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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将因新机场调整空间布局
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黄艳表示，集体建设用地规划启动编制

刚刚闭幕的北京市党代会提出了全力推动首都科学发展、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主要任务。作为城市发展的蓝图，城
市规划如何实施体现世界城市的目标，如何在世界城市的建设
中发挥统筹作用，如何将城市规划的蓝图转变为市民实实在在
的舒适和方便？记者就此专访了市规划委主任黄艳。

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大市级统筹力度，进一步优化首都
发展空间布局，着力强化中关村的科技自主创新功能，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高端制造业功能，金融街的国家金融中心功能，中央商务区
的现代国际商务功能，临空经济区的国际航空中心核心区功能，奥林
匹克公园的重大国际活动功能。

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切实加强规划工作，发挥规划的龙
头作用，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加强城市运行管理，提高水电气热安全
运营和保障能力，确保城市安全运营。

——摘自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

■ 摘要

总体规划
中心城区国际化

郊区城市化

新京报：党代会报告中，
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
市的任务，从城市规划的角
度看，下一步重点是什么？

黄艳：未来 5 年，北京
经济发展方式和城市建设
的模式要转型，转型过程
中，首先就是要高水平实施
好城市总体规划。未来 5
年，必须着重处理好两个

“化”的问题，就是中心城区
的国际化问题和郊区的城
市化问题。

中心城区的国际化是
通过更精细化的管理，更加
宜居，更有核心竞争力；郊
区则通过更好的方式推动
城市化进程。这就要发挥
城乡规划的统筹作用，研究
和突破一些重点难点问题。

重点难点
人口问题仍是最

根本的问题

新京报：有哪些重点和
难点问题？

黄艳：首先就是经济社
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
发展的问题。这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人口快速增长和
单中心聚集的问题，北京按
照规划的用地规模、建设规
模，与就业岗位的匹配、人
口控制不容乐观。人口问
题还是当前城市面临问题
中最根本的问题，必须加强
管理和服务。

另外，功能区规划建设
也要统筹好，比如 CBD、金
融街、中关村以及近年来新
发展起来的一些功能区等，
都是城市发展建设的重点，
是体现城市发展质量和竞
争力的节点。在近些年的
建设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
需要关注的问题。比如各
个区县的功能区要与区县
功能定位相协调，定位需要
进一步明晰，建设时序上要
进一步梳理，各类资源的配
置需要进一步整合，否则会
出现重点不突出，城市功能
不明晰的问题。

布局调整
新机场为重点统

筹首都经济圈

新京报：新机场计划已
报国家发改委审批，规划部
门有什么计划？

黄艳：下一步，要以新
机场规划建设为重点，统筹
首都经济圈的规划建设。新
机场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确
定的国家级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对北京和周边区域的发
展有着重要带动作用。

北京不可能独立建设
首善之区，如何统筹区域发
展？新机场为统筹区域发
展带来了重大战略契机，也
是北京南部地区发展最重

要的契机。下一步我们要
配合做好新机场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同时协调调整北
京南部地区城市空间布局，
为今后南部地区进一步发
展做好准备工作。

城乡一体
集体建设用地规

划正在编制

新京报：党代会报告中
提出了加快城乡经济社会
发展一体化步伐，规划方面
有什么具体计划？

黄艳：一项很重要的工
作，就是以集体建设用地规
划和管理体制创新为重点，
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近
几年我们从城乡规划上反
思，取得的进步很大，但城
与乡规划分割的问题仍然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比如
北京有完善的城镇规划体
系，而没有做集体建设用地
规划，这就好比有一只眼睛
是闭着的。怎么把城市规
划变成城乡规划，真正实现
城乡一体化的规划，还需要
下工夫。

新京报：为什么重点要
放在集体建设用地上？

黄艳：北京的建设用地
一共2700万公顷，其中城镇
建设用地1650万公顷，剩下
的 1050 万公顷这一大块就
是集体建设用地。过去我
们对集体建设用地没有建
立很好的规划管理体制，城
市发展只是靠单一的征地
模式，资源未充分整合利
用。那么就需要通过创新
把集体建设用地资源特别
是集体产业用地资源更好
地利用起来。在保护农民
利益的基础上，拓展城市发
展空间，调控人口规模和实
现生态环境的改善。

以往对这一块儿没有
很好地重视，集体建设用地
利用得比较粗放。很多集
体建设用地发展的都是仓
库、出租房等低端业态，脏
乱差，也容易引起火灾等安
全问题。

新京报：集体建设用地
规划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黄艳：目前，《北京市集
体建设用地规划》正在编
制，希望实现四个目标：人
口调控、产业升级、环境改
善、农民增收。目前，北京
也正在大兴区的西红门进
行试点，创新集体建设用地
的规划管理机制，统筹规划
和政策措施，合理利用集体
建设用地。

规划细化
将评估区县教育

医疗规划实施

新京报：目前规划越来
越受到普通市民重视，一些
具体规划公示，也有很多居
民提出意见，对此您怎么看？

黄艳：如何加强规划的
精细化管理，提高城市发展
质量，是目前摆在我们面前

的一个重要问题。建设世
界城市不只是要着眼大处，
更要关心市民关心的问题，
让城市更加宜居。

规划的精细化管理，首
先要了解老百姓怎么看，在
我们这个 2000 多万人的大
城市里，市民其实最关心的
还是家门口的事。我们原
来的城市规划更注重大尺
度、大手笔，但今后要更多
地关注和解决老百姓家门
口的事，怎么让百姓生活更
舒适、方便，比如周边的教
育、医疗是否方便，养老等
设施是否齐全，停车、出行
是否方便等等。

目前我们正在建立以
城市设计导则为核心的精
细化规划管理机制，完善以
社区规划公共服务平台为
重点的规划公众参与模式，
也正在深化养老设施的规
划、编制城市地下空间的规
划等专项规划。

下半年，我们还将对区
县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常
态性的评估，这其中很重要
的就是教育、医疗、养老、公
园 绿 地 等 规 划 的 实 施 情
况，找出真正是老百姓关
心和需要服务的项目，对
规划进行优化和完善，帮
助各级政府对资源配套进
行及时纠正。

规划落实
规划统筹解决城

市条块分割问题

新京报：有一些观点认
为，城市规划的蓝图往往都
是很美好的，但城市实际的
建设和发展，却并不像蓝图
规划的那样？

黄艳：我们正在转变规
划工作方式，由静态的规划
转变到更加关注规划的动
态实施，把静态蓝图式的规
划变成公共政策式的规划。

比如前一段时间去了
北部地区的软件园，有 2 万
多人就业。单纯从园区规
划和园区发展的角度上来
说是成功的。但这些在软
件园工作的人需要什么？
需要住房和公共服务的配
套。而在软件园边上的住
房，却没有与园区就业很好
地对接起来。

这可能造成园区的职
工在这里工作，却只能住在
市里。居住在附近的人，却
要到市里工作，这会带来一
系列的问题，比如“潮汐式”
交通问题等。

功能区的发展，一定要
考虑不同人群在就业和生
活上的实际需求，城市是一
个有机的整体，不能通过条
或 块 把 它 简 单 地 分 割 开
来。怎么发挥规划的统筹
作用，使之更好地成为一个
整体，从而使城市发展更加
科学，使资源能够更有效地
利用，使老百姓的生活更加
便利舒适，这是转变规划工
作方式的一个最重要的点。

新京报记者 马力

市规划委主任黄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