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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5/2021_2022__E5_8C_97_

E4_BA_AC_E8_B0_83_E6_c57_615429.htm 本报讯 (记者 丁肇

文)昨天代市长王岐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调整北京城

市空间布局，按照“两轴两带多中心”城市空间新格局，确

保年内完成《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完善控制性详细规

划。记者今天上午在采访市规委主任陈刚时获悉，北京未来

空间发展战略为：旧城有机疏散；市域战略转移；村镇重新

整合；区域协调发展。 1993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10年后，随着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北京面临新机遇期

，迫切需要新的发展空间。总体规划所确定的部分目标提前

实现，规划空间容量趋于饱和，难以容纳新的城市功能。大

城市问题日益显现，城市中心区功能过度聚集，城乡二元结

构下的空间发展缺乏协调，区域协调不够，原有规划思想面

对发展中的新问题，需要及时调整和补充。自2002年12月起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组织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市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清华大学三家编制单位，开展了《北

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的编制工作。 陈刚介绍，目前北

京城市空间发展的制约条件有：有限的土地资源及绿色空间

对人口及建设规模的制约；适宜人口密度的制约；水资源条

件的制约；空间布局制约。 通过对国内外首都城市的发展趋

势，特大城市的发展趋势，城市文化的发展趋势的分析，基

于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专家提出北京未来发展的

目标应主要定位在四个方面，即国家首都政治中心，国际交

往中心；世界城市世界级服务中心，世界级大都市地区的核



心城市；文化名城文化、教育、科技创新中心，世界历史文

化名城；宜居城市充分的就业机会，舒适的居住环境，创建

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首善之区。 陈刚称，根据北京未来

的发展目标提出分阶段目标，即第一步：2003年至2008年。

率先在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构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基本

框架。第二步：2009年至202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确立北

京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地位。第三步：2021

年至2050年左右。北京将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

调发展的可持续的城市，进入世界城市行列。结合北京城市

的轴线布局特点和自然地理特征，在继承发展城市传统中轴

线和长安街沿线十字轴的基础上，强化政治、文化与首都经

济发展的职能；在其外围构建“东部发展带”和“西部生态

带”。“两轴”是北京城市的精髓，应结合传统中轴线和长

安街的延伸，全面实现保护与发展，从空间布局上体现首都

政治、文化、经济职能的发挥。“东部发展带”北起怀柔、

密云，重点发展顺义、通州、亦庄，东南指向廊坊、天津，

与区域发展的大方向相一致，应主要承接新时期的人口产业

需求。“西部生态带”与北京的西部山区相联系，既是北京

的生态屏障，又联系了延庆、昌平、沙河、门城、良乡、黄

村等，应实现以生态保护为前提的调整改造，各级城镇主要

发展高新技术、高教园区等环保型产业，为北京建成最适宜

人居住的城市奠定基础。“多中心”是指在市区范围内建设

不同的功能区，分别承担不同的城市功能，以提高城市的服

务效率和分散交通压力，如CBD、奥运公园、中关村等多个

综合服务区的设定。在市域范围内的“两带”上建设若干新

城，以吸纳城市新的产业和人口以及分流中心区的功能。 为



实现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陈刚称，本市将采取一系列措

施：整体保护和有机更新北京旧城区，提高文化品质。整治

、完善“市区建成区”。疏解中心大团，重构城市空间新格

局，鼓励和引导中心区的产业、人口和其他城市职能向新城

、新的产业带转移。村镇适当合并，功能分级提升，实现城

乡统筹发展。改变郊区村镇布局过于分散的状况，提高郊区

城镇化水平。实现农村城镇化，产业规模化，农业现代化，

大地园林化。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加强区域生态保护与

建设，在城市的周边分别建设西北郊历史公园、东郊游憩公

园、北郊森林公园、南苑三海子及团河行宫公园等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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