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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 20 年 北京城怎麽建

华夏早报

“9.30”調控 1年：逾百城收緊樓市 熱點城市房價停漲
　　去年 9 月 30 日北京發
布樓市新政，開啟全國新
壹輪樓市調控浪潮。過去
壹年，全國上百城市發布
收緊政策，調控次數累計
超 200 次；經過不斷演化，
樓市調控方向在今年 3 月
17 日出現轉折點，由傳統
“結果管理式”的調控手段，
轉向基於長效機制的多維
調控。至 8 月份，15 個熱
點城市房價環比出現停漲
現象。

上百城市收緊樓市 
調控超 200 次

　　去年 9 月 30 日晚間，
北京加碼樓市限貸措施，
分別將購買首套和二套普
通住宅的首付款比例提至
35%、50%。隨後在 2016 年

的“十壹”長假，多地圍
繞提高首付比例、增加貸
款利率的“限貸”調控政
策接踵而至，兩個月時間
裏迅速席卷深圳、杭州等
20 多個熱點城市。
　　至 2016 年 12 月，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房
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
炒的”，此舉被分析人士
看作要減弱住房金融屬性，
明確了嚴格打擊投資投機
行為的調控方向。
　　今年 3 月 17 日，北京
再度祭出具有轉折點意義
的調控政策，加碼限貸政
策和升級二套房認定標準
為最嚴的“認房又認貸”。
同時，北京改變單打獨鬥
的調控策略，隨後創造了
10天9次出拳的調控紀錄。
　　來自中原地產研究中

心的數據統計，截至目前，
自去年“9·30”開始，北
京已發布約30次調控政策。
在風向標壹線城市的效應
下，過去壹年全國已有超
過 100 個城市 ( 縣級以上 )
發布了各種相關房地產調
控措施 200 余次。

從“下猛藥”到“重
長效”

　　記者梳理發現，壹年
來，樓市的調控邏輯也在發
生變化。傳統“結果管理式”
調控基礎上，出現了以長效
機制為根本的“加法”調控，
在業界看來，這壹變化的
轉折點正是北京的“3·17”
調控。
　　安居客房產研究院首
席分析師張波認為，“9·30”

　　作為邁向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大國首都，如何
謀劃好長遠發展目標？作
為見證歷史滄桑變遷的千
年古都，如何在保護中得
到更好地發展？面對治理
“大城市病”的艱巨任務，
如何讓市民擁有更多的獲
得感？在京津冀協同發展
的大戰略大格局中，又將
如何承擔好歷史責任？
　　這些問題，在新版北京
城市總體規劃中有了答案。
近日，《北京城市總體規
劃（2016年—2035年）》（以
下簡稱總規）獲得中共中
央、國務院批復。新版總規
分 8個章節，緊扣城市的戰
略定位、空間布局、要素
配置、歷史保護、城鄉統籌、
區域協同等核心內容。9 月
29 日，北京市政府召開新
聞發布會，北京市規劃國
土委等相關部門負責人詳
細介紹了總規。

“四個中心”深入人
心

　　建設壹個什麽樣的首
都？
　　總規第壹章就開宗明
義，“北京的壹切工作必
須堅持全國政治中心、文
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
科技創新中心的城市戰略
定位，有所為、有所不為。”
　　北京與其他城市最大
的不同就在“首都”二字。
北京相關負責人介紹，北京
的發展建設要處理好“都”
與“城”的關系，圍繞實
現“都”的功能來謀劃“城”
的發展，以“城”的更高

水平發展服務保障“都”
的功能。
　　政治中心建設，就是
堅持把政治中心安全保障
放在突出位置，保障國家
政務活動安全、高效、有
序地運行。
　　文化中心建設，要以
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為引領，以歷史文
化名城保護為根基，以大
運河文化帶、長城文化帶、
西山永定河文化帶為抓手，
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
範區和文化創新產業引領
區建設，建設成為彰顯文
化自信與多元包容魅力的
世界文化名城。
　　國際交往中心建設，
要服務國家開放大局，加
強國際交往重要設施和能
力建設，健全重大國事活
動服務保障長效機制。
　　科技創新中心建設，
要充分發揮豐富的科技資
源優勢，不斷提高自主創
新能力，形成“三城壹區”
為重點，輻射帶動多元優
化發展的科技創新中心空
間格局，構築北京發展新
高地。
　　對北京人民來說，“四
個中心”的定位已深入人
心。相關負責人表示，北京
的城市發展目標，就是“立
足北京實際，突出中國特
色，按照國際壹流標準，堅
持以人民為中心，建設國
際壹流的和諧宜居之都。”
總規緊扣“兩個壹百年”
奮鬥目標，立足當前，著
眼長遠，明確了 2020 年、
2035 年、2050 年三個階段
性目標。

