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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 

你们《关于报请审批〈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

区层面）（2016年－2035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

（2016年－2035年）》（以下简称《城市副中心控规》）。

《城市副中心控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

以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的精神，牢牢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

个“牛鼻子”，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注重生态保护、注重

延续历史文脉、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多规合一，符合党中

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

对于以最先进的理念、最高的标准、最好的质量推进北京城市副

中心（以下简称城市副中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城市副中心

控规》有许多创新，对于全国其他大城市新区建设具有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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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高质量发展，把城市副中心打造成北京的重要一翼。

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与河北雄安新区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

国家大事。城市副中心建设不是简单地造一个新城，而是要打造

一个不一样的和谐宜居之城。要切实把高质量发展贯穿到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和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和全过程，努力创造经得

住历史检验的“城市副中心质量”。要处理好和中心城区的关系，

带动中心城区功能和人口向城市副中心疏解，同时更好加强对中

心城区首都功能的服务保障，实现以副辅主、主副共兴。要处理

好与河北雄安新区的关系，做到各有分工、互为促进。要努力建

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和京津冀

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绿色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市、智

慧城市、人文城市、宜居城市，使城市副中心成为首都一个新地

标。 

三、科学构建城市空间布局。顺应自然、尊重规律，遵循中

华营城理念、北京建城传统、通州地域文脉，统筹城市副中心生

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

多组团集约紧凑发展的生态城市布局，形成“一带、一轴、多组

团”的城市空间结构。要突出“一带、一轴”统领城市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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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骨架作用，做好大运河沿岸公共空间和公共环境营造，实施六

环路入地改造，建设若干民生共享组团和街区，把每个街区都建

设成环境优美、服务健全、包容共享的美丽家园，使工作、居住、

休闲、交通、教育、医疗等有机衔接，创造良好工作生活条件。 

四、严格控制城市规模。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硬约束，严

格控制人口规模、用地规模、建筑规模。城市副中心规划范围

155平方公里，加上拓展区覆盖通州全区约 906平方公里。以舒

适宜居为标准，将城市副中心人口密度控制在 0.9万人/平方公里

以内。到 2035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 130万人以内，城乡建

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00平方公里左右。坚持集约节约发展，科学

利用地下空间，加强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和统筹利用。严守

生态控制线、城市开发边界等刚性管控边界，严格管控战略留白，

为未来预留空间。同时，在通州全区加强城乡统筹，提高城市副

中心与拓展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分类引导小城镇特色化发

展，建设美丽乡村，形成城乡共同繁荣的良好局面。 

五、有序承接中心城区功能疏解。城市副中心以行政办公、

商务服务、文化旅游为主导功能，形成配套完善的城市综合功能。

通过市级党政机关和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搬迁，带动中心城区包括

学校、医院等其他相关功能和人口疏解；充分发挥新两翼的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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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作用，与河北雄安新区错位发展，推动中心城区符合城市副

中心功能定位的企业总部等向城市副中心搬迁，建设国际化现代

商务区；依托大运河文化带等文化资源，打造文化和旅游新窗口；

积极承接吸纳中心城区创新资源，并加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合作；提高城市副中心综合实力，使城市建设发展与现代化经济

体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六、突出水城共融、蓝绿交织、文化传承的城市特色。全面

增加水绿空间总量，统筹考虑水资源、水生态、水安全、水景观

要求，建立全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体系，构建上蓄、中疏、下排

的系列分洪体系，保障城市防洪防涝安全，贯通滨水岸线，促进

水和城市和谐发展。做好留白增绿这篇大文章，建设大尺度生态

绿化，在城市副中心外围预留生态绿带和生态廊道控制区，健全

城市副中心绿色空间体系，率先建设好城市绿心，实现森林入城，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便利的休闲游憩绿色空间。深化“一河

三城、一道多点”整体保护格局，构筑全面覆盖、亘古及今的历

史文化传承体系，充分挖掘历史文化内涵，营造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明交相辉映的人文环境，建设古今同辉的人文城市。 

七、建设未来没有“城市病”的城区。坚持公交优先、绿色

出行，构建舒适便捷的小街区、密路网的道路体系，加强城市副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5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