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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景山山顶看北京，四周都是鲜明的城市天际线。
庄严的天坛、北海的白塔、妙应寺的白塔、绵延的长安街、
起伏的西山、质朴的四合院、若隐若现的老建筑……

两轴统领、四重城廓、六海八水、九坛八庙、棋盘
路网，这是北京城，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更是中华文
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北京老城起源于统一的规划，
成型于明清时代，有清晰的中轴线，从永定门到鼓楼，
中轴线两侧按照传统的布局铺陈开来，使整个城市有一
个鲜明的秩序；周边以胡同、四合院为主的传统民居，
和街巷、城市干道组成了一个相对很方正的城市格局。

如何保护好这座伟大的古城，建设好首善之区？8月
21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 年—2035 年）》。2020 年 8
月30日，这一备受关注的《核心区控规》正式公布。

这是一个从上到下重视，耗费无数人心力完成的
《核心区控规》。蓝图绘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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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政务环境优良、文化魅力彰显和人居环境一流
首善之区的美好蓝图，正徐徐打开。

党中央重视 战略定位高

北京，始终牵动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心。
2019年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看望慰问基层

干部群众时强调，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
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文化底蕴毁掉了，城市
建得再新再好，也是缺乏生命力的。要把老城区改造提
升同保护历史遗迹、保存历史文脉统一起来，既要改善
人居环境，又要保护历史文化底蕴，让历史文化和现代
生活融为一体。老北京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胡同，要注
意保留胡同特色，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八次视察
北京、十二次对北京发表重要讲话，始终关心“建设一
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问题，中共
中央国务院先后审议通过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北京城
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今年7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 《核心区控规》
时发表重要讲话，为相关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此次，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复共 11条，是未来核心区
的总纲领、总指南。《核心区控规》文本共五章76条，是
首都功能核心区规划、建设、管理的基本依据。规划期
限至 2035 年，远景展望到 2050 年。其开宗明义，“首都
功能核心区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
的核心承载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地区，是展
示国家首都形象的重要窗口地区，地位特殊、责任重
大，是全市工作的重心所在”。

具体来说，《核心区控规》分五章，分别是“落实城
市战略定位，明确发展目标、规模和空间布局”，“提高
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工作服务水平，打造优良的政务
环境”，“加强老城整体保护，建设弘扬中华文明的典范
地区”，“推动精治共治法治，建设人居环境一流的首善
之区”，“保障规划有序有效实施，维护规划严肃性和权
威性”。

其规划范围，包括东城区和西城区两个行政区，共
32 个街道，总用地面积约 92.5平方公里。在规划中，明
确了老城是指明清时期北京城护城河及其遗址以内 （含
护城河及其遗址） 的区域，其中二环路以内占地面积约
62.5平方公里。以此为基础，研究范围扩展至与政治中心
以及与老城历史格局密切相关的区域。

在其战略定位中明确了政治中心建设、文化中心建
设和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基本定位，并明确“老城不能
再拆”，“使老城成为保有古都风貌、弘扬传统文化、具
有一流文明风尚的世界级文化典范地区”。

同时，《核心区控规》明确，要形成以天安门广场为
核心，继承发展传统中轴线和长安街形成的两轴格局，
重塑首都独有的壮美空间秩序。具体来说，则是“两
轴、一城、一环”的城市空间格局——长安街和中轴
线、北京老城、沿二环路的文化景观环线。

史上首次编制 规划亮点频出

编制核心区控规，在首都规划建设史上是第一次。
一切都有迹可循。2014 年 2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考察北京工作时指出，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
要引领作用，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
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
忌讳。习近平强调，首都规划务必坚持以人为本，坚持
可持续发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贯通历史现状未
来，统筹人口资源环境，让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永续利
用、与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

2017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北京城市总
体规划 （2016年-2035年）》，北京城市发展新的蓝图正
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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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迈出了新的重要
一步，其将与河北雄安新区共同建成北京新的“两翼”。

2020年 8月，《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街
区层面）（2018年—2035年）》得到党中央、国务院正式
批复，成为未来首都功能核心区的总纲领、总指南。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
学院教授吴良镛表示，制定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非常及
时。此次公布的核心区控规，把人居环境建设与政务功
能完善、老城整体保护、民生改善三者紧密结合在一
起，并互为依托。一方面，塑造大国首都的整体形象，
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另一方面，积极保护老城文化遗
产，同时，应对社会发展需求，提升人居环境质量。这
可以说是对首都功能核心区的人居环境进行整体性提升
的开始，为新时期首都建设奠定了基础。

“从2017年开始，在党中央、国务院批复新一版北京
城市总体规划后，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
话为根本遵循，开展了核心区控规编制工作。”首都规划
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主任张
维表示，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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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
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尹稚认为，北京作为中国的“都
城”，要处理好“都”和“城”的关系。这次的一大亮
点，在于把“都”的发展跟“城”的发展做适当的区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国家翻开了一个新的历
史篇章，首都中央机关跟老城融合在一起，面临两方面
的挑战，一个怎么更好地使中央机关高效运转，另一个
怎么把古都保护好。”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首都区域
空间规划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吴唯佳认为，“这一
版规划最大的亮点，我认为在于很好地解决了名城的保
护、中央机关的高效运转、老百姓生活的改善和国家形
象、国家窗口的展现之间的关系，确实花了很大的力

