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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F_8E_E8_A7_84_E5_c61_525405.htm 新城规划是本次总体

规划修编的重点之一，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各方面领导关

注未来北京城市发展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寻常百姓关注除了

拥挤的市区哪里还能够选择新的安居乐业的地方，地产投资

商关注哪里是今后地产发展新的增长点。新城规划，表面上

看主要是新城的人口规划和用地布局的规划，但实际上反映

的是总体规划修编的核心思想，即如何贯彻“五个统筹”的

科学发展观，具体讲是如何落实《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

究》提出的空间发展构想。 “两轴两带多中心”城市空间发

展战略构想 “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演化的本质是经济社会要

素在地域空间上聚集与扩散的运动过程”。在世界以发展与

和平为主题的今天，大城市日益走向国际化、区域化、网络

化，北京不可回避也要面临发展成为国际化城市的挑战。纵

观世界上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规律，城市空间形态不论是轴

向、带状或组团发展，基本上都是对外进行区域联合，对内

发展多中心体系。对外进行区域联合是为了融入更大的经济

圈层，扩大市场份额以抵御市场风险，内部发展多中心则是

整合资源以增强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北京城市今后发展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为适应北京所面临的发展任务和要

求，在客观分析北京城市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城市的

经济社会、土地、水资源和区域联系等重要发展条件的基础

上，《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两轴－两带－

多中心”市域空间发展战略构想。这一空间发展构想也体现



了四个有利于：有利于城市核心功能的提升和产业结构调整

，有利于增强区域经济联系和城乡协调发展，有利于生态环

境保护和城市环境质量改善，有利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古

都格局延续。这是本次总体规划修编的规划指导思想和基本

的工作思路。 空间发展战略构想中的“两带”、“多中心”

是与新城规划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两带”是指包括通州

、顺义、亦庄、怀柔、密云、平谷的“东部发展带”和包括

大兴、房山、昌平、延庆、门头沟的“西部发展带”。“两

带”不仅体现了北京市域空间发展与外围城市群之间的协作

关系，也确定了城市内部空间发展上的不同策略。“西部生

态带”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虽然有“发展带中有生态保护、

生态带中有发展建设”这一说法来平衡各方要求，但是“西

部发展带”概念的提出是一个切实的方案。事实上，根

据2002年的统计数据，西部发展带在人口总量、GDP总量和

建设用地总量上都要超过东部发展带（大致的比例为1.2:1）

，但是西部山地相对较多，发展空间相对狭小，面临生态保

护的任务更大，而东部尤其是东南部有城市发展的空间潜力

，是城市区域协作发展的主要方向，因此将东部发展带作为

城市主要的发展空间是符合城市今后发展需求的。根据规划

研究，今后东部发展带上规划的人口总量、GDP总量和城市

建设用地规模都要超过西部发展带。新城中有6个位于东部发

展带，在规划城镇人口和城市建设用地的总量上，西部发展

带与东部发展带的比例约为4:6，新城的规划人口和用地格局

为中心城的功能转移和人口转移作好了空间上的准备。 次区

域规划统筹区域发展 次区域规划也是和新城规划密切相关的

，其出发点是为了统筹经济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和



可持续发展，并通过次区域的限制条件、开发强度、开发模

式和管理模式的分类指导，实施分区域的城市发展策略。 次

区域的具体划分原则是将位于同一地理单元、自然资源和自

然条件相似的地区，依据相对完整的自然地理界线划定。这

样不仅有利于系统地保护自然生态资源、提高环境质量，也

便于在次区域内部进行防洪治污、道路交通的系统规划布局

，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次区域规划概念也为打破城市

内部行政边界对发展的限制、实现城市全面协调发展提供了

规划依据。根据研究我们分了四个次区域：中心城次区域、

东部次区域、西部次区域、山区次区域。 因北京西部、北部

都是山区，将西部、北部山区划分为一个次区域是合理的，

该区域是城市重要的生态屏障，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

自然旅游资源，以生态维护、水源保护、适度旅游和生态农

业开发为主。 中心城次区域的范围除去海淀山后、丰台河西

、石景山五环路以西地区后，其发展策略为调整优化和提高

，对城市职能进行梳理，提升城市职能品质。 东部次区域不

仅包括通州和顺义两个完整的行政区，也包括怀柔、密云、

平谷的山前平原区，是城市未来重点发展的地区，也是北京

联系天津、河北等省市的重要地区，实施以综合交通运输走

廊（公共交通走廊）为引导，整体联动、高密度集约发展模

式。 西部次区域的划分最为复杂，涉及八个区县的部分用地

。该区域是城市未来重要的发展地区，在维护生态环境的前

提下，主要承担高新技术研发、旅游、商业物流、高等教育

等职能，以优化、整合、完善现有的发展空间为主，改善生

态环境，引导高品质、组团式集约发展，防止高密度连片开

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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