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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8, Beijing launched the annual evaluation of year 2017，which is

also known as the 'Chengshi-Tijian' project (phys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ity), as a

new way of master plan evaluation. It provides a mechanism of real-time monitor-

ing, evaluation regularity and dynamic institutional support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city's master plan. Beijing's previous master plan evaluation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Beijing's municipal polic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new version of

Beijing master plan strengthens this connection as an evaluation mechanism is em-

bedded in the new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t optimizes the interaction among plan

making,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and supervision, and strengthens the link be-

tween government policy formulation and plan evaluation. This paper then summariz-

es the main experience of Beijing's annual evaluation of 2017 into six mechanisms,

including organization, data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technical cooperation and the for-

mation of the report, output,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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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北京市建立了“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常态化城市体检评估机制，

面向2017年开展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以下简称“新版

城市总体规划”）批复后的首次年度规划实施评估工作，即2017年度北京城市体检。

这是北京落实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建立的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新模式。新的北京总体规划

实施评估机制建立在怎样的工作基础之上？在新时期、新总规实施背景下，具备哪些

特征？本文首先回顾北京总体规划实施评估的演进，讨论其特点。而后探讨北京城市

体检评估机制在新的规划统筹实施机制中如何发挥作用，最后结合2017年度北京城市

体检实践，介绍工作机制上的探索与思考。

1 北京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回顾

1.1 总体规划实施评估的类型划分

总体规划实施评估的类型，可以从评估的时间节点、评估对象、动态静态、定性

定量、评估目的、技术方法（孙施文，周宇，2003；张舰，2012；廖茂羽，罗震东，

2015）等多角度划分。本文主要根据实施评估目的和时间节点不同分为三类（表1）。

同时，根据评估对象是针对规划实施还是规划本身，将评估内容划为六方面（表2），

既有偏技术的内容，如实施效力和效益评估，也有与政策更相关的，如实施效应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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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2018年，北京市开展了新总规

批复后的首次年度规划实施评估工作，

对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情况和城市发展运

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定期评估、动态

维护。回顾北京历次总体规划实施评

估，体现出强“政策性”特征。新版北

京城市总体规划构建的“城市体检评估

机制”延续并强化了这一特征。城市体

检评估机制嵌套在新的规划统筹实施机

制中，在增强规划实施评估科学性的同

时，优化了规划编制、实施、评估、督

查问责之间的互动，强化了政府政策制

定、实施与规划实施评估之间的联系。

将首次北京城市体检评估的主要经验总

结为六方面机制探索，包括体检工作组

织、数据信息获取、技术工作协作以及

体检成果的形成、输出、应用机制。

关键词 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城市体

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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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评估。本文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

