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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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

区层面）（2018 年—2035 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

（2018 年—2035 年）》（以下简称《核心区控规》）。《核心

区控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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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把握核心区战略定位，

突出政治中心、突出人民群众，注重中央政务功能保障、注重疏

解减量提质、注重老城整体保护、注重街区保护更新、注重民生

改善、注重城市安全，符合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

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对首都规划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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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刻把握“都”与“城”、保护与利用、

减量与提质的关系，把服务保障中央政务和治理“大城市病”结

合起来，推动政务功能与城市功能有机融合，老城整体保护与有

机更新相互促进，建设政务环境优良、文化魅力彰显、人居环境

一流的首善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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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出政治中心的服务保障。结合非首都功能疏解，统筹

好北京市搬迁腾退办公用房的承接利用，优化中央党政机关办公

布局，稳步推进核心区功能重组，以更大范围空间布局支撑中央

政务活动。从疏解腾退、功能置换、文物保护、服务保障、环境

提升等方面制定规划管控与实施措施，抓好中南海及周边、天安

门—长安街等重点地区综合整治。加强环境保障，推进精细化治

理，提升城市品质，营造安全、整洁、有序的政务环境。加强城

市服务保障，完善政务交通出行保障机制，构建安全可靠的市政

基础设施体系。金融街等现有功能区和王府井、西单等传统商业

区，要在符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定位的前提下优化提质，成为展

示新时代首都改革开放成果的窗口。 

四、强化“两轴、一城、一环”的城市空间结构。塑造平缓

开阔、壮美有序、古今交融、庄重大气的城市形象。长安街以国

家行政、文化、国际交往功能为主，体现庄严、沉稳、厚重、大

气的形象气质。中轴线以文化功能为主，是体现大国首都文化自

信的代表地区。推动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使之成为体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地区。沿二环路建设展示历史人文景观和现代

化首都风貌的公园环。加强空间秩序管控与特色风貌塑造，保护

好传统文化基因，通过对公共空间和建筑形态的精细引导，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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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传统风貌基调的眺望景观、城市色彩与第五立面，展现千年

古都菁华、东方人居画卷。 

五、坚定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坚持有序推进、久久为功，

疏解整治与优化提升并举，治理“大城市病”。发挥北京市和中

央行政及企事业单位的带头作用，有序推动部分行政性及事业性

服务机构，产业及教育科研、医疗、商业、交通集散、旅游等功

能的疏解。完善支持疏解腾退空间资源统筹利用的政策，疏解腾

退空间要优先保障中央政务功能，完善城市服务功能。深化拓展

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综合运用行政、市场、法治等手段，

进一步巩固成果，完善长效机制。实施人口、建设规模双控，降

低人口、建筑、商业和旅游密度，让核心区“静”下来。充分发

挥“两翼”的承接作用，共同做好疏解和承接工作，北京中心城

区外其他地区可梯次承接部分适宜功能。 

六、加强老城整体保护。北京老城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

大见证，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是北京建设世

界文化名城、全国文化中心最重要的载体和根基。严格落实老城

不能再拆的要求，坚持“保”字当头，精心保护好这张中华文明

的金名片。加强老城空间格局保护，保护好两轴与四重城廓、棋

盘路网与六海八水的空间格局，彰显独一无二的壮美空间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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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水平的城市设计强化老城历史格局与传统风貌，形成传承蕴

含深厚历史文化内涵、庄重典雅的空间意象。扩大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范围，保护好胡同、四合院、名人故居、老字号，保留历史

肌理。以中轴线申遗保护为抓手，带动重点文物、历史建筑腾退，

强化文物保护及周边环境整治。涉及的中央党政机关及部队驻京

单位要带头支持，统筹做好文物保护、腾退开放和综合利用，做

到不求所有、但求所保，向社会开放。 

七、注重街区保护更新。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和减量提质

要求，保护历史文化底蕴，充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让历史

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根据街区功能定位和风貌特征，分类

施策，按照历史保护、保留提升、更新改造三种方式，有序推进

高质量街区保护更新。明确建筑使用功能、更新周期和利用方式，

推动保护更新实施。加强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注重留白增绿，

塑造宜人的街区公共空间。划定公共事务用地，加强公益性设施

统筹利用，推动公共服务功能与经营性功能混合，方便群众生活。

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发挥街道在城市治理中的基础作用。推

行责任规划师制度，用好街巷长、“小巷管家”等力量，发挥第

三方社会组织作用，培育街区自我发展、自我更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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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