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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35年，城市副中心基础教育设施千人用地面积达到2992平方米，通州区达到 3068-
3336平方米。依托中国人民大学新校区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为城市副中心在人才培养、科技创

新、文化建设等方面提供支撑。构建“南部学校发展群”，推动全区集团化办学覆盖率超过65%。

到2035年，城市副中心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力争达到7.7张，通州区达到7.25张。发挥

优质医疗资源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医联体建设扩面提质，带动基层卫生能力提升，不断提高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满意度。

到2035年，城市副中心及通州区千人养老机构床位数达到9.5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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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绿野田园、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典范地区。

在城市副中心西侧与朝阳区之间有条件地区规划预留宽度不小于500米的生

态绿带，东侧与廊坊北三县地区之间共建平均宽度不小于3公里的生态绿带，南侧与

北侧划定宽度约7公里的生态廊道控制区，共同形成城市副中心外围的环状绿色生

态绿带。

到2035年，城市副中心绿色空间约41平方公里，人均绿地面积达到30平方
米，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100%。

到 2035年，城市副中心建成绿道约280公里，水岸及道路林木绿化率达到

80%以上。

以大运河为主脉，恢复部分河流历史故道，疏浚治理主要河道，构建树状河网结

构，形成约18平方公里水域，贯通约163公里连续滨水岸线，营造约40平
方公里滨水空间，划定河湖保护线和滨水一体化管控区，实现常水位线到建筑退线

一体化建设管理。

大力发展以电力和天然气为主，地热能、太阳能等为辅的绿色低碳能源，有效降低

区域碳排放，到2035年城市副中心及通州区可再生能源比重达到20%以上。

依托大运河文化带、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宋庄、台湖等特色
地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主题旅游、原创艺术、演艺娱乐等产业，积极发

展体育产业，引进顶尖职业赛事和俱乐部。

重点打造“环球影城×大运河”国际消费体验区。未来副中心将建成

文旅商体融合发展示范区，建成国际一流的主题公园，将文化旅游

区建设成为富有文化底蕴、面向世界、有活力和有魅力的世界级旅游度
假区。

文化旅游区围绕国家文旅商融合发展示范区、新型文体旅游融合发

展示范区的“双示范区”建设，推动聚合创新功能，展现内外资源聚集、

多元文化融合、文旅商聚合的创新价值。

协同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联动运营，加强特色小镇与环球主题

公园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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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北京城市副中心交通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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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5年，初步建成具有核心竞争力、彰显人文魅力、富有城市活力的国际一流的和谐宜

居现代化城区。

精心打造好每一个街区、每一栋建筑，不留历史遗憾，促进城市与自然和谐统一，让运河与六

环焕发活力，让街道和公园更具魅力，让人们荡舟运河上、漫步森林中，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体验，建
设人民生活满意幸福、人文荟萃的理想之城。

大运河两岸组织完整连续的自行车道、跑步道和漫步道，开通以水上旅游观光为主的通航线路，

营造充满现代活力、再现历史记忆的滨水公共空间，形成韵味深厚、环境优美的生态文明带。

到2035年，城市副中心及通州区人均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筑面积达到0.45平方米。城市

副中心人均公共体育用地面积达到0.7平方米，拓展区每个乡镇至少拥有1处全民健身中心。

建设集约化邻里商业中心，加快建设城市副中心12个组团和36个街区的“市民中心—组团

中心—邻里商业中心—便民服务网点”公共服务体系和“5—15—30”分钟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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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扩大区域环境容量，构建总面积约360平方公里的区域生态空间。保护潮白河流域，重点在潮白河和北运河之间共同建设

面积约320平方公里的大尺度生态绿洲。

到2035年，廊坊北三县地区地表水水质达到国家考核要求。

以治理大气中细颗粒物（PM2.5）为重点，合力实施压减燃煤、控车节油、治污减排、清洁降尘，实现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根本改善。

围绕城市副中心主导功能，协同发展商务服务、科技服务、文化旅游、商贸物流、绿色服务五类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区域服务功能，

发挥北京科技创新资源优势，辐射带动廊坊北三县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北京公共服务资源向廊坊北三县地区拓展延伸，进一步优化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通过速度快、站距大的轨道交通，引导廊坊北三县地区城市功能和空间沿主要廊道簇轴式纵深发