评估的回顾分析，依照此框架开展。

1.2 04版总规以前的实施评估——规

划视角的政策实施效果评价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多次就北京

的规划建设做出指示①，1983年、2016

年版总规都是中央和国务院批复，体现

出中央对北京规划建设的关注。同时，

北京市级规划行政管理部门一直维持着

较强的管控能力（陈军，2013），区级

规划部门仍属于市级规划部门的派出

（直属）机构，市级规划编制技术部门

也由市级规划部门领导，近年来才逐渐

强化区级规划编制、实施力量（北京市

人民政府，2017）。

在这种制度特征下，北京总体规划

编制思路一直与中央的政策思路紧密联

系（和朝东，石晓冬，等，2014），规

划技术部门也有“为市政府决策当好参

谋”的认识（董光器，2010），规划成

果体现公共政策属性。相应地，规划实

施评估更像从规划建设视角出发开展的

政府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类型侧重于结

果评估以及实施保障评估。

以1961年《北京城市建设总结草

稿》和1964年《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

的报告》为例，二者目的都是为下一步

规划建设工作提供政策准备——前者围

绕新中国成立以来13年的北京城市规划

建设 （1949年至1961年） 开展全面总

结，指导城市建设政策；后者在国民经

济调整基本完成的背景下明确北京发展

方向。文体也具备政府部门报告的特

点——前者是北京市政府要求市规划局

开展，选取工业用地布局、产业与环境

污染、职住用地匹配、城市面貌、卫星

城镇建设、市政设施建设六个方面总

结；后者由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共同

分析，把当时情况用四个主要矛盾概

括：一是“国家建设占用近郊农田同农

民和城市蔬菜供应之间的矛盾”，二是

“城市发展规模同各单位发展计划之间

的矛盾”，三是“统一规划同分散建设

之间的矛盾”，四是“建筑任务同施工

力量和地方建筑材料供应之间的矛盾”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7）。

1.3 04版总规实施评估——为全市统

一发展思路提供平台

以2010年中期评估和2014年终期

评估为代表的04版总规实施评估工作有

了《城乡规划法》的依据。技术上，对

照总规和批复内容优化了分析框架。制

度上，实施评估的法律地位更明确，完

善了部门共同参与的机制。工作“为全

市上下统一发展思路提供了平台、为编

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供了支

撑、也建立了实施评估的跟踪机制，加

强了对重点问题的剖析”（表3）（北京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0）。

实施评估的平台作用在报告的编制

过程中得以体现。政府部门主持多次研

讨会，大量科研机构、专家参与研究②，
规划实施评估不再限于单纯规划部门报

告的性质。同时，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

作为更高层级的议事协调机构，研究讨

论北京规划终期评估和修改思路也是议

程之一③。在这两个层面上，北京总规

实施评估报告的编制都构成了协调意

见、达成共识的治理过程。

技术角度，04版总规的实施评估报

告为北京的其他政策研究和规划形成支

撑。如中期评估报告支撑了当时北京

“十三五”编制。结合当时的奥运会、

金融危机等重点问题，分析了规划实施

的内外部机制变化带来的影响，还收集

了公众对规划实施的满意度和对城市发

展的建议，评估实施效应。

1.4 小结：北京规划实施评估的特点

早期工作未冠以“实施评估”之

名，但北京对规划建设的评估一直都有

1

2

3

评估类型

终期评估

（10年）

中期评估

（5年）

年度评估/
两年评估

结果

评估

过程

评估

法规规定

有要求

无要求

原则两年

一次

目的

修改总规的程序要求；为修改总结经验

调整完善规划和配套政策，为更好实施规划；

提出下一个五年/年度的实施目标和计划指引

特点

被动、静态、探究结果

主动、动态、探究机制

表1 总体规划实施评估的类型划分
Tab.1 Different types of master plan evaluation in China

资料来源：杨明，2017.

评估对象

规划实施

评估

规划本身

评估

实施效力评估

实施效益评估

实施效应评估

实施保障评估

规划作用评估

规划适应性评估

评估内容

将实施结果和规划内容严密对应，评估一致性，检测规划目标的落实情况

通过经济、社会、环境成本分析，客观评价规划实施结果的合理性

考察使用主体（人）对规划实施状况的评价

对规划实施环境、相关政策和机制进行评价

评估规划对城市发展的作用

对规划本身科学性进行评估

表2 总体规划实施评估的内容划分
Tab.2 Different content of master plan evaluation in China

资料来源：杨明，2017.

开展时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3年

2012年—2014年
2014年

2012年—2015年

评估类型

实施评估研究

专题评估

中期评估

专题评估

专题评估

终期评估

专题评估

评估工作名称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实施评估研究阶段成果

北京重点新城规划实施评估报告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实施评估

北京市人口、空间、功能及规划实施综合分析报告

北京新城发展规划指数研究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实施评估

北京区县规划实施评价指标体系及区县规划实施评估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3 北京04版总规实施评估部分工作列表
Tab.3 List of Beijing's master plan(2004-2020)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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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基于北京规划管理体制的特点，

