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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 发布，描绘出北京市未来 5年发展的新蓝图。3月 30

日，2016年北京市“展望‘十三五’发展谱新篇”系列形势

政策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举行。北京市发改委主任卢彦全面解

读了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纲要》。

一问：“十三五”时期北京
确定了哪些主要的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指标？与“十二五”相比
有哪些变化，是出于何种考虑？

答：北京市“十三五”规
划《纲要》按照中央关于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紧
密衔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
纲要》确定的目标任务，确定
了“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
展 目 标 ， 设 定 了 27 项 可 量
化、可考核的主要指标，包括
4 个“红线约束”指标、6 个

“绿色宜居”指标、8 个“民
生福祉”指标、9个“提质增
效”指标。与“十二五”规划
相比，上述 27 个指标中有 15 个新设指标。
新设指标的选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是自觉运用“红线倒逼”的思维，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十三五”规划首次设
立“红线约束”这一指标分类，并提出了4
个红线约束指标，包括常住人口规模小于
2300 万人、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小于 2800 平
方公里、用水总量小于 43 亿立方米、能源
消费总量达到国家要求。

二是顺应广大市民对建设绿色生态家
园的新期待，把生态文明的旗帜举得更
高。新增了5个绿色宜居指标，包括PM2.5
浓度下降达到国家要求、森林覆盖率达到
44%、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 77%、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超过99.8%、全市污
水处理率超过95%。

三是突出强调改革发展的成果要更多、
更公平、更实在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新设
了 4个民生福祉指标，包括新增劳动力平均
受教育年限超过 15 年、人均期望寿命超过
82.4岁、“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基本实现全覆
盖、公共文化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

四是注重发挥比较优势，加快经济提
质增效升级。新增加了 2个提质增效指标，
包括社会劳动生产率达到23万元/人、服务
贸易总额达到2000亿美元左右。

二问：“十三五”时期，北京市将重点

疏解哪些非首都功能？
答：“十三五”时期，疏解非首都功能要

抓好两个方面，一要严格控制增量，严格执
行、不断完善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二
要有序疏解存量，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
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区别不
同情况，综合施策、有序推进，锲而不舍、久
久为功。重点疏解四类非首都功能：

一是一般性制造业。按照“三个一批”分类
处理。首先是就地清理淘汰一批，到2017年全
市要完成退出1200家污染企业的任务。其次
是转型升级一批。第三是转移疏解一批。

二是区域性专业市场。按照“撤并、
转移、调整、升级”的原则，重点推进动
物园地区批发市场、大红门地区批发市场、
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疏解，2020 年，全市区
域性批发市场调整疏解和业态升级要取得
明显成效。

三是教育医疗等部分公共服务功能。
将通过整体或部分搬迁、交流合作等方
式，统筹推动市属高校、医院向中心城外疏
解，促进教育资源合理布局、优质医疗资源
均衡配置。

四是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机构。有序
推动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向城市副中心转
移，2017 年底前启动搬迁，远期将带动约
40万人疏解至通州。

三问：“十三五”时期，北京如何改善
空气质量，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答：北京自2013年开始实施《清洁空气
行动计划》，近三年来，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2015年全市 PM2.5平均浓度为 80.6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6.2%。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是对大气污染防治的复杂性、艰巨性、长
期性，我们要有更清醒的认识。规划《纲要》
提出，要以更严的要求、更高的标准治理环
境污染，主要采取4个方面措施：

第一个方面是有效治理机动车尾气排
放。“十三五”时期，要综合运用经济、法
律和行政手段，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实
施国六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和车用燃油
标准；淘汰国Ⅱ以下标准老旧机动车；加
大新能源车推广力度，在环卫、出租、郊

区客运、市内旅游、邮政、物流配送等行
业，加快更新使用新能源车。

第二个方面是基本实现能源清洁转
型。2020年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900万吨以
内。城六区全境、远郊各区新城建成区的
80%区域和市级及以上开发区建成禁燃区，
实现无煤化。着力加快推进农村采暖用能
清洁化，平原地区所有村庄实现无煤化。

第三个方面是更严格地管控生产排
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 VOC （挥发性
有机物） 排放实行收费。适时修订淘汰类
产业、生产工艺和设备指导目录，及时更
新修订更加严格的大气污染排放标准。开
展餐饮油烟等低矮面源污染专项治理。

