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商报：城市副中心从规划到建设，每一
步都吸引了大量的目光， 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
副中心在规划过程中经历过哪些变化？

李涛：1993年，通州就是北京一个重要的卫
星城，2005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了它是三

个重点发展的新城之一。2012年后，随着“聚焦通

州”的提出，通州区实现一个跨越式的发展。2014

年，逐步形成了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成为北京“新

两翼”的发展战略，我们也迅速开展了城市规划

的编制工作。首先是从空间设计开始，形成了副

中心规划的18点共识，之后进一步统筹产业发

展、教育配套、医疗设施等各种专项规划要求，在

空间基础上进行整合，形成了这个规划。

北京商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
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的统领下，近
年来，城市副中心对规划也进行了不断的深入和
细化，取得了哪些进展？

李涛：目前副中心“1+12+N”规划编制体系
基本建成。“1”是作为统领的城市副中心控规，是

未来副中心的一张蓝图。“12”是在155平方公里

中划分36个家园为基础的12个组团。12组团的深

化方案，目的是把控规系统性的要求进一步细

化。“N”则是从城市精细化管理角度出发，形成若

干个专题专项导则，如街道、滨水空间的设计。

北京商报：根据规划定位，副中心将着力打
造和谐宜居、新型城镇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三
大示范区。对此，进行了哪些布局，有何新进展？

李涛：在和谐宜居上，我们主要从发挥通州
自身的优势出发，打造和谐宜居的生活环境。

在新型城镇化示范区的打造上，除了副中心

155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外围还有许多特色小城

镇和农村，希望通过城乡统筹发展，形成“众星拱

月”般的布局方式，共同发展提升，承担中心城区

的疏解任务。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来说，目前是重点聚焦北

三县这个区域。希望未来通过副中心建设，能够

落实“四统一”的整体要求。通过副中心高质量建

设，能把北三县带动起来，协同发展，不仅是空间

上的物理格局，更要形成化学反应，能够更好地

承接非首都功能。

副中心管委会规自局副处长李涛：

“1+12+N”规划编制体系基本建成

【亲历者说】

人随产业走。想要引导中心城区人口转移，

除了着力打造和谐宜居之都，推进职住平衡，“宜

居又宜业”也是城市副中心的发展核心。

“副中心产业发展的最大优势就是体制机制

上的创新，成立了由副市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隋振江任组长，全市19个市级

部门和结对区组成的副中心市级产业专班，就是

要‘举全市之力’推动副中心产业发展，市级各部

门的资源都在向城市副中心倾斜，市级层面能突

破的政策优先在副中心先行先试，将副中心打造

为体制机制创新的高地。”副中心管委会发改局

副处长张腾介绍。

副中心的发展也吸引了企业的目光。佳华科

技从2013年起在通州承担智慧环保的建设工作。

“通州有很好的科技土壤，我们在人才、技术上都

得到了很大的帮助，‘通八条’惠企政策也正逐步

享受到。”佳华科技副总王振廷谈道。

王振廷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我们对于副中

心规划也是时刻关注的。2016年将企业总部迁到

通州，也是看好这一战略。也希望借着我们在物

联网领域的一些优势，参与到副中心的建设中

来。目前我们在智慧环保、智慧社区方面也有些

涉足，在副中心发展的背景下，这些项目推进落

地起来也是比较有劲的。”

随着副中心建设，通州的产业转型也走上快

车道。以发展新金融、绿色金融作为明确定位的

运河商务区快速崛起；张家湾设计小镇将承载中

关村高科技企业的疏解，打造全市应用场景的

示范基地；以环球影城为代表的文旅区更是潜

力无限。

据通州区商务局透露，从通州区的产业结构

来看，服务业在近年来呈快速增长趋势。2019年

通州区第三产业产值相比2015年增长了一倍。其

中商务产业支柱地位凸显，占通州区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重也基本稳定在20%左右。

在产业链条上，要形成中心城区、副中心与

新城、北三县组成的三个产业圈层，根据产业对

于人群、技术、资本等要素的不同需要，实现产业

在圈层间的流动，在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同

时，降低产业成本，达到资源最优配置。只有通过

长的产业链来吸附，才能更好地留住企业、留住

人才。 北京商报记者 王晨婷

·职住平衡留人留企·

副中心升级路径

在李迪阳看来，随着老城“双修”的推进，老

城面貌焕然一新，城市明显更宜居、更便民了。副

中心老城区规划范围约58.5平方公里，城市修补

和生态修复也涉及居民生活的点点滴滴。

副中心155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外，外围还有

许多特色小城镇和农村。“在规划定位上，副中心

还将打造新型城镇化的示范区。其实就是希望通

过城乡统筹发展，城镇和农村能够协同起来，形

成‘众星拱月’般的布局方式，共同发展，也共同

承担中心城区的疏解任务。”李涛表示。

例如距离副中心核心区10公里的■县镇被

定位为“健康小镇”。坐落在■县镇的甘李药业

副总经理宋维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县镇

近几年不断引进健康相关产业、医药制造业、

医疗卫生产业等，为■县城镇化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未来也会为落户企业的蓬勃发展提

供优质的社会资源。”

与此同时，民生工程也加速落地。北京学校

中学部及共享区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9月外

檐亮相，年底完工。景山学校通州校区主体结构

已基本完成，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已完成35%。安

贞医院通州院区完成整体土护降总量的25%。友

谊医院通州院区二期完成现场围挡搭设。儿研所

通州院区完成方案设计招标。

2014年
城市副中心规
划编制启动

2018年12月
党中央、国务院正式
批复《北京城市副中
心控制性详细规划
（街区层面）（2016
年-2035年）》，与雄
安新区形成北京新
的两翼

2019年1月

北京市级行政中
心正式迁入城市
副中心
中共北京市委城
市副中心工作委
员会、 北京城市
副中心管理委员
会正式揭牌成立

2019年4月
市级赋予副中心
的17项市级行政
权力和13项其他
职责正式生效

2015年4月
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通过《京津
冀协同发展规划
纲要》，明确提出
打造“以首都为
核心的世界级城
市群”

2020年上半年

通州区地区生产总值
突破千亿大关
较2015年增长72.37%

2019年

2014年2月
习近平总书记到
北京视察工作，
指出要结合功能
疏解， 集中力量
打造城市副中
心， 做强新城核
心产业功能区，
做优新城公共服
务中心区， 构建
功能清晰、 分工
合理、 主副结合
的格局

各类高精尖重点签约项目
达到72个

计划投资总额约864亿元

新设市场主体数量
8113户，居全市第三

新增注册资本亿元以上企业
114家

同比增长72.73%

重大工程
新开工49项

完成竣工验收11项

基本完工等待验收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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