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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北京“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十大工程包

1.全国政治中心建设

◇主要内容：推动实施长安街沿线及
中南海周边等重点地区综合整治和景观

提升、核心区老旧小区改造、核心区棚户

区改造、“三山五园”地区整体保护等4项

工程。

◇专家声音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
究员邓羽：

北京长期高速增长，城市规模巨大，
历史文化保护与政务创新环境塑造都面
临严峻挑战， 尤其是长安街沿线及核心
老城区。对标国际都市，北京城市规模呈
现出高密度集聚而人居环境退化特征，
尤以核心区与中心城区为甚。因此，亟需
通过精简城市规模，创造有序、高效的政
务环境。

建议针对实施体系中的规划管理环
节，根据减量目标，创新规划管理机制，
搭建“两规合一”的规划编制体系；构建
“控制性详细规划+土地整治规划+增减
挂钩规划”的规划编制体系，整合相关规
划，明确工作重点与责权，搭建融合平台
落实减量工作。

2.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主要内容：推动实施中轴线申遗保
护、老城整体保护和街区更新、大运河文

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

青龙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建设等9项工程。

◇专家声音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文旅
部“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魏鹏举：

中轴线的申遗保护工作对历史文化
资源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一方面在
申遗的过程中能够开展更规范、更公开、
更权威的保护工作，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
推动区域文化品牌的建设。 申遗保护工
作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权威性和公共认知
度的事件，如果申遗成功，这将在全球起
到区域文化品牌的建设和推广的作用。

扩大历史文化街区首先要发挥政府
的作用，前期的基础性投入需要政府的保
障，同时建章立制，保护文物资源。

3.国际交往中心建设

◇主要内容： 推动实施大兴国际机
场配套工程、首都国际机场国门再造工

程、“三平台”承载空间建设、国际交往设

施提升等7项工程。

◇专家声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研究
员刘向东：

大兴国际机场、 首都机场是北京对
外交往和开放的门户， 将来从首都机场
运行的方向来看， 其国际航班和国内航
班密度是非常饱和的， 充分利用两个机
场调配国际航线资源， 将同时为国际旅
客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能够增强整个北
京对外联系的广度和宽度。同时，既要保
证对外联系的高效，又要保障安全，做好
防疫工作。

4.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主要内容： 推动实施国家实验室建
设、中关村科学城创新策源工程等7项工程。

◇专家声音
创道投资咨询合伙人步日欣：

现在很多高校都在探索国际前沿科
技领域，但由于缺少一个好的产业模式去
转化，所以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了，导致
了产业化的落后。因此，打通科研院所推
向市场的链条对于科技创新至关重要。

◇代表建议
市人大代表、北京华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朱卓：

首先要把基础夯实好，提供优质的产
品和解决方案， 服务北京数字经济发展。
希望能够在全市层面统筹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的规划，政策上支持国内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

5.京津冀协同发展

◇主要内容：推动实施城市副中心运
河商务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环京生态

环境联防联控、京津冀产业协同、京津冀

能源协同等21项工程。

◇专家声音
首都经贸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副院长叶
堂林：

眼下，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向2.0时代，
但三地产业条件悬殊仍较大，天津、河北
尚不具备承接北京科技成果落地的条
件， 大批北京企业仅能将研发成果推向
东南沿海地区落地， 只有打造完整的产
业链，才能够进一步实现京津冀一体化。

◇代表建议
市人大代表、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北
京）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姜镭：

北京自身的承载能力有限， 科创产
业链发展也需要其他地区的力量， 因此
还是要将整个京津冀统筹起来。 以集成
电路为例，没有分工和专业的集群，要么
一窝蜂上，形成大量的重复产业；要么各
做各的，互相不能匹配，始终形不成完整
的产业链。

◇建设目标：
增强中央政务活动服

务保障能力，营造安全、高
效、有序的政务环境。

1月23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正式开幕。《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草

案）（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草案”）提交大会审查。

这份长达233页的规划纲要草案全面勾勒了未来5年乃至15年的北京发展全貌，涉及“四个中心”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构建现代

化经济体系、建设高品质宜居城市、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等诸多内容。由此，北京“十四五”时期的十个重大工程包也随之出炉。