　建設世界級城市群

　　怎樣建設首都？
　　據介紹，總規提出了
“壹核壹主壹副、兩軸多
點壹區”的城市空間結構，
明確了核心區功能重組、中
心城區疏解提升、北京城市
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區形
成北京新的兩翼、平原地區
疏解承接、新城多點支撐、
山區生態涵養的規劃任務。
　　“壹核”指首都功能
核心區，是全國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
的核心承載區，歷史文化
名城保護的重點地區，也
是展示國家首都形象的重
要窗口。
　　“壹主”指中心城區
（城六區），是“四個中心”
的集中承載地區，也是疏
解非首都功能的主要地區。
堅持疏解整治促提升，騰
退空間優先用於優化首都
功能，開展城市修補和生
態修復，註重“留白增綠”，
改善人居環境。
　　“壹副”指北京城市副
中心，是北京新兩翼中的
壹翼。要以最先進的理念、
最高的標準、最好的質量
推動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
示範帶動中心城區非首都
功能和人口疏解。
　　“兩軸”指中軸線及
其延長線、長安街及其延
長線，要以兩軸為統領，
完善城市空間和功能組織
的秩序，展現大國首都的
文化自信。
　　“多點”是位於平原
地區的順義、大興、亦莊、
昌平、房山 5個新城，是

承接中心城區適宜功能、服務
保障首都功能的重點地區。
　　“壹區”是生態涵養區，
包括門頭溝、平谷、懷柔、密雲、
延慶 5 個區，以及昌平和房山
的山區，是首都重要的生態屏
障、水源保護地和“大氧吧”，
要將保障首都的生態安全作為
主要任務。
　　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
院院長施衛良表示，新版總規
跳出北京看北京，放眼京津冀
廣闊空間來規劃北京的未來，
主動對接支持河北雄安新區規
劃建設，在交通、科技園區及
公共服務諸方面全方位合作，
努力形成北京城市副中心與河
北雄安新區“比翼齊飛”的新
格局，打造以首都為核心的世
界級城市群。

劃定三條紅線讓城市更
宜居

　　“大城市病”是制約首都
可持續發展的突出問題，北京
必須轉變發展思路，切實減重、

減負、減量。新版總規以資源
環境為硬約束，確定了人口總
量上限、生態控制線、城市開
發邊界“三條紅線”。
　　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委
員會專家組成員柯煥章表示，
提出減量發展是總規的壹個新
亮點，也是新的突破。總規要
求到 2020 年，北京市常住人
口規模控制在 2300 萬人以內；
生態控制區面積占市域面積的
比例要達到 73%；城鄉建設用
地規模將由 2015 年的 2921 平
方公裏減到 2860 平方公裏，騰
退後的用地用來建設綠色生態
空間。
　　據介紹，新版總規第壹次
提出聚焦科學配置資源要素，
優化調整生產、生活、生態空
間結構，以金融、科技、文化
創意等服務業和集成電路、新
能源等高技術產業和新興產業
來支撐，促進更有創新活力的
經濟發展，生活空間宜居適度，
生態空間山清水秀，讓森林進
入城市，讓市民更加方便親近
自然。（記者 張景華 王佳）

建設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

調控伊始並未能瞬間止住樓市
瘋狂，仍有大量的購房者恐慌
性入市。而後全國各地陸續從
限購、限貸、限價、限售、限
商等多層面下猛藥，直至今年
4 月前後，各地完成階段性調
控，樓市才慢慢趨穩。
　　“‘9·30’後的半年內，
調控策略和之前差不多，無非
是壹個城市出了政策，短期內
影響市場走向；而‘3·17’後，
每次出拳只針對壹個方面，但
卻是連續出拳、多路封堵，政
策效果更具持續性。”中原地
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在接受中
新網記者采訪時指出。
　　在長效機制的“藥箱”裏，
最被看好的是購租並舉的長效
藥。7 月 17 日，廣州針對承租
人子女就近入學提出“租購同
權”；隨後，九部門聯合下發《關
於在人口凈流入的大中城市加

快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的通知》，
12 個試點城市陸續發布相關試
點方案。
　　業內普遍認為，購租並舉
就是為了改變當前樓市“重售
輕租”的局面，讓承租人租得
安心。房地產研究人士歐陽捷
稱，就是讓外來人口更為靈活
的流動，想留下的可以穩定租
房，想離開的無“後顧之憂”。
“大城市的住房資源被高效利
用，避免住房資源閑置、浪費，
實現租賃住宅‘輪動式利用效
應’。”

未來樓市怎麽走

　　“短期內，樓市調控不會
放松。”張波認為，差別化
的調控政策將繼續推行，壹二
線城市的防過熱舉措要避免對
三四線城市產生不利影響。

聯合國報告指出，北京人類發展指數居中國城市第二位。

副縣長 15 歲參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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