规划实施评估工作一直与反馈市政府相

关政策成效、提出政策建议紧密相关，

并逐渐成为全市统一发展思路的一个平

台，体现出强的“政策性”特征。在过

程中逐渐构建的评估框架和探索的平台

机制，为今后继续系统开展实施评估工

作奠定了基础。同时，不同领域不断开

展的各专题评估工作，也为聚焦重点任

务、关键问题的分析提供了积累。

2 “城市体检”——北京总体规

划实施评估的新模式

“城市体检”并非新词，但也未形

成统一的定义。2000年之后，许多研究

和实践用“城市体检”、“给/为城市体

检”比喻对城市发展和规划实施情况开

展的评估工作和行为，内涵各异，既有

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刘奇志，姜涛，等，

2013；陈有川，李鹏等，2018）、城市

发展指标体系建构（温宗勇，2016；何

苏明，2017），也有大数据应用（王鹏，

2015）、对街区 （徐勤政，何永，等，

2018）、城中村 （温宗勇，张翼然等，

2018） 或特定功能 （温宗勇，武润泽

等，2018）的分析等。

对北京来说，新时期的规划实施评

估机制也称作“城市体检”，包括“年

度体检”和“五年期评估”——即年度

规划实施评估，以及面向五年周期的实

施评估工作。其内涵源于2017年2月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的指示，

开展模式嵌入在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建立

的“多规合一——任务分解——体检评

估——督查问责——综合治理”的规划

统筹实施机制之中。

2.1 近年来优化总规实施评估的讨论

近年来优化总体规划实施评估的讨

论，主要可归纳为从技术角度优化和从

政策角度强化两个方向。实际的实施评

估工作通常将二者结合，但各地侧重

不同。

一个角度是优化实施效力、实施效

益评估，主要是强化规划的一致性评估

和实施结果的客观效益。比如完善评估

框架与总规、批复内容的对照 （张尚

武，汪劲柏，等，2018）；采用绩效评

估等视角考察规划实施的空间效益（王

新峰，袁兆宇，等，2018）；优化指标

体系开展多要素交叉分析（刘奇志，姜

涛，等，2013；周凌，2012）；结合大

数据等新的数据渠道开展动态监测（席

广亮，甄峰，2017）等。

另一个角度是优化实施效应和实施

保障评估，主要是对政策效果的评价和

优化策略，以及延伸向规划本身适应性

的评估。此视角多以总规作为公共政策

为前提。比如基于过程开展的对实施机

制的剖析、政策绩效的评价和建议反馈

（屠李，赵鹏军，等，2016）；结合大事

件等对城市发展战略的评估（郑德高，

闫岩，2013）；结合规划修改程序，开

展的适应性评估（马璇，郑德高，等，

2017）等。

北京的实施评估工作也采用了新的

技术方法以提升科学性，但主要体现了

第二个思路，即基于规划的公共政策转

型，强化评估工作和评估报告的政策

属性。

2.2 北京“城市体检评估机制”在规划

统筹实施机制中的作用

新版城市总体规划第125条“建立

城市体检评估机制”提出了北京城市体

检的工作模式（北京市人民政府，2017）：

实时监测——“对城市总体规划中

确定的各项指标进行实时监测。定期发

布监测报告，将监测结果作为规划实施

评估和行动计划编制的基础”。

定期评估——“建立一年一体检、

五年一评估的常态化机制，年度体检结

果作为下一年度实施计划编制的重要依

据，五年评估结果作为近期建设规划编

制的重要依据”。

动态维护——“采取完善规划实施

机制、优化调整近期建设规划和年度实

施计划等方式，确保城市总体规划确定

的各项内容得到落实，并对规划实施工

作进行反馈和修正”。

在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建立的“多规

合一——任务分解——体检评估——督

查问责——综合治理”规划统筹实施机

制中，城市体检优化了这个机制不同环

节的联系和相互反馈（石晓冬，杨明，

2016；王吉力，杨明，等，2018）。同时，

作为联系整个统筹实施机制的重要环

节，随着上下环节政策性的增强，城市

体检的政策属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图1）。

城市体检衔接的上一环节是规划编

制和实施，二者都是北京市重点关注的

工作，精心组织实施总体规划成为新时

代履行好首都的职责和使命的“三件大

事”之首④，在2018年、2019年政府工

作报告中都列入当年度重点工作（北京

市人民政府，2018；北京市人民政府，

2019）。衔接的下一环节是督查问责，

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加强了规划与督查、

执法的衔接，提出“加强对规划实施的

督导和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各区、各

部门及领导干部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

以及“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纪检

监察相衔接”等内容。成果反馈方面，

城市体检一方面为各级各类规划的编

制、实施任务分解提供及时有效的评估

反馈，实现“监测——预警——调控”

