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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新”在哪儿

公共服务
首次提出公共事务用地

核心区控规进一步明确首都功能核心区的规模与结构。

规划严格落实“双控四降”，让首都功能核心区逐步

“静”下来，创造一流人居环境。通过严控增量和疏解存量

相结合，向外疏解腾退和内部功能重组双向发力，严格控

制建设总量与人口规模，优化用地结构与人口结构，创造

良好人居环境。到2035年首都功能核心区常住人口规模

控制在170万人左右（到2050年控制在155万人左右），地

上建筑规模控制在1.19亿平方米左右，到2050年稳定在

1.1亿平方米左右。

在调整优化用地结构方面，通过适度提高公共服务设

施及公共事务用地比重、大幅提高公共空间规模和服务能

力，提高居住品质，改善人居环境。到2035年，公共服务设

施及公共事务用地占规划区域总面积的比重由现状

11.1%提高到12.3%，公共空间面积占比由现状34.3%提高

到38.4%。

在这里，考虑到当前的街区保护更新工作存在多重不

确定因素，核心区控规首次创新性提出公共事务用地这一

用地类型。公共事务用地内不固定某类特定功能，而是允

许结合现实需求适时安排文化、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体

育、社会福利、社区综合服务等任一类型的公益性设施，并

可随需求变化进行调整。

老城保护
明确11类保护对象

规划将加强格局保护作为老城整体保护最重要的任

务。提出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结合城址遗存保护、历史水

系恢复、绿化空间建设，将历史文化融入城市景观，进一步

强化老城空间的整体性。

规划围绕老城核心价值，深入解读“应保尽保”的保护

要求，在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九个方面文化遗产保护对象

基础上，突出首都功能核心区文化遗产特色，明确核心区

11类保护对象，将传统胡同、历史街巷、传统地名、历史名

园、革命史迹等纳入其中。逐步扩大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

围，严格落实老城不能再拆的要求，以更加深入的价值挖

掘、更加广阔的保护视野，让老城保护上升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

街区更新
减量背景下的城市更新

街区保护更新是城市更新在首都功能核心区里的特

定说法。北京的城市更新有四个特点：一是千年古都的城

市更新；二是落实新时代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城市更新；

三是减量背景下的城市更新；四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的城市更新。

这些特点在核心区的城市更新工作中表现得更为充

分，实施以街区为更新单元、以保护为更新重点的城市更

新更符合核心区的特点与定位。街区保护更新从街区、地

块、建筑三个层次，针对政务、文化、居住、产业四种功能类

型，按照历史保护、保留提升和更新改造三种方式推动街

区小规模、渐进式、可持续更新。

街区保护更新的主要目标是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优

化提升首都功能。街区保护更新的对象主要包括建筑物、

公共空间、公服设施、城市部件等内容。建筑物的更新包括

外立面、建筑屋顶整治更新，也包括建筑内部使用功能的改

造提升，如果是文物、历史建筑等保护类建筑，更新方式需要

按照保护要求进行保护、修缮以及调整不合理使用功能。

街区保护更新不能是增量式的更新，而应该是减量更

新；不以规模论，而是以服务品质论。这就需要以绣花功夫

做出精细活，以节约、高效为原则，通过建筑设计、规划设

计、政策设计等更新手段提升存量空间利用效率与利用水

平，促进核心区高质量保护与发展。

韧性城市
新增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明确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抓好疾病预

防控制，在核心区保留市疾控中心应急处置与检测功能，

做优做强区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合街道社区范围以及

防灾生活圈划定卫生分区，分类分区施策，提升基层卫生

设施建设标准，加强医疗救治力量配备和能力建设，筑牢

基层公共卫生“网底”。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发挥

其“探头”作用。建立各级医疗机构长效合作协同机制，实

现基层首诊、分级诊疗。提高院前急救能力，按照标准设置

急救中心、急救中心站和急救工作站，配备洗消设施。

进一步发展互联网医疗，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深化大

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提高精

准防疫水平。

夯实公共卫生基层基础。强化32个街道公共卫生职

责，把公共卫生服务管理纳入183个街区的社区治理体

系，发挥社区公共卫生委员会作用，用好物业企业力量，

依靠居民建立物管会或自管会，加强失管、弃管小区的服

务管理。

建设韧性城市。降低人口与建筑密度，为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预留空间。注重留白增绿，增加小微绿地、口袋