第四个方面是更严格地治理扬尘。建
筑工地全部安装扬尘监控系统。

国家 《“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提出，到 2020 年京津
冀区域 PM2.5 平均浓度要下降 25%。我们将

通过综合施策，全力确保达到国家要求。
四问：“十三五”时期，北京如何改善

城市水环境？
答：近年来，北京围绕水源保障、供水安

全、节水治污、河道治理、环境整治和防汛抗旱
等重点、难点工作，直面问题、努力攻坚，取得
了阶段性成效。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水生态
环境尚未实现根本性改善。“十三五”时期，北
京将加强水环境治理，确保首都水环境安全。

一是有效杜绝污水直排，系统治理城
乡污水。实施第二个污水治理三年行动方
案，全力推进城乡结合部、农村等地区截
污管线建设，新建、改造污水管线 1000 公
里，基本实现中心城污水全收集。二是在
各区河流入界、出界处划定断面，进行水质
监测，实行跨界断面考核。

2017 年中心城、新城的建成
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2020 年重
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
77%，丧失使用功能 （劣Ⅴ类） 的
水体断面比例比 2014年下降 24个
百分点；全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95%。

五问：“十三五”时期，北京
市在拓展绿色生态空间方面有何
作为？

答：“十三五”时期，北京市
将着力扩大生态空间、环境容
量，要实现“三增加、一还清、
一协同”。

“三增加”：一是增加森林面
积。巩固山区绿色生态屏障，实施
20万亩宜林荒山荒地绿化，扩大平
原地区森林空间，继续实施平原38

万亩绿化造林。二是增加绿色休闲空间。新
增 20 处郊野公园，打造一批森林湿地公园，
形成“一绿郊野公园环—二绿郊野森林公园
环—环京森林湿地公园环”的休闲公园格
局，全市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6.5
平方米以上。三是增加大面积的湿地。在房
山长沟、琉璃河，大兴长子营、青云店，通州
马驹桥等地，新建湿地3000公顷，在永定河、
潮白河、官厅水库区域恢复湿地 8000 公顷，
全市湿地面积增加5%以上。

“一还清”是指重要河湖水系基本还
清。完成清河、凉水河、温榆河、通惠河
等河流水环境治理，加快推进河湖还清。

“一协同”是指协同建设区域生态屏障。
在北部，协同推进张承生态功能区建设；南
部，全面推进京东南大型生态林带建设，加
强北京新机场周边绿化；东部，着力构筑北
京与廊坊北三县之间的绿化生态带；西
部，恢复永定河流域生态功能。

六问：交通拥堵是习总书记视察北京
重要讲话中指出的“大城市病”的突出表
现。“十三五”时期，北京在缓解交通拥堵
方面有哪些举措？

答：近年来，北京市把解决交通拥堵
问题放在城市发展的重要位置，取得了积
极成效。“十三五”时期，北京要继
续深入实施“公交优先”战略，坚
持建管并重、突出管理，2020 年中
心城绿色出行比例达到 75%，努力
实现城市交通拥堵得到有效缓解。

一是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到
2020 年，轨道交通总里程将增加到
900 公里以上，平均每年增加近 90
公里，发展速度比“十二五”时期翻一
倍；中心城 90%的地区居民步行 750
米，就能乘坐轨道交通；实现“区区通
轨道”，远郊新城居民也都能享受到
便捷的轨道交通服务。同时要采取措
施增加地面交通的吸引力。

二是努力解决好停车问题。要
做好静态交通管理，实施“两手
抓”：一手抓“扩容”，大力挖掘潜
在停车资源，尽快编制停车场专项规划，
鼓励社会多元化参与停车场建设，提供更
多的正规停车位；一手抓“压缩”，通过严
格执法，坚决治理乱停车，解决好市民反

映突出的停车问题。
三是推动实现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构

建京津保唐“1 小时交通圈”，改变北京单中
心、放射状交通结构，形成多节点、网格状区
域交通格局。要高标准建成北京新机场，与
首都国际机场共同形成洲际航空枢纽和亚

