巷内各

类环境要素的整体性、精细化、差异化管

控，营造风貌特色突出、功能类型多样、空

间形态丰富的特色街巷，描绘鲜活的生活

图景。

推动公共空间精细化与艺术化塑造：

鼓励因地制宜建设尺度亲切、实用有趣、开

放多元的公共空间，形成一批与古都风貌

相协调、与公众需求相适应的公共活动场

所，构建散发古风古韵、融入现代生活的公

共空间体系。

平缓开阔、壮美有序、古今交融、庄重大气城市形象

建设弘扬中华文明的典范地区老城保护

● 文化传承

绿色出行比例达到85%以上

公交车站300米半径人口和岗位覆盖率达到100%

地铁车站800米半径人口和岗位覆盖率达到95%以上

平均通勤时间减少至45分钟以内

● 绿色出行

推进老旧隐患管道更新改造；多种措施改善排水系统

河湖水质达标率达到99%以上；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9%

● 可靠市政

多种途径推动教育资源布局优化和品质提升

基础医疗卫生机构15分钟可达基本全覆盖；社区养老服务驿站10分钟可达基本全覆盖

公共文化设施15分钟可达基本全覆盖；全民健身设施15分钟可达基本全覆盖

人均公共绿色空间面积增长25%以上

● 公共服务

● 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邱跃

首先是编制的体例上，它的名称叫首都
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但是它又跟一
般的控规不一样，它含着一些分区的内容和
总体的要求，形象地说它比控规高，比分区
细。总体的规划思路，我叫“四定”：第一，定
位，就是战略定位；第二，定向，发展方向；第
三，定量，多少人、多少地、多少房；第四，定
型，它是什么空间形态、什么环境生态。其实
我认为还有第五定，定相，就是我们首都是
一个什么模样，即塑造平缓开阔、壮美有序、
古今交融、庄重大气的总体城市形象。其次，
在内容上此次规划把名城保护的原则、理
念、要求、措施和改善民生紧密的结合在一
起，难能可贵。因为保护和民生的改善有时
会产生矛盾，这一次的控规把这两个主要矛
盾的两个方面有机的结合起来，体现了习总
书记说的：“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