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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 
 

探索中国特色治理“大城市病”路子 
 

辜胜阻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何峥  武汉大学 
 

  目前，北京集聚了过多非首都功能，导致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大气污染、房价高涨、社会

治理难度加大，“大城市病”问题突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优化提升首都

核心功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理“大城市病”的路子。 

  把疏解人口、产业与疏解非首都功能结合起来，消除“大城市病”的病因。一个地区所承载

的人口和产业必须与当地资源环境相适应，否则，就会出现严重问题。当前，北京面临的人口资

源环境矛盾和“大城市病”，根源在于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优质资源和功能过度集中。严峻的

形势倒逼北京必须疏解非首都功能和产业，控制人口过度膨胀。应采取严控增量与疏解存量、“市

场之手”与“政府之手”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合理确定新增产业“负面清单”，严格限制非首

都功能项目上马；另一方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一般制造业和区域性批发

市场疏解到生产和运营成本更低、市场前景更好的河北一些地区。此外，应打破“一亩三分地”

的惯性思维，积极引导教育、医疗等部分公共资源以及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向周边区域合理

转移。 

  突出正确的城市定位，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同时强化首都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将北京明确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应紧紧围

绕这一定位来谋篇布局。当前应特别注重打造科技创新中心，着力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

发展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基地、科技孵化器，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依托科教与金融资源，发展

助推创新创业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股权众筹，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依托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进一步推动创新要素集聚联动，营造勇于探索、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构建“多核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结构，优化调整城市空间和人口布局。北京是典型的单中

心结构，城市功能大都集中在市中心。这给交通带来巨大压力，降低了城市运行效率，加剧了大

气污染。今年 7月，北京正式提出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这将推动北京向“多

核多中心多圈层”结构转变。应把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放到优先位置，实现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增强卫星城的吸引力；谨防副中心发展陷入“房地产化陷阱”，避免房地产业过

度发展、房价高企削弱产业和人口流动的动力。 

  协同构建产业体系，推动绿色发展。北京应加快清退低附加值、污染型产业，对不符合功能

定位的产业进行整体转移，实现发展的高端化、服务化和低碳化。河北则应推动能源革命，实现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一方面，健全污染企业退出机制，加快淘汰低效率、高污染企业；另一方面，

合理承接首都产业转移，对接北京创新型企业，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以此带动产业升级和

产城融合。 

  深入推进交通一体化和开发式扶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解决“大城市病”不是甩包袱，而

是通过实实在在的举措，缩小北京同周边区域的发展差距，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格局，并在其

中实现北京自身的良性发展。为此，应高度重视推进交通一体化和开发式扶贫。交通一体化是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重点领域之一，突破口在于实现“五个一体化”：公路网络一体化、交通运

输枢纽一体化、交通运输管理一体化、交通运输服务一体化、物流发展一体化。同时，建立三地

顺畅的协商、决策机制和科学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突破交通硬件建设中的资金瓶颈，打通“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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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路”；打破行政壁垒，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改变体制分割、管理分治、资源分散局面。京津

冀不同区域之间发展差距悬殊，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探索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应建立健全财政专

项转移支付与生态补偿机制，为贫困县脱贫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贫困县应依托自身优势，发展

特色产业，提升自身“造血”能力。比如，河北崇礼大力植树造林，入选国家首批“碳汇城市”。

这既能为北京涵养水源和减少污染，又能为地方发展带来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