的循环，另一方面落实规划公开制度，

将评估结果和依据评估进行的规划修改

情况主动公示。

3 北京城市体检评估机制的具体

探索

2018年，北京市立足新版总体规划

图1 新版城市总体规划统筹实施机制各项
工作关系示意图

Fig.1 Chengshi-Tijian within the overall imple-
mentation mechanism of the master plan

资料来源：根据王吉力，杨明，等（2018）图2改绘.

石晓冬 王吉力 杨 明 北京城市体检评估机制的回顾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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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后的首次体检，重在建章立制，首

先从制度上明确了城市体检的基本工作

框架和方法体系，制定了《北京城市体

检评估工作方案（试行）》（以下简称

《工作方案》）等四份规范性文件⑤，同

时形成了《2017年度北京城市体检报

告》（以下简称总报告），探索了体检工

作组织、数据信息获取、技术工作协作

以及体检成果的形成、输出、应用六方

面机制。

3.1 体检工作组织机制

北京城市体检建立了部市共同主

持、相关部门共同牵头、第三方体检评

估、专家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工作组织机

制（图2）。

根据《城乡规划法》要求，总规实

施评估应由北京市政府组织开展。为进

一步增强评估的客观性、公正性，首次

体检由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北京市政府共

同主持⑥，成立体检工作组。其中，部

城乡规划司和市规划国土委、市统计局

进行指导，部城乡规划管理中心和市规

划院具体承担。各区、各相关部门提供

数据、信息支持，开展自评估工作。

具体的评估内容结合第三方评估原

则，牵头部门与第三方专题单位形成工

作营，针对不同的重点问题完成了九个

支撑专题（表4）。同时充分开展专家和

公众参与，一方面多次召开专家咨询

会、成果汇报会等邀请相关领域专家提

出建议，另一方面采用抽样调查方式，

在全市范围发放了11 795份问卷（其中

800份社区入户调查），征求居民意见。

各方在工作过程中紧密配合，工作成果

反映各方共识。

时间上，城市体检与新版城市总体

规划的近期年限、实施工作方案节点一

致。2018 年首次开展年度城市体检，

2020年计划开展首次五年期评估 （表

5）。此后体检评估的周期将与近期规划

同步，亦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

周期同步。

3.2 数据信息获取机制

北京城市体检明确了各区各部门报

送数据信息制度，建立了多源数据实时

更新和动态监测的机制。

在市统计局建立体检数据报送平

台，规范报送流程和标准，形成部门报

送数据统一填报的窗口。并且将新版城

市总体规划全部117项指标明确落实到

33个责任部门，规划编制中提供总体规划

指标的部门，在评估中继续负责该指标

的数据报送。同时，工作组提供指标解

释明确概念，分层明确填报要求（图3）。

在各区各部门报送数据基础上，形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专题名称

“四个中心”建设和“大城市病”治理

疏解非首都功能和减量双控、完善公共服务设施

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情况

京津冀协同发展

空间管制与刚性边界管控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城市治理水平评估

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社会满意度评价

第三方单位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

中国建设科技集团

中国科学院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管理中心

清华大学

人民大学

中国科学院

表4 2017年度北京城市体检第三方评估清单
Tab.4 Third-party evaluators in Chengshi-Tijian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年份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体检评估

—

2017年度北京城市体检（首次年度体检）

2018年度北京城市体检（年度体检）

首次五年期评估

相关节点

新版城市总体规划获批复

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全面实施，开始编制各区分区规划

—

新版城市总体规划的近期规划年限，《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

施工作方案（2017—2020年）》目标年，“十三五”期末

表5 近期北京的年度体检与五年期评估时间节点
Tab.5 Milestones of Chengshi-Tijian before 2020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2 北京城市体检工作组织机制示意图
Fig.2 The organization of Chengshi-Tijia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3 数据信息获取机制示意图
Fig.3 Data acquisition in Chengshi-Tijia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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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多源数据互为补充、互为校验的数据

