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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新城规划的理念是

‘优化升级’。”黄艳强调说，对

于行政副中心的新定位，我们

要调整通州的规划。今后的发

展 绝 不 是 大 规 模 的“ 造 城 运

动”，而是“减量提质”。

根据调整的规划，此前规

划实施的一些集聚人口的产业

园将做调整。此外，还将推动

仓储物流基地，批发市场、物流

基地以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

适宜产业等业态的退出升级，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高端产业，

例如，有可能承接 CBD 的一些

功能。

“目前，通州的公共服务设

施整体发展水平还较低，新城

建设水平还不高，与市行政副

中心规划建设的要求相比仍有

不少差距。”王飞介绍，在医疗

教育资源方面，在已经有 10 余

家中小学和医院在通州开办分

校、分院的基础上，还将进一步

引进优质资源。“通州区可利用

土地资源约 55 平方公里，功能

疏解预留着充足的空间。”

北京行政副中心将怎么建
——聚焦通州建设五大焦点

日前，在北京通州建设行政副中心的消息终于尘埃落定后，北

京市规划委于7月14日进一步对外透露了关于通州建设规划的诸

多细节。

其中包括：有序推动北京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向市行

政副中心转移，逐步带动中心城人口向通州转移，通过“区域快轨”

“城际铁路”等模式串联起燕郊、通州及中心城。

这些信息无论对于北京市民还是对于渴望进入首都的新移民，

都具有重要的就业和居住决策参考价值。“新华视点”记者对公众关

心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了梳理。

[焦点一]
为什么建城市副中心？
疏解人口医治北京“大城市病”

日前，北京市委全会正式

公布，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

中心的规划建设。14 日，北

京规划委明确表示，将有序推

动北京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整

体或部分向市行政副中心转

移。至此，通州作为北京市副

中心的“新身份”正式亮相。

北京副中心建设不仅成为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

节点，也肩负着医治北京市

“大城市病”的历史重任。北

京市规划委主任黄艳说，其

实，早在 2004 年修订北京市

城市总体规划时，就有计划

地在通州预留了大量行政办

公用地。只不过，单靠北京

市的力量还不能迅速推动行

政功能的转移。京津冀协同

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让通州

成为城市副中心的设想变为

现实。

“从巴黎、首尔、东京等

国际大都市发展来看，副中心

都成为其化解‘大城市病’的

良方。”黄艳说。

根据北京市关于行政副中

心的规划思路，除了把适宜的

行政事业单位转移过去，北京

还希望以此带动科研、商务、文

化、会展等功能的聚集，逐步带

动中心城人口向通州转移。

近十年来，北京市在快速

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人口资源

环 境 压 力 日 益 严 峻 。 截 至

2014 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

达 2151.6 万人，其中城六区

1276.3 万人。黄艳说，“城市

‘摊大饼’式蔓延，水资源紧

缺、大气污染、交通拥堵、生态

环境容量不足等问题凸显。”

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北京

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京津

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

见》，到 2020 年，有序疏解北

京非首都功能取得明显成效，

城六区常住人口在 2014 年基

础上每年降低 2 至 3 个百分

点，争取到 2020 年下降 15 个

百分点左右。

[焦点二]
是否只建一个副中心？
顺义、亦庄也是新城

3 月份，通州区政府公布

了《2015 年重点建设项目任

务表》，通州区今年共有 86 项

重点建设项目任务，总投资达

1638.8 亿元。目前已开工的

项目有 28 个，其中产业类 13

项、能源生态类 10 项等，按照

今年总体目标，核心区 16 个

产业项目除 9 个续建项目外，

其余 7 个全面开工，年内可完

成建设面积约130万平方米。

事实上，在成为北京市行

政副中心的消息还属于“传

闻”之际，通州的房价就已一

路上扬，局部区域还上演了一

个月单价飞涨 5000 元的“神

话 ”。 一 时 间 ，通 州 炙 手 可

热。不过，“虽然聚焦通州，但

城市副中心并非只有通州。”

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王飞说。

王飞介绍，早在 2005 年

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4 年—2020 年）》中，就

明确了通州、顺义、亦庄是面

向未来发展的三个新城。近

10 年来，北京市政府公共服

务设施投入的 50％以上都集

中在这三个新城，尤其是公共

交通发展引领新城建设取得

的实效已经有目共睹。这些

区域都将成为承接北京中心

区功能的主阵地。

[焦点三]
通州是否会重蹈“睡城”老路？建宜居宜业新城

在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尘埃

落定之前，通州最被世人熟悉的

还是“睡城”的名号。位于北京

东西轴线和东部发展带的交点，

长安街的最东端的通州，由于大

量人口集聚，产业和居住不平

衡，交通压力巨大，“潮汐现象”

突出。

“早晨出不来，晚上回不

去。”家住通州梨园在市中心国

贸上班的张女士对记者说：“无

论是连接通州与主城区的京通

快速路，还是地铁一号线和八

通线，每天早晚上下班都苦不

堪言。”

“通过中心城存量功能的

疏解，促进通州的产城融合和

职住均衡。”王飞介绍，通过建

设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宜居宜

业的通州，让就业、居住和生活

都在通州。记者了解到，通州

区将会为工作在这里的人群有

针对性地规划住房建设。

黄艳介绍，未来的通州肯

定是一个独立的新城。重要的

前提是要加强轨道交通的建

设，地铁将在已有 6 号线和八

通线的基础上，7号线还要继续

东延。区域快轨将实现与机

场、周边新城、周边河北区域的

便捷联系。道路网密度将是目

前中心城道路网密度的 1.8 倍，

林荫道比例达到70％。

[焦点四]
是否开展大规模“造城运动”？核心规划理念是“优化升级”

早在通州成为北京市“行政副

中心”的态势日趋明朗之时，与之

相邻的河北燕郊、大厂等地的房地

产开发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毫无疑问，北京行政副中心未来

将成为一个区域高地，周边的区县

利用通州的配套进行发展，无疑将

给当地带来巨大压力。”一位通州

的干部对此有些担心。

“副中心的建设是为了化解

城市病，盲目无序发展恐怕会带

来新的城市病。”北京市社会科学

院副院长赵弘指出，要认真总结

北京中心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副中心发展也要控制城市边界，

防止在行政副中心“摊大饼”，避

免与朝阳、燕郊等地成片式发展。

“京津冀一定要规划一张

图，尤其是在三地的边界地区。

在这些区域更需要协同规划、协

同治理、协同管制。”黄艳说，城

市副中心周边房地产的无序发

展肯定会出问题，河北省相关部

门也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黄艳说，通州下一步要大

力发展以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

为主体的郊野公园环、以北京

周边地区为重点的环首都公园

环，实现城市组团之间的有效

生态隔离。

通州行政副中心建设还肩

负着引导周边小城镇合理布

局，防止出现新的城乡接合部

和“城中村”的重任。王飞说，

通州区下辖9个乡镇，约300个

行政村，必须要处理好城市与

农村的关系，以人的城镇化为

核心，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 （据新华社）

[焦点五]
是否会“摊大饼”？边界地区将协同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