气，也做了很细的工作，许多都是开创性的工作。”
“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的发布，在首都建设和发展史

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开启了核心区建设、发展与治理
的历史新纪元。”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卢映川说。

尊重历史 留住老城

3000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让北京老城文
物古迹密集、底蕴深厚。

在北京这座伟大的城市里，传统与现代并存。既有
全国密度最高的文物保护单位，如故宫、天坛、大运河
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级的文物，也有大片的历史
文化街区，更有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建的博物馆建筑、美
术馆建筑、文化馆建筑等等。

在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看来，北京的首都功能
核心区，是城市最核心的地段。“北京的老城和世界上很
多城市不一样，它在一开始就是按规划建造起来的。比
如欧洲有一些城市是建一个城堡，慢慢地蔓延开来，但
北京它是按照统一的规划，特别是按照 《周礼·考工记》
这样的规范的古代都城建设的理论来建成的，所以它的
保护，就是要注重它的整体保护。”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历史文化街区占核心区总面积
的比重将由现状22%提高到约26%左右，即占老城面积的
38%左右。

“从形象面貌上看，比如说景山是首都功能核心区自
然地理的制高点，这种登高远眺，他可以看到纲维有
序、礼乐交融的整体空间形态。漫步老城，可以游赏这
种舒朗庄重、古今辉映的建筑环境。徜徉街巷可以游览
蓝绿环抱、和谐宁静的公共空间，在首都功能核心区要
随处可见可以品味历史、可以感受文脉、可以享受生活
的图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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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晓冬，
描述了这样一幅北京老城的未来图景。

石晓冬表示，核心区老城不能只是好看，还要好
用，所以未来的首都功能核心区在保有独一无二的古都
特色基础上，还要集合许多世界著名首都的优点，比如
华盛顿有非常发达的、完善的基层公共服务设施系统，
比如东京有高效的轨道公共交通系统，比如巴黎的特点
是古老和创新完美地融合，有非常好的城市的活力。

而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崔愷看来，“这次规划提出文
化探访路的概念，我觉得特别好。以前北京的四合院、
名人故居，还有很多街头巷尾有意思的小花园，都散落
在老城当中。如何把它串联起来，成为真正能够去体验
的古都风貌，将会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到欧洲
去，都喜欢钻到小巷子里面去游历城市。北京有这样的
条件，把这些探访路通过系统的梳理，通过网络的传
播，让很多外地的游客去游历”。

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邱跃认为，这次核心区控
规的特点，第一是明确了老城的核心价值，第二是指出
了老城的整体格局，第三是提出了老城十一类保护对
象，第四是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措施。

比如老城整体格局，既包括长安街和中轴线两个
轴，也包括四重城廓、六海八水、九坛八庙。而保护对
象，则有世界文化遗产，有国家级、市级、区级三级文
物，有地下埋藏区、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传统胡
同、传统地名、历史河湖水系、城址遗存、历史名园和
名木古树等。

“一核两翼” 重在执行

事实上，规划编制工作经历了漫长的讨论。
规划编制工作坚持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

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工作模式，由首规委专家、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咨委专家、名城委专家领衔，以北京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为主形成编制工作专班，清华大
学、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北
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等 21 家设计单位共同参与组成技术支撑团队。同时，
市、区各部门也从规划实施的角度参与到规划编制中，
协助开展“多规合一”、多维校核，共同搭建起紧密对接
实施政策与机制的规划技术体系。

在编制过程中，吴良镛、徐匡迪等 49位不同领域专
家学者提出近 300 条意见建议，2019 年底公示 1 个月后，
社会各界共提出1269条意见。

全程参与规划编制的石晓冬说，规划部门对核心区
约200万常住人口，3.6万宗各类权属的土地，甚至1万多
棵古树，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针对核心区人口、
用地、建筑之间复杂的逻辑关系以及空间资源非常有限
的特点，建立“以时间换空间”的规划思路，不断优化
提升首都功能。

实际上，首都功能核心区的规划，其影响远超划定
的地区范围。

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杨保军看来，首都
功能核心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河北雄安新区，一句

话概括就是“一核两翼”的关系，“一核两翼”是非常形象
的概括。核就是主体，两翼是两个翅膀，两个翅膀带动
着主体，主体指挥两个翅膀，构成带动整个地区发展
的核心。

在更大范围内，是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考量。张维
表示，新时代首都的发展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
计框架下整体谋篇布局。北京要疏解非首都功能，在北
京中心城区之外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
区，形成北京新的“两翼”。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展了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在战略定位、空间格
局、要素配置，坚持城乡统筹，落实“多规合一”等方
面开展了探索，形成了一本规划、一张蓝图，着力提升
首都核心功能。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李晓江表示，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的一个空间战略、区域战略。
我们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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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规划，接下来便是执行。
9月1日上午，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首都功能核心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动员部署大会，宣读党中央、国
务院的《批复》，全面部署核心区控规实施工作。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 《批复》
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高质量实施 《核心区控规》，努力把首都功能
核心区建设成为政务环境优良、文化魅力彰显和人居环
境一流的首善之区。

首都功能核心区规划出炉——

老北京 新时代
本报记者 刘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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