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政策概要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

Ⱶ 政策背景

Ⱶ 2014年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提出的，要明确城市战略

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

中心”的首都核心功能。

Ⱶ 2015年03月2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研究了《京津冀协同发

展规划纲要》。中共中央政治局2015年4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

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

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

Ⱶ 7月11日，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上获悉，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共北京

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提出：

到2020年，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取得明显成效，城六区常住人口在2014

年基础上每年降低2至3个百分点，争取到2020年下降15个百分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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Ⱶ 政策的基本逻辑

降低资源环境压力
、城市运行压力、
社会管理压力

疏解一般性制造业

疏解区域性物流基地和区
域性批发市场

疏解部分教育、医疗机构

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
机构

人口
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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Ⱶ 具体方案与主要措施

Ⱶ 淘汰、升级、转移高能耗、高水耗、有污染项目

Ⱶ 行政性拆迁区域性物流基地和区域性批发市场，调整相关土

地用途

Ⱶ 整体或部分搬迁部分教育、医疗机构，通过交流合作在北京

周边兴办教育、医疗机构

Ⱶ 加快规划建设北京行政副中心，带动其他功能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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