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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首都绿色之翼 创全国示范之先 高质量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实施方案》专家解读之二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实施
方案》（发改环资〔2024〕241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高质量发展、打造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样板的工作路径，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有序承接中心城区非首都功能疏解、推进首都城市功能重组和布局优
化，建设和谐、宜居、美丽的绿色发展高地绘制了总体蓝图，对于推动北京“新两翼”建设取得更大突破，促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根本遵循

 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形成北京的“新两翼”，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早在201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研究部署规划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北京城市副中心
建设要牢固树立并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
城市布局，着力打造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建成绿色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2021年8月，
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
坚持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近年来，京津冀3省市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大力
支持配合，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北
京城市副中心美丽宜居水平大幅提升，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实践证明
，党中央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安排部署，特别是坚持将绿色发展作为城市发展底色的决策部署科学合理、顺应民心
，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

 北京城市副中心肩负着有序承接中心城区非首都功能疏解、推进首都城市功能重组和布局优化、探索人口经济密集
地区优化开发模式的艰巨任务。与雄安平地建新城不同，北京城市副中心本身已有城市建设的基础，如何在既有基础
上脱胎换骨、绿色升级，打造一个不一样的和谐宜居之城，关键是必须牢牢把握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个最核心的
思想武器。《实施方案》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时时处处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牢固树立节
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北京城市副中心经济社会发展各领
域全过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擘画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蓝图，描绘了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
气常新的美丽画卷，印发后必将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南。

 二、做好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六篇示范文章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不是戴帽子、做盆景，是要真正解题破题，探索既有建成区绿色低碳升
级的可行路径，从而为首都乃至全国各个地区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实施方案》明确，将聚焦建筑、交通、
产业三大关键领域和能源、生态、文化三大重点支撑开展绿色示范，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
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经济社会各方面和全过程绿色低碳发展。绿色建
筑示范方面，统筹考虑新建建筑建造、既有建筑改造和智能建造应用，推进实施工程建设全过程绿色建造，大力推行
绿色建筑和超低能耗建筑，加大智能建造应用力度，推动建筑领域全过程节约资源和减少碳排放，实现建筑领域绿色
化、品质化发展和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绿色交通示范方面，建设高效绿色的轨道交通，完善生态友好的道路交通，
推进绿色智能交通管理，推动区域绿色低碳交通一体化，构建承载辐射功能突出、便捷畅达、人本生态的现代综合交
通体系，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省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绿色产业示
范方面，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着力提升产业绿色化发展水平，强化绿色金融商务服务功能，推进文化
旅游商务融合发展，加强绿色产业国际国内交流与合作，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过程中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
。绿色能源示范方面，完善能源消耗强度和总量调控，全面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余热利用，积
极拓展绿色电力应用，大力推广应用先进能源技术，全面建立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的能源体系。绿色生态示范方面，
建设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建成蓝绿交织的森林空间，持续抓好空气污染治理，加强噪声污染综合防治，加强韧性城
市建设，加强跨区域生态环境共治，形成清新美丽宜居的绿色空间格局。绿色文化示范方面，广泛宣传生态文明理念
，倡导简约适度生活方式，推动普及绿色发展教育，积极营造绿色文化氛围，让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化深入人心。

 三、目标清晰、有的放矢是《实施方案》的突出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一切规划方案的生命力都在于实施，必须有清晰的工作目标和务
实的落地举措，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形成政策落地的强大合力，将美好蓝图切实转化为
发展实效。通读《实施方案》全文，最大的感受就是其目标清晰、落地性强。一是目标明确。《实施方案》锚定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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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035两个时间节点，围绕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生态环境三个主题设定了18项量化的主要指标，系统回答了北京
城市副中心“绿在哪”“如何衡量绿”的问题。在设立主要指标的同时，在六大示范任务中还设置了若干次级指标，
与主要目标一起构建了完整、全面的指标体系，形成了对各项工作的有力引导。二是措施具体。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
区总面积155平方公里，拓展至通州区全域906平方公里。在这个城市半径内拟定绿色发展的具体路径，注定不能搞“
大写意”而只能画“工笔画”，否则就会失去特色、无从下手。《实施方案》各项工作指向清晰，具体到了各个街道
、道路、园区、项目，任务具体详实，主体权责清晰，确保了绿色发展的有力推进。三是保障有力。为确保各项任务
落实，《实施方案》明确了一系列确保工作落实的举措。如在组织方面，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
到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各领域和全过程，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从而为北京城市副中
心绿色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又如在资金支持方面，提出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引领带动区域产业绿色化
转型升级，支持节能环保、新能源、低碳交通等领域投资；再如在科技方面，支持成立产学研联盟，制定吸引高层次
、高技能绿色发展人才的配套措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开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些措施从党政、资金、人才、
标准等方面提供了综合性的保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行稳致远提供了重要保障。

 今日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五河交汇呈盎然之势、绿心青翠展蓬勃生机。《实施方案》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注入新的绿
色发展动力，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建成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多组团集约紧凑发展的生态城市，为首都乃至
全国打造一个绿色低碳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样板提供了有力支撑。（作者：张英健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资源与环境业务部主任；木其坚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资源与环境业务部气候应对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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