展。远期实现交通网络化布局，逐步完善城市副中心与廊坊北三县地区之间的路网系统，城市副中心与廊坊北三县地区构建以公共交

通为主、道路交通为辅的交通体系。

2035，城市副中心关键数字和关键词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明确将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略，一幅宏

伟蓝图在广袤的京津冀大地徐徐铺展。

十年来，重大国家战略在京津冀三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一核两翼”大格局中的重要一翼，北京城市副中心从“打基础、补短

板，有序拉开城市框架”向“立长远、强功能，全面上台阶”迈进。从2020年起，副中心连续数年保持千亿元投资规模，千亿元投资重大项目的落地实施，带

动城市功能品质蝶变跃升。同时，充分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放大“梧桐成林、金凤成群”的集聚效应，推动与北三县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

未来的城市副中心是什么模样？下一个十年，又有何期待？在副中心的远景规划中，我们又将看到一座怎样的未来之城？

2035
北京城市副中心生活图鉴

十年后，副中心将建成智能融合的国际一流智慧城市，建立起城市智能运行模式和治理体系，搭建数字共享、人民共创、全局全时的
智慧城市服务体系，建设为世界智慧城市的典范。

副中心位于千年大运河北首、百里长安街东端，自古即为京畿咽喉重镇。贯通历史直面未来，副中心将塑造古今同辉、人文荟萃的
总体城市形象，打造集约紧凑、大疏大密的城市格局，形成长安街东延长线规整有序、端正大气的畿辅门户形象。

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胡九龙表示，依托大运河塑造由古及今、古今同辉的城市风貌，副中心正围绕燃灯塔强化五
河交汇处整体空间景观营造，围绕一带一轴交汇处精心建设市民活力中心，熔古铸今，徐徐展开一幅运河蜿蜒流淌、古城伴水而生、绿心
层叠苍翠、空间疏密有致、高度舒缓有序、街巷尺度宜人的美丽画卷。

2035，国际一流城市

通过现实城市的信息化改造，副中心还将同步建设“一网、一脑、一平台”的数字孪生城市。在城市空间数据基础上，叠加互联网、物
联网等多维度实时数据，全息描述城市运行状态，用算法高效驱动和管理城市运营，实现城市资源要素智能优化配置。

到那时，副中心将广泛布设复合型智能灯杆、地下管线监测、智能停车场、智能楼宇等感知设施，形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
体”的数字城市神经网络，动态监测和实时感知城市运行状态。

采用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计算机博弈、自主智能等技术，副中心将针对城市发展的人口、用地、自然资源、公共服务、产业经济等关
键问题进行推演，提高政府决策能力。

副中心还将吸引世界顶尖的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创新科研机构、企业和科学家团体，建立虚拟开放共享实验室和孵化中心，推动形成
创新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2035，现代智能城市

瞄准科技前沿，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副中心将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集中平移中心城区适宜产业资源，提高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
力，实施一批前沿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和新材料等创新成果转化重大项目，培育发展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在副中心及周边地区形成优
势互补、错位发展的产业新格局。

为建设国际化现代商务区，副中心正引导京津冀区域性金融机构集聚，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城市副中心设立京津冀区域性总
部或一级分支机构，推动京津冀区域基金管理机构、符合条件的基金管理公司总部集聚。增强总部经济发展吸引力，加快要素市场
的培育和发展。

十年后，副中心还将建设具有国际前沿科技水平、展现中国制造自主创新能力、体现人民生活幸福乐享的设施服务环，形成城市永续
发展的核心基础骨架。

2035，科技创新城市

副中心将结合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全面增加城市副中心绿色空间总量，构建结构清晰、布局均衡、连续贯通的绿色空间系统，
提升绿色空间的便捷性、共享性和舒适性，让居民享受自然，抬眼见绿荫、侧耳闻鸟鸣。

转角遇美，起步闻香，小微绿地和口袋公园让城市的空隙盲区变成了金角银边。花园城市，风光绮丽，副中心建设“花园城市”的内涵
与路径，利用槐荫公园等，消减区域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盲区。启动东郊森林公园运营项目，引导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发
挥建设效果。优化绿道断点，把“千里潞道”特色品牌转化为城市名片。

