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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工程包将推动实施轨道交通
建设及消隐改造，市郊铁路、综合交通枢
纽、高速公路连通、城市路网完善提升，停
车设施补短板，智能交通能力建设，城市
道路噪音治理，南水北调后续配套，城市
电网强网工程，绿电应用，城市供热保障能
力提升，城市新能源供热等 13项工程。

绿色浸润古都 亮出清新明亮城市风采

5年内基本消除重污染天
本报记者 曹政

2020年，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首次实现
“30+”，创下了自 2013 年监测以来的最低值，
未来北京大气治理如何再进一步？从山区到
平原、从公园到家门口，绿地如何继续蔓延？
已经迈出“艰难第一步”的垃圾分类要如何更
进一步？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给出
了答案：“十四五”时期，北京将大力实施绿色
北京战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基本消除重
污染天气，消除劣V类水体，全面实现原生生
活垃圾零填埋，提升生态环境空间容量。绿色
浸润古都，彰显清新明亮城市风采。

【添绿】

绿色北京

到2025年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5%
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达到32%

全市建成区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6.7平方米

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0%

全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8%
消除劣V类水体

农村生活污水得到全面有效治理

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受污染耕地及污染地块

安全利用率达到95%左右

全市生活垃圾

焚烧和生化处置能力

达到3.1万吨/天以上

全面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数据均引自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

绿色北京

到2025年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5%
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达到32%

全市建成区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6.7平方米

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0%

全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8%
消除劣V类水体

农村生活污水得到全面有效治理

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受污染耕地及污染地块

安全利用率达到95%左右

全市生活垃圾

焚烧和生化处置能力

达到3.1万吨/天以上

全面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数据均引自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

大城市治理

民生服务网上可办率

达到100%

数据均引自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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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笼换鸟

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预计达到16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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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将共建环京绿化带
根据纲要草案，本市将优化生态空间格局，

形成以生态涵养区为屏障、森林为主体、河流为
脉络、农田湖泊为点缀、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城市
生态系统。

一草一木，田野山林和湖泊都将得到更好
的保护和治理。“本市将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统筹推动集体建设用地腾退和造林绿
化。到 2025年，生态控制区面积力争达到市域
面积的75%。”起草组成员表示，“十四五”时期，
北京将完成京津风沙源治理、新一轮百万亩造
林绿化工程；加强与津冀协作，以首都环线为骨
架，以北运河、潮白河、永定河等跨界河流及主
要交通干线为脉络，共建环京绿化带，拓展首都
绿色空间。

5年建设超50处小微湿地
纲要草案也披露了今后五年的“小目标”：

因地制宜保护恢复湿地，建设小微湿地50个以
上；打通动物迁徙空间，加强候鸟栖息地建设和
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保护，建立 100 处生物多样
性保护示范区、500处生态保育小区。

生态涵养区将成为首都战略腹地和生态文
明“金名片”。起草组成员介绍，生态涵养区将
只搞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
定位的各类开发建设活动，确保生态空间只增
不减、土地开发强度只降不升。

“十四五”时期，本市将实施60万亩封山育
林、15万亩山区造林、150万亩森林健康经营，
全面保护 436 万亩天然次生林；守护好以密云
水库为核心的水源地，因地制宜建设水库入口
湿地，以水库上游区域为重点，建设生态清洁小
流域600平方公里。

本市将构建综合公园、社区公
园、游园三级公园体系，将中心城区
建设成为公园绿地服务基本无盲区
的“公园城市”。在中心城区还将建
设国家自然博物馆，完成 50 处以上
公园绿地改造，新建绿隔公园 17处，
形成一道绿隔城市公园环、二道绿
隔郊野公园环。同时，建设绿道 350
公里以上，将中心城区与外围空间

联系的九条楔形生态空间打造成为
城市“新风”系统，实现每个区都有
适宜垂钓区和河湖水域滑冰场。

几个新城也将变靓丽：推进新城
森林公园、城市森林建设，在郊野和
山区规划建设森林步道1000公里，打
造若干特色化的全程、半程、微型马
拉松跑道，全市游船通航河道达到 70
公里。