7.城市更新

◇主要内容：推进实施老旧小区综合
整治改造、老旧厂房“活力复兴”、传统商

务楼宇升级改造、传统商圈改造、城市公

共空间改造提升、架空线入地、城市天然

气消隐等7项工程。

◇专家声音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

通过老旧小区改造， 可以刺激新
的住房需求 ， 也带动了包括水泥 、建
材、电梯等产业的更好发展，同时释放
了新的市场活力。 而老旧小区改造一
个较大的难点是建筑的历史成分比较
复杂， 尤其是很多老旧小区改造的价
值量较大，同时权属关系很复杂，不改
还好， 一改就引起各类经济利益的问
题， 所以要加快老旧小区的权属调查
和改造流程梳理。

8.基础设施补短板

◇主要内容： 推动实施轨道交通建
设及消隐改造、市郊铁路、综合交通枢

纽、高速公路连通、城市路网完善提升、

停车设施补短板、智能交通能力建设等

13项工程。

◇代表建议
市人大代表、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院长
郭继孚：

北京市在市郊铁路上做了很多工
作，目前已经有了400公里左右的线路，但
主要的问题在于客流量不大。

市郊铁路必须连接市中心和郊区的
重要组团，一方面，郊区的保障住房用地、
产业用地可以围绕市郊铁路建设。 另一
方面，市郊铁路要有更多的快行线，把市
郊的时空距离拉近， 就能够让城市的辐
射面扩大，同时增加城市的承载力。

10.绿色北京建设

◇主要内容：推动实施新一轮百万亩
造林绿化、城市森林公园和郊野公园建

设、生态休闲绿道步道系统建设、湿地生

态系统打造留白增绿和小微绿地建设、生

活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建设等6项工程。

◇专家声音
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王鹏：

发展绿色北京，是与北京未来发展方
向和趋势相一致的。2022年北京将举办冬
奥会，在节能减排、绿色GDP、绿色服务等
方面，也符合冬奥精神。建设公园式中心
城区， 有助于真正提升老百姓的体验，这
涉及大量市政的公共基础设施，包括民生
工程和公共服务设施。 在建设过程中，应
该是立体化、系统性的绿色产业，上下游
联动需要一个整体设计。

北京商报记者 刘瀚琳 杨月涵 王晨婷 何倩 蒋梦惟 常蕾 吕银玲 宗泳杉 汤艺甜

◇建设目标：
围绕“一核一城三带两区”

总体框架， 持续做好首都文化
这篇大文章，建设人文北京。

◇建设目标：
积极服务国家总

体外交大局， 全面提
升国际交往环境和配
套服务能力。

◇建设目标：
全 面 服 务

科教兴国、人才
强国、创新驱动
发展等重大国
家战略，基本建
成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

◇建设目标：
全面提升京津冀协

同发展水平,高质量完成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筹办任务。

◇建设目标：
率先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有效路径, 建设特色与活力兼
备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明显提升
经济发展质量效益。

◇建设目标：
提升城市品质， 改善

民生， 促进城市发展转型
和经济动力转换。

◇建设目标：
加快补足重点领域、 关键环

节基础设施短板，构建系统完备、
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
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体系。

◇建设目标：
聚焦“七有” 要求和

“五性”需求，在更高水平
上保障和改善民生。

◇建设目标：
大力推动绿色北京建

设， 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
质量。

6.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主要内容：推动实施大兴国际机场
临空经济区、集成电路制造业新生产力布

局和集成电路装备产业、医药健康“3+N”

产业链提升等19项工程。

◇代表建议
市人大代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党
组成员、副会长卢鹏起：

要想建设现代物流体系，中国在运输
方面还需同时提升软、硬实力，需要给予
行业更多政策扶持，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物
流企业。
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新城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济师谢志丹：

我们要发展，就必须要引入一些优质
资源。因此能把乐高乐园引入，其实对城
南地区，尤其是对房山来说是一个特别好
的机遇。

9.保障和改善民生

◇主要内容：推动实施赛事场馆及全
民健身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

升、养老设施补短板、中小学教育设施补

短板、高校资源均衡布局工程、民政兜底

性服务设施建设、城市应急体系建设等7

项工程。

◇专家声音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

将养老服务的重点向社区居家养老
方面倾斜， 不仅体现出北京在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现状上的决心， 也体现出北
京要重点引导社会资源积极参与普惠型
养老服务的思路。可以预计，今后，北京
在建设社区居家养老设施时， 会更重视
其功能的灵活性与综合性， 让驿站真正
成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服务提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