库。其中包括总体规划指标数据，即部

门报送的总体规划117项指标数据，与

规划目标进行对比；地理国情普查数

据，用于城市建设当年数据与上一年的

对比；规划实施管理数据，即审批数据，

用于城市规划当年数据与上一年的对

比；城市运行大数据，对传统的地理空

间分析和普查数据分析形成重要补充。

3.3 技术工作协作机制

北京城市体检依托体检工作组的平

台，建立了第三方评估团队技术对接、

协调、统合的机制。

北京城市体检在具体工作中涉及大

量对接协调。工作组除了开展技术统

筹、专题研究工作外，开展了大量对

接、协调工作，成为有效开展北京城市

体检的平台，包括参与部、市对接讨

论、协助部市召开体检工作会，与市统

计局及相关部门沟通数据信息、协调会

议调研，与第三方专题单位联络工作进

展、传达要求、沟通需求（图4、图5）。

同时，市规划院也发挥在地优势，

调动院内多处所，深入对接各专题单

位、规委各处室，主要开展了协调数据

支持、参与调研座谈、梳理评估重点、

校核评估结论等工作。在工作中逐渐探

索建立了适应于体检的、围绕核心工作

团队开展的第三方评估团队技术对接、

协作、统合机制（图6）。

3.4 体检成果形成机制

北京城市体检建立了以第三方研究

成果为主，市级各部门配合，部市牵头

部门共同把关完成的成果形成机制。

结合专题报告、各区各部门自评估

报告的内容，综合形成“1+5+9”的体

检按成果体系。“一”即一个体检总报

告。“五”是五个成果附件包括用一张

指标体系表分析总体规划全部117项指

标实施进展，一张空间发展基本情况图

分圈层衡量规划实施情况，一个实施重

点任务完成情况清单详解近期重点

任务完成进度，一轮社会满意度调查实

地、入户了解一万位居民的亲身感受，

最后各类数据汇总在一个平台开展交

叉分析。“九”是九个专题报告。过程

中住建部、北京市通过工作会、专题会

等提供指导，同时广泛征求北京市相关

部门的意见。2019年3月25日，首都规

划建设委员会第37次全体会议通报了体

检有关情况，成员单位包括了来自中

央、驻京部队的多家部门，既为体检成

果的完善提出建议，也是结合体检反映

的问题，更好地落实新版城市总体规划

（图7）。

3.5 体检成果输出机制

北京城市体检建立了体检评估结果

上报、反馈和主动向社会公开的体检成

果输出机制。

体检成果的最终反馈，从《工作方

案》提出的程序来说仍遵照第三方评估

的原则，即“第三方评估机构完成体检

评估报告并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议通

过后，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向北京市反

馈体检评估结果”。在总报告基础上，

考虑形成不同版本的上报或公开报告。

上报总规批复部门的，重点针对总规批

复，检查落实情况。反馈北京市委、市

政府的，重点是对市级、区级层面体

检，服务政府决策；同时优化近期建设

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对实施工作进行

反馈和修正。主动向市民公开的，重点

针对市民关心的问题，向社会公布规划

实施的情况，为市民了解“城市病”治

理和城市品质的提升提供渠道。

3.6 体检成果应用机制

北京城市体检形成了体检成果纳入

图5 技术工作协作模式图二
Tab.5 Technical cooperation type B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4 技术工作协作模式图一
Tab.4 Technical cooperation type A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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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考核，体检指标常态化监测维护的