“今后 5年，本市将按照减量化、资源化和无
害化原则，基本建成垃圾分类收运、资源化处理
和市场化运营体系，努力打造超大城市垃圾分类
治理的标杆。”起草组成员说。

本市将强化生活垃圾生产单位和个人分类
投放主体责任，促进垃圾分类成为广泛自觉，推
动完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全面限制使用塑
料制品，限制产品过度包装。

按照规划，到 2025年，全市生活垃圾焚烧和
生化处置能力达到 3.1 万吨/天以上，预留 3000
吨/天的设施储备建设条件，全面实现原生生活
垃圾零填埋，建成燕山石化蓝翠鸟等危险废物资源
化处置设施。

【变美】

住在平原地区的百姓也将在“十
四五”时期迎来大量可进入、可体验
的生态休闲空间。到2025年，全市建
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将达到 16.7
平方米，公园绿地 500米服务半径覆
盖率将达到90%。

“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前提下，除
核心区外各区均创建成为国家森林
城市。”起草组成员解释，国家森林城

市有一定的指标要求，核心区因空间
有限，无法达到森林覆盖率的规定指
标。但核心区也会有自己的“绿与
美”。本市将打造花园式核心区，除
了增加口袋公园、小微绿地外，还将
推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加强历史
水系修复，推广种好“院中一棵树”，
并对平安大街等特色街道实施林荫
化改造。

建成区人均绿地面积将达16.7平方米

每个区都有垂钓区滑冰场

【治污】
推动公交出租使用清洁能源

PM2.5年均浓度进入“30+”，纲要草案继续开
出了“三个协同”的新药方：PM2.5细微颗粒物和臭
氧污染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协同
控制、本地和区域协同共治。最终希望达到的疗效是
——北京将在“十四五”时期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燃油车将迎来更有效的控制：本市将大力推动
公交、环卫、出租、渣土以及市内邮政、快递、旅游等
车辆使用纯电动或氢燃料电池，推动存量燃油汽车
更新为新能源汽车。同时，还将优化充换电基础设
施布局，加快推进氢能源汽车加氢站规划建设。

同时，本市将持续推动汽修行业优化整合升
级，建设集中式、封闭式钣喷中心，试点推广绿色
干洗剂，推广具有净化回收功能的全封闭干洗机
或碳氢干洗机。

核心区将在“十四五”时期建设“超低排放
区”。根据纲要草案披露的要求，核心区将基本实
现公交、环卫、货运、旅游及公务车辆为新能源动
力，逐步禁止柴油车驶入，打造纯电动或氢燃料电
池车辆巡回旅游专线，鼓励居民存量拥车置换为
新能源车辆；新建建筑大力推广近零能耗建筑，施
工工地全面施行全封闭管理。

众所周知，大气污染治理无法局限在某一座
城市。今后5年，本市将强化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坚持统一标准、统一检测，强化联合执法、应急联
动，积极争取国家开展区域生态环境污染防治立
法，推动国家逐步统一治理政策和标准体系。

今后 5年，北京将迎来一场碧水攻坚战——到
2025年，全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8%，消除劣V类水体。

城镇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加快补齐短板。起
草组成员说，中心城区将加强调蓄净化，因地制
宜改造管网 100公里；新城和乡镇将新建改建污
水收集管线 1000 公里，基本实现建成区污水收
集管网全覆盖。

900个以上村庄完成污水收集管线建设，完
善运行管护机制，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到 2025
年，农村生活污水得到全面有效治理。“十四五”
时期，北京将坚决禁止污水、垃圾入河，推进永定
河、北运河、潮白河、拒马河等重点流域综合治理
与生态修复，推动引黄工程向永定河生态补水常
态化，增加再生水补充河道生态用水。

2025年消除劣V类水体

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核心区将逐步禁止柴油车驶入

要与屋顶绿化、垂直绿化一样，见缝插绿，
让胡同院落里也种上树，为青砖灰瓦的北京院
子添上一抹绿色。

“院中一棵树”