公园，提升公共开放空间覆盖率，加强城市通风廊道建设。

坚持平战结合，统筹好应急救灾物资的运输和储备，建设

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体育场馆等大型公共设施建立平疫

转换预案。

林荫街巷
乔灌草结合的街道空间

核心区的林荫街巷应具有良好的连续性和通达性，

并能够体现老城历史文化价值与现代城市风貌。林荫街

巷根据空间位置、功能属性的不同划分为三级，分别是作

为老城棋盘路网格局的林荫路，由其他城市干道或支路

构成的林荫景观街，以及景观生态与文化功能并存、串联

了城墙遗址、历史名园、历史水系等特色场所的林荫漫步

道，共同形成贴近市民日常活动、满足各类步行需求的林

荫网络。

林荫街巷不断追求绿化景观的优化建设，提升市民出

行的绿色获得感。林荫街巷将种植高大茂密的乔木，通过

乔灌草相结合的方式营造尺度亲切的街道空间，并设置植

篱、花坛、花架与休闲设施，共同营造环境优美的街巷景

观。尤其是林荫漫步道将使市民在漫步中领略自然的生机

盎然与浓厚的文化氛围，什刹海环湖绿道、传统商业文化

漫步道、红墙漫步道、文化探访路漫步道等多种主题的街

道风格串联其上，展示核心区特色，成为核心区步行的精

品路线。

交通出行
绿色出行比例提高到85%以上

核心区控规提出要提高首都功能核心区绿色出行比

例，到2035年绿色出行比例由现状73%提高到85%以上，

到2050年绿色出行比例不低于90%。通过街道空间整体设

计，加大步行、自行车路权保障，提高沿街绿荫覆盖，加强

停车治理调控，综合改善慢行体验，多措并举引导绿色出

行，建设健步悦骑城区。

在安宁交通方面，核心区控规提出，要通过各种措施

最大限度降低小汽车交通对居住区、学校、医院等区域的

噪声干扰或安全影响等。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随着日前《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

年-2035年）》（以下简称“核心区控规”）得到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

复，首都规划体系的“四梁八柱”已初步形成，首都规划建设从

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8月30日，核心区控规全文发布，文本

共五章76条，是首都功能核心区发展、建设、管理的基本依

据与具体要求。

核心区控规明确了首都功能核心区的战略定位： 首都

功能核心区是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中的“一核”，未来要将这

“一核”建设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

核心承载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地区，展示国家首都

形象的重要窗口地区。同时，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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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目标。

那么，此次发布的核心区控规中有哪些亮点？又新增了

哪些内容呢？

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落实好“双控四降”目标要求。

对西城目前的102个街区单元， 按照保护更新方案实
施要求，做好诊断分析、城市设计、业态功能优化调整等工作。

全面加强历史文化保护，推动老城保护与复兴。

深入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抓好背街小巷、一些城市角
落治理等问题。

积极推进减量发展、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实施好民生服务改善提升系列行动。
继续扎实抓好生活便利和服务提升等行动的实施。
不断推出一些新的专项计划：道路林荫计划、家庭医生

扩覆盖上水平计划。

◎持续推进天安门-长安街周边环境整治和空
间管控，全力营造安全优良的政务环境。

◎今年以中轴线沿线、故宫周边、崇雍大街沿线

为重点区域， 确定了8个重点街区和15个试点街
区，全面推动街区更新工作。

◎今年计划完成425条背街小巷精细化提升

和44个“美丽小院”的环境整治。

◎推动南锣四条胡同、 前门地区等重点街区的
恢复性修建和保护性修缮，完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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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主要是加强停车治理、 挖掘停
车潜力、优化布局、增加相应的有针对性
的停车设施，实现停车入位、合理收费。

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征集群
众意见， 保障综合整治工作顺利进行，
实现居住环境的有机更新。

核心区控规通过构
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
体系， 加强精治共治法
治，促进各类公共服务设
施分时共享、 内外联动，
完善社区-街区-街道三
级公共服务生活圈，优化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停车问题 核心区控规提出加强停车治理调控，有序缓
解停车矛盾，多措并举解决好停车问题。

老旧小区改造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的一个空间战略、
区域战略，有三步非常明显的空间性战略，第一步
是明确通州作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 第二步是设
立河北雄安新区， 第三步是编制首都功能核心区
规划。

这三个区域其实在承担着不同的职能， 这三
个职能原来都集中在北京的核心地区或者首都功
能核心区的周围，但是通过空间调整，把北京的行
政功能转移到北京城市副中心， 能够减轻北京中
心区的压力， 同时又能够保障北京作为一个2000
万人口的城市的正常运行。

明确北京的东、西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
这样把北京最核心地区的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出
去了，其实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首都职能。

■李晓江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疏解非首都功能减轻中心区压力

在具体内容上， 批复版跟草案最大的区别是
加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相关内容。首都功能核
心区的公共卫生体系关系到首都功能的保障，是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措施。
因此我们在最后这个版本里面，专门补充了关于
重大疫情防控机制的内容，夯实了公共卫生基层
的基础的相关要求，把健康理念贯穿到首都功能
核心区规划建设管理的全过程的各个环节，来增
强城市的韧性。

■石晓冬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及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技术负责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把健康理念贯穿到规划建设全过程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 国际遗产界对于历史城
市保护的理念， 包括中国自己的实践都形成了很
多先进的理念。应该说北京老城保护的规划实践过
程中，很好地创新、应用，或者探索了很多新的理
念，所以我觉得它的站位高和理念先进奠定一个高
水平科学规划的基础。

另外，我们国家过去几年有几件大事，强调京
津冀协同发展、 河北雄安新区的建设和北京城市
副中心的建设，所以这次整个老城的规划，首都功
能核心区的规划， 是在一个大的区域视角下布局
的一个重要的举措，或者举措的构成之一。所以它
有一个区域的视野，这在北京老城保护规划里，整
个过去的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也是一个新
的历史起点。

■张杰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院长、遗产中心副主任、清控人居遗产院院长

关注老城保护的区域视野

权威声音

远期 要进一步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
平，引导大家更多地绿色出行，以降低小
客车出行依赖性。

控规提出将分类推进老旧小区综合
整治， 逐步完善老旧小区人居环境整治
菜单，实现老旧小区申请制、订单制改造。

首都功能核心区位置与区位分析图荩

专家解读

■张维
首规委办主任、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主任

突出民生改善是编制核心区控规重要要求

■卢映川 西城区委书记

西城区六个方面重点任务

■夏林茂 东城区委书记

东城区“任务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