洲门户。加快京沈客专、京霸铁路、京张铁路
等干线铁路建设，加快京唐、京滨、京石、城
际铁路联络线（S6线）等城际铁路建设，区域
城际铁路将达到1333公里。

城市治理见成效城市治理见成效

七问：“十三五”时期，北京市如何加
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答：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
今世界，创新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新赛场，
谁主导创新，谁就能主导赛场规则和比赛进
程。以几组数据为例，北京首钢产值达到100
亿元所用的时间是71年，联想集团营业收入
达到100亿元所用的时间是13年，百度公司
收入达到100亿元所用的时间是11年，小米
科技营业收入达到 100亿元所用的时间才 3
年，这几家企业的发展历程就是北京产业转
型升级的缩影，充分显示出科技创新对企业

和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作为全国科技创新
中心，北京必须站在世界科技前沿，积极融
入全球创新网络，从“跟跑”、“并跑”向“领
跑”转变，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
创新战略高地，成为国家自主创新重要源头
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

一方面，大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重点是
主动服务国家重大创新战略。目前，北京承接
了11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共有国家重点实
验室111家、国家工程实验室50家，分别占全
国的30.9%和36.0%，涌现出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等一批国际前沿的重大

科技成果。未来5年，我们将全力支持
配合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实验室、国家
重大科技专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
重大科学计划在京实施，开展一批科
技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的技术研究项
目，抢占国际未来科技发展制高点。

另一方面，全力建设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是国务
院批复的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十余项先行先试政策在全国范
围内推广，创新创业氛围对全国产
生了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未来5
年，要进一步强化中关村在创新发
展中的核心地位，发挥其在政策试
点、机制探索方面的先行先试作用，
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
造全球创新网络的关键枢纽。重点
建设好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
未来科技城等重要创新平台。

创新驱动要“领跑”

八问：在“十三五”时期，北京市在
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上有哪些举措？

答：教育成就未来，北京市把教育始
终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推进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十三五”时期，考虑到人口规模、
布局的变化和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北京将坚
持补缺口和促均衡并重，要在重点区域、重
点阶段有步骤地补齐基础教育资源。在重点
区域上，继续加快推进新城地区中小学校建
设，以名校办分校、集团化办学、城乡一体化
办学、学区制管理等多种形式以强带弱、以
城带乡，促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比如，加快
推进北京五中通州校区、北京二中大兴校
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分校和
昌平分校的建设，切实满足新城地区优质教
育资源的需求。在重点阶段上，实施第二期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切实满足一对夫妇
生育两个孩子带来的学前教育需求。同时，
重点加强小学、初中教育设施建设，适当增
加普通高中教育资源。

九问：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
公共卫生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十三五”
时期，北京市在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将
有哪些举措？

答：“十三五”时期，北京将以全面促
进人的健康为中心，将健康理念融入城市
发展，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提高城乡居
民健康水平。一是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水平。继续扩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覆盖范
围和内容。继续完善以社区为基础的慢性病
防控网络，改善慢性病人群健康状况。二是
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进一步推动中心城区
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郊区疏解，实现天坛医
院迁建工程、同仁医院经济技术开发区院区
扩建工程建成投入使用，推动朝阳医院东院
和友谊医院顺义院区顺利实施。切实提高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引导患者就近、
优先选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

十问：北京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答：“十三五”时期，将系统实施生

育、就业、社保、养老等政策，及时、科
学、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建立以居

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社
会保障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

一是让老年人生活更加便利。在城市
规划建设中全面加强无障碍设计理念，满
足老年人生活及出行需求，扩大老年人活
动空间。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的老年人社会优待制度。鼓励老年人参加
文化、教育、体育等社会活动及社会公共
事务，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度。

二是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以街道
乡镇养老照料中心为重要节点，强化其在
居家助老、社区托老、服务派送、技能培
训、服务管理等方面的枢纽和辐射作用。

三是完善公共养老服务设施。发挥政
府和社会的合力，推动建成规模适度、布
局合理、服务高效的公共养老服务设施体
系。2020 年每千名户籍老人养老机构床位
数达到 40 张，为失能老人等服务的护养型
床位达到总床位数的70%。

四是推动“医养结合”。推动医疗卫生与
养老服务相结合，通过内设医疗机构、与周
边医疗机构签约合作、远程医疗服务等多种
方式为养老机构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支撑。

民生保障需筑牢民生保障需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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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支撑 赵乃育作 （新华社发）

治理良方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合力推进 商海春作 （新华社发）

方向 朱慧卿作 （新华社发）

宜居城市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❶

创新引领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共享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