本市构建大林大田、林田交融的复合生态系
统，推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布局，集
中连片规模 1000 亩以上耕地占总量的 80%以
上。从整个城市来看，林、田形成良好布局和规
模效应，将有助于自然郊野生态系统的稳定。大
林大田的布局更贴近生态田园风格，为百姓打造
集中连片的绿色美景，形成京郊特色的风景线。

“大林大田”布局

政府部门将联合公益组织搭建“晒一晒”平
台，形成节水积分奖励机制，建立家庭用水积分
兑换系统，选择有影响力的网购平台设立节水
积分兑换商品、节水积分打折专区。

节水“晒一晒”计划

本市将实施多种形式的低碳领跑者计划。
其中，对家庭和个人，让低碳行为及时“变现”，
个人绿色出行、家庭节约用水用电、利用新能
源、植树造林等通过碳普惠平台登记，可以形成
碳减排积分，兑换成地铁票优惠券、电影票兑换
券、节能商品购物券等。

低碳领跑者计划

“大城市病”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2025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预计达1600公里

本报记者 曹政

搭乘轨道交通从中心城区到平原新城仅用半小时，
2000年底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力争完成改造，下雨天主城区
积水点实现动态清零，全市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96%……
今后5年，这些小目标将逐一实现。

“‘十四五’时期，北京将为市民配备‘全周期管理的管
家’，创新超大城市现代治理。”北京“十四五”规划纲要起
草组成员近日介绍，到 2025年，北京“大城市病”治理取得
明显成效。届时，北京轨道交通运营里程预计将达到1600
公里。

中心城规划总建筑规模动态零增长
“北京‘十四五’规划会深入落实新总规，科学实施减量

提质。”起草组成员介绍，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中心城区规
划总建筑规模控制在 8.5亿平方米左右并实现动态零增长。
同时，加强建筑高度、城市天际线、第五立面、城市色彩等管
控，塑造特色鲜明的城市风貌。

城乡产业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重保持在25%以内；中
心城区居住用地将优先用于建设租赁住房和中小套型共有
产权房，城市副中心、平原新城地区适度提升居住用地供应规
模与比重；增加大站快线、市郊通勤铁路沿线居住用地供给。

“北京将推进地下空间立法，实现地下交通、公共服务、
商业等功能复合利用。”起草组成员说，CBD、金融街等商圈
地下空间改造将在“十四五”时期完成。

中心城优质资源向新城有序精准转移
中心城将迎来品质提升：中轴线上，将提升北中轴奥林

匹克中心区环境品质，强化南中轴地区发展统筹；二环到五
环的存量居住区空间品质将提升，五环外东坝、中关村科学
城北区等空间功能将拓展。

“十四五”期间，北京将建设中心城和平原新城“半小时
轨道交通圈”，有序引导教育、医疗等中心城区优质资源向新
城精准转移。

值得关注的是，一个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微中
心——新市镇——特色小镇——小城镇”网络型城镇结构也
在规划中浮现出来。其中，“微中心”是以轨道交通带动，围
绕望京、顺义、昌平等站点布局建设多个轨道微中心，除了有
更便捷高效的交通接驳，还将布局生活性服务业、文化娱乐
等功能；“新市镇”则是围绕重点廊道和主要交通沿线建设，
首先将推进建设魏善庄、长辛店等 8个新市镇，“一镇一策”
打造产业聚集区。

市郊铁路运营里程将达600公里
“十四五”期间，更加强调“轨道交通”对

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和功能布局优化的引
导。到 2025 年，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预
计达到 1600 公里，轨道交通占公共出行比
例提升至 56%。

其实，轨道交通不仅指地铁。“本市要构
建圈层式、一体化轨道交通网络，推进干线铁
路、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四网
融合’。”起草组成员说，今后 5 年，北京将建
成丰台站、城市副中心站等大型交通枢纽，
推动铁路与城市交通信息共享、安检互认，
便利换乘。