副中心将完善森林经营综合示范区建设，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再建18处生物多样性保育小区；编制第二批区级湿地名录，加强湿地
保护宣传，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统筹兼顾谋划林业碳汇，活跃林下产业，把实践上的绿色行动变为百姓的获得感。

未来十年的副中心，将是飞鸟翩跹、人与自然和谐之境。大运河畔“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艺术文化设施宾朋满座，谈笑无穷；东
六环高线公园清风明月、鸟语花香；城市副中心万家灯火，远播四方。

2035，绿色花园城市

随着海昌海洋公园和顶点公园等一系列文化旅游区产业项目接续落地，副中心文化旅游区将着力打造北有国际消费云集的北部产
业带，南有萧太后河水系通航的璀璨蓝色经济带，东有国际一流的环球主题公园，西有超引流的国际时尚潮流体育Endeavor City城市运
动中心项目的产业生态。一个富有文化底蕴的、面向世界的、有活力和有魅力的世界级旅游度假区将走进人们的生活。

到2035年，副中心共划定了44处公共体育用地，一批公共体育场馆将高标准建成。展望未来，全民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体育公
园、健身步道、健身广场、小型足球场等健身设施将贴近社区、方便可达，方便群众就近就地锻炼，城市副中心将掀起全民健身的热潮。通
州区多河富水的优势将进一步彰显，滨水健康步道环线将成为极具品牌特色的通州新名片，通过城市绿道、健身步道、骑行道等体育休闲
设施将景点串珠成链，构建人居环境优美、健身出行便利的体育生态圈。

2035，世界旅游度假区

南大街居民马永深对未来充满憧憬，“打小儿我就住在南大街，一生情怀也系于此。”他说，走在十八个半截胡同里，总能想起过去的
美好时光和各位街坊，从前书声琅琅的民族小学，大人领着小孩打油、买煤球的铺子好像都在眼前。

“几十年过去，眼看着十八个半截胡同越变越美。现在胡同里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大家心里都美着呢。”马永深说，如今南大街正在进
行腾退保护更新，他特别希望在硬件设备越来越新、生活越来越舒适的同时，能保留下胡同的文化记忆。就像熊家胡同的“墙上博物馆”，
能够珍藏老胡同文化，留住“通州味儿”。

越来越多优质教育资源的汇聚，让学生家长张女士有着更多美好期盼。如今孩子在北京市十一学校通州实验学校读书，既在“家门
口”，又能获得市里的学习资源，全家都特别高兴。她说，这些年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全家都体验到了副中心的高速发展。医院、学校等
优质资源聚集副中心，“一老一小”都享受到了实惠。“十年后，我的孩子应该在准备高考，即将踏入社会，我希望那个时候她看到的副中心
更加现代化、国际化，不仅仅是建设更多高楼大厦，还能引入更多国内外的优质资源，包括商业品牌、科技产品、文化艺术等，让这里成为
年轻人认识世界的窗口。”

2035，一老一小更幸福

在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中，交通等重点领域动作不断，让市民享受到更多便利。将开通多样化公交专线，进一步
提高外埠进京客运市场的线路吸引，针对燕郊区域拓展北京市域内的接驳点，将现有的国贸、望京地区逐步扩大至亦庄等区域。同时，针
对河北廊坊的大厂、三河、香河及安平区域，根据当地主干进京线路的运营情况，研判开通快速直达专线的可行性，形成“一主一辅、快慢
结合”格局。在东夏园枢纽站启用的基础之上，将其作为副中心与北三县联通线路的集散区域，进一步完成线路的入驻提高乘客的候车
质量。

铁路方面，更加惊喜不断。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是未来城市副中心联通京津冀的重要窗口，将发挥重要门户作用。依托
京唐、京滨城际铁路和城际铁路联络线，副中心枢纽将在京津冀地区构建与河北雄安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及枢纽机场之间直连直通的
城际铁路网络，实现城市副中心1小时直达河北雄安新区，15分钟直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5分钟直达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河北唐山以及天津也可一小时内抵达。未来五年内怀兴城际廊兴段、雄商高铁、雄忻高铁、津潍高铁将
陆续开通，轨道上的京津冀将越织越密。

2035，城市交通便利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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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副中心？怎么样建设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