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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27日电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 

你们《关于报请审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

年）〉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以

下简称《总体规划》）。《总体规划》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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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紧密对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立足

京津冀协同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一

切从实际出发，注重长远发展，注重减量集约，注重生态保护，

注重多规合一，符合北京市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对于促进首都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总体规划》的理念、重点、

方法都有新突破，对全国其他大城市有示范作用。 

二、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

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城市的规划发展建设，

要深刻把握好“都”与“城”、“舍”与“得”、疏解与提升、

“一核”与“两翼”的关系，履行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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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为国家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

群众生活服务的基本职责。要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明确首

都发展要义，坚持首善标准，着力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有序疏解

非首都功能，做到服务保障能力与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人口资

源环境与城市战略定位相协调，城市布局与城市战略定位相一致，

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首

都、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三、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坚持把政治中心安全保障

放在突出位置，严格中心城区建筑高度管控，治理安全隐患，确

保中央政务环境安全优良。抓实抓好文化中心建设，做好首都文

化这篇大文章，精心保护好历史文化金名片，构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推进首都精神文明建设，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

力。前瞻性谋划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适应重大国事活动常态化，

健全重大国事活动服务保障长效机制，加强国际交往重要设施和

能力建设。大力加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更加注重依靠科技、金融、文化创意等服务业及集成电路、

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支撑引领经济发展，聚焦中关村

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创新型产业集群和“中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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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2025”创新引领示范区建设，发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作用，构筑北京发展新高地。 

四、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

为提升首都功能、提升发展水平腾出空间。突出把握首都发展、

减量集约、创新驱动、改善民生的要求，根据市域内不同地区功

能定位和资源环境条件，形成“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

的城市空间布局，促进主副结合发展、内外联动发展、南北均衡

发展、山区和平原地区互补发展。要坚持疏解整治促提升，坚决

拆除违法建设，加强对疏解腾退空间利用的引导，注重腾笼换鸟、

留白增绿。要加强城乡统筹，在市域范围内实行城乡统一规划管

理，构建和谐共生的城乡关系，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五、严格控制城市规模。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硬约束，切

实减重、减负、减量发展，实施人口规模、建设规模双控，倒逼

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城市功能优化调整。到 2020

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 2300万人以内，2020年以后长期稳定

在这一水平；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少到 2860平方公里左右，

2035年减少到 2760平方公里左右。要严守人口总量上限、生态

控制线、城市开发边界三条红线，划定并严守永久基本农田和生

态保护红线，切实保护好生态涵养区。加强首都水资源保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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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强化节水和水资源保护，确保首都水

安全。 

六、科学配置资源要素，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压缩

生产空间规模，提高产业用地利用效率，适度提高居住用地及其

配套用地比重，形成城乡职住用地合理比例，促进职住均衡发展。

推进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均衡布局，提高

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实现城乡“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全覆盖。优

先保护好生态环境，大幅提高生态规模与质量，加强浅山区生态

修复与违法违规占地建房治理，提高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推进

城市修补和生态修复，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

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七、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城市特色风貌塑造。构建涵盖

老城、中心城区、市域和京津冀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加强

老城和“三山五园”整体保护，老城不能再拆，通过腾退、恢复

性修建，做到应保尽保。推进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

永定河文化带建设。加强对世界遗产、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

单位、历史建筑和工业遗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保护，凸显北京历史文化整体价值，塑造首

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重视城市复兴，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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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