1600公里轨交运营里程中，有600公里来
自市郊铁路。按计划，北京将实施市郊铁路
建设行动计划，构建市郊铁路主骨架，整体提
升城市副中心线、东北环线、通密线，推进 S2
线南段通勤化改造，新增京门——门大线、京
九线等线路。同时，本市也将加快建设平谷
线，推进城市副中心线、京九线等向环京地区
延伸，拓展快速通勤服务范围，探索灵活多样
的票制票价体系。

探索快慢线交叉运行
本市将织补、加密、优化中心城线网，建

设丽金线、CBD线、11号线西段、19号线北延
等线路，提高重点地区线网密度，增强就业中
心与居住组团间快速联系。

纲要草案披露的4条线路中，丽金线是将
丽泽商务区与金融街实现轨道直连，正在研

究稳定线路方案；CBD 线即 28 号线，除了服
务CBD，还将保障改造后的北京东站；11号线
西段即冬奥支线，预计2021年建成通车；接驳
大兴机场线的 19号线一期正在建设，未来将
继续北延，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

这些线路中，具备条件的线路还将实现
快慢线交叉运行和同台换乘。起草组成员解
释，快慢线交叉运行是指同一条线路上一部
分列车变成“大站快车”，“甩”掉需求弱的车
站，更快地把远程乘客送达目的地；同台换乘
则是最方便的地铁换乘方式。

“十四五”时期，北京还将实施1号线与八
通线贯通运营等改造工程，一批地铁老站也
将迎来综合性改造提升、增设换乘通道和出
入口，市民期待的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等也
将建成。

道路停车电子收费全覆盖
路网规划方面，将加大中心城区次干路、

支路建设力度，不断提高路网密度，畅通道路
微循环，加快实施京良路西延等跨区道路工
程；减少道路隔离护栏。

本市在“十四五”时期将实现“停车入位、
停车付费、违停受罚”，推进道路停车电子收
费全覆盖；发展智慧停车，推动居住区和临近
单位停车资源共享。

“纲要草案提出了健全居住停车认证机
制，其实就是要满足百姓家门口的停车需
求。”起草组成员解释，本市将规划建设自动
化立体停车设施，优先考虑新能源车配给，实
施差别化停车供给与收费政策。

“城市更新”成为北京未来5年的关键词之一。
北京将力争完成全市 2000年底前建成的

老旧小区改造任务，精准实施适老化改造、加装
电梯、绿化改造，补充便民设施和停车设施。同
时，实施 100万平方米危旧房改建和简易楼腾
退改造；基本实现在施棚改项目“销账”，新启动

一批群众诉求强烈的棚改项目；完成平房区
6000户住户申请式退租和4000户修缮。

本市将有序推动 700处老旧厂房、低效产
业园区腾笼换鸟；推动约 500万平方米超十年
楼龄甲级写字楼升级改造；提升王府井、西单
商圈的国际化水平。

【减量提质】

【交通】

【城市更新】

2000年底前建成老旧小区力争改完

【资源】

用水总量不超30亿立方米
纲要草案给北京用水总量设定了天花板——30 亿立方米以内，并实现

零增长。
实现之道也已经给出：“节”——水资源节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供水管网“逢

漏必知”，实施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增”——本市将实施南水北调中线扩能工程，加
快研究推动东线调水工程，“十四五”时期总调水规模力争达到60亿立方米。此举
将让2025年北京地下水开采量力争降至14亿立方米，平水年地下水位稳步回升，
局部漏斗区水位明显回升。“优”——建成温泉水厂、河西第二水厂、河西第三水厂，
结合老城双修建设改造供水管网 1000公里以上。“治”——主城区积水点动态清
零，建成北运河通州段、温榆河综合治理工程等。

新提法·新名词

新提法·新名词

纲要草案首次提出了10大工
程包，其中包括城市更新重大工程
包，将推进实施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改造、老旧厂房“活力复兴”、传统商
务楼宇升级改造、传统商圈改造、城
市公共空间改造提升、架空线入地、
城市天然气消隐等7项工程。

低碳领跑者计划
城市更新重大工程包 基础设施补短板重大工程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