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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 扎实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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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雄安新区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2021年11月，《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正式发布。经国务院同意，近日，国家发展
改革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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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的落地和贯彻实施，必将有力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同时也将为建设和
谐、宜居、美丽的大国首都，为打造京津冀乃至更广大地区的高质量和绿色发展样板作出贡献。

 北京城市副中心这些年在绿色发展方面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北京城市副中心基本形成了“两带、一环、一心”的
绿色空间格局，辖区森林总面积已达45.79万亩，森林覆盖率33.70%，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91.24%，城区绿
化覆盖率50.95%。产业绿色化工作也取得明显进展，运河商务区绿色金融研究院、绿色交易所、自愿碳减排交易中心
等陆续入驻。绿色产业逐步集聚，绿色生活渐成风尚，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地更绿了。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下一阶
段的绿色发展该怎么走，《实施方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清晰而具体的发展蓝图，提供了可操作的行动指南。

 《实施方案》包括背景情况、总体要求，以及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产业、绿色能源、绿色生态、绿色文化、
组织实施等九个方面的内容。思路清晰、目标明确、内容全面、操作性强，其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明确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的总体要求和18项发展指标。这使得示范区建设有了清晰的发
展方向和目标。《实施方案》提出了2025年和2035年两个时间节点的发展目标，从绿色发展内生动力、绿色产业规模
、绿色技术创新、城市基础设施绿色化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并从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多个角度提出
了明确、量化的发展指标。这些目标和指标的提出，十分契合国家、北京市的绿色发展方向，也十分契合北京城市副
中心的定位和发展基础，有助于将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成为以绿色为底色，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和谐交融，蓝
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绿色发展高地，形成更多更好的绿色发展示范经验。

 二是在建筑、交通、产业三大关键领域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示范任务要求。建筑、交通、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也是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的重要领域，对于绿色发展至关重要。在绿色建筑领域，《实施方案》聚焦构建智能舒适
的绿色建筑示范，要求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和技术、材料的升级迭代，推进实施工程建设全过程绿色建造，推行绿
色建筑和超低能耗建筑，加大智能建造应用力度。在绿色交通领域，《实施方案》强调了要开展超低排放区试点工作
，探索制定低碳城市运行政策措施，在高效绿色轨道交通、生态友好道路交通、绿色智能交通管理以及区域绿色低碳
交通一体化方面发力，构建便捷畅达的绿色交通体系。在绿色产业方面，《实施方案》贯穿了创新驱动和创新引领思
路，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实施方案》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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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色金融商务服务以及文旅商务融合发展等方面共同发力，打造创新驱动的绿色产业示范
基地。这些举措的落地实施，可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绿色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是在能源、生态、文化三个重要支撑方面明确了未来的发展举措。能源、生态、文化三要素都与绿色发展息息相
关，是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区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手段和组成部分。在绿色能源领域，《实施方案》提出了一揽子针对
性措施，如制定完善北京城市副中心用能权交易试点实施方案、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实施方案等政策性文件，
在完善能源消耗强度和总量调控、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拓展绿色电力应用等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明
确的要求。绿色生态建设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一大特色，尽管目前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实施方案》还是为未来的
进一步发展勾画了更加宏大的蓝图，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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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韧性城市建设以及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绿色文化是实
现绿色发展的重要一环，《实施方案》专门就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绿色文化发展，从宣传生态文明理念、倡导简约适度
生活方式、普及绿色发展角度等方面对机关单位、商业机构、家庭、学校、社区等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要求。

 四是强调了要加强组织实施。为确保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细，《实施方案》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多项有针对性的保障
措施，这其中有关加强重大项目统筹调度、加强多渠道资金支持和强化责任落实等措施具有较强的力度和较高的针对
性，特别是有关建立绿色项目储备库制度、建立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监测评估机制、建立完善节能减污降碳领跑
者标准体系等都针对着一些关键的难点痛点，可对《实施方案》相关目标的实现发挥重要作用。

 当前，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处在加快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
推动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受到各方关注。《实施方案》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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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范区规划了清晰的蓝图。更需要强调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不单是自己的事，也肩负
着形成示范经验、为其他地区推动绿色发展提供样板的重任。北京市和北京城市副中心有关方面应及时总结示范经验
，其他地区，特别是京津冀各地区也应及时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加以学习借鉴和推广应用，
在自身的绿色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除此之外，这些凝聚着各方面心血的宝贵经验，还应结合顶层设计，逐步形成普
适性绿色发展制度安排，并通过政策法规等形式明确下来，在更广大的地区实施，推动全国的绿色发展工作行稳致远
。（作者：王学军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208279.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2 / 2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208279.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