成果应用机制，加强了对全市各部门各

区落实规划情况的督导和考核，体检成

果为市委市政府优化决策提供参考。

北京市委常委会、市委全会、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和首规委全会等相关会

议都结合体检报告反映的问题提出了具

体工作要求，城市体检为政府精准施策

提供了支撑。如2018年11月市委常委

会指出“总规实施起步之年取得一定成

效，更要正视城市体检所反映的各种问

题，进一步摆脱规划实施依赖增地增规

模的老路”；12月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

将“着力解决城市体检反映的突出问

题，严守各功能区定位”写入2019年重

点抓好十个方面工作中；体检内容也支

撑北京市确定重点突破领域，如市委城

工委结合体检报告反映内容，确定减量

和职住为2019年度重点调研。

4 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辩证讨论

北京城市体检的工作开展和报告撰

写，由技术部门和规划管理部门共同推

进。技术性和政策性两方面的要求并不

完全一致，实际工作在几对矛盾中螺旋

式推进。

4.1 框架上，全面覆盖与突出重点

作为每年出具的报告，为确保时效

性和分析质量，策略上主要关注每年实

施中的突出矛盾、关键问题是较为合适

的方式。但站在公共部门的立场，发布

报告内容无缺项、口径无矛盾也很重

要，同时，各级部门关注的事项往往在

过程中不断纳入报告。最终的体检报告

调和两方面需求，采取既做到总规内容

全覆盖，又抓关键问题、重点任务开展

深入分析的方式。这种方式比较好地满

足了技术报告的深度和政策报告的全

面，但也将工作周期拉长，时效性相对

弱化。

4.2 内容上，问题导向与战略分析

有观点结合国内外案例，认为“体

检报告”式的评估宜参照医院的体检报

告，突出指标体系的动态监测，并从中

发现问题。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做好

“监测”工作，利于统一数据口径、提

供研究基础 （刘奇志，姜涛，等，

2013）。也有观点认为，在此基础上，

城市体检应该突出“诊断”工作，对城

市发展的趋势性问题、战略性议题进行

预判，体现实施评估的前瞻性 （郑德

高，闫岩，2013）。北京城市体检聚焦

核心问题和关键变量，系统地查找了规

划实施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但也由于首

次体检，数据积累有限，部分趋势性问

题尚待深入分析。

4.3 方式上，第三方评估与部门自评估

第三方评估站在相对客观的角度进

行评判，但可能不了解城市具体情况、

问题背后根源。地方规划主管部门长期

跟踪本地规划建设、参与总规编制，对

城市情况和总规重点问题更熟悉，但可

能倾向于回避主管领域的矛盾。因此，

采用第三方评估与部门自评估的结合方

式，关键在于度的把握，以发挥二者的

优势、避免二者的问题。

从北京城市体检的经验看，超大城

市规划评估涉及领域多、问题复杂，第

三方找到关键问题、开展有效分析需要

一定的时间。由地方规划部门牵头，初

步拟定需要重点分析的领域，第三方在

此基础上开展分析、自主发现问题、提

出观点，目前看来更能有效推进工作。

图6 技术工作协作模式汇总图
Tab.6 Technical cooperation in general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7 成果形成机制示意图
Fig.7 Formation of the Chengshi-Tijian report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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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组织上，年度立项与长期工作

城市体检工作更重要的意义，在于

长期的基础数据积累。每年体检都会收

集总体规划117项指标数据，体检报告

的具体分析还会用到更多的数据。由

此，多年工作积累下来的连续数据，对

未来开展北京城市研究和规划研究将是

非常宝贵的资料。

但是，城市体检在实践中需要每年

立项、以申请市财政题的方式开展。同

时，参与方众多，除了城市体检核心工

作组具有长期认识，其他专项、专业参

与部门通常将之视为单一项目⑦。因此

在工作组织上，城市体检“工作”的长

期性考量，一方面需要依靠逐年的城市

体检“项目”积累而成，另一方面，又

被“项目”的年度特征削弱。

5 结语

规划实施评估贯穿城市规划建设活

动的各个环节。通过实施评估工作，对

城市发展状况、城市规划及相关政策的

实施效果进行监测、分析和评价，总结

成效和不足，研究规划实施中的新问

题，可以为进一步实施好规划或对其进

行修改提供可靠依据。北京的城市体检

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批复要求而开展的，针对规划实施

和城市发展质量的客观系统评价。

城市体检工作仍有需优化之处。一

是数据仍需持续积累，部分城市发展中

的趋势性问题仍需一定时间周期方能显

现。二是各区体检集中在人、岗、地、房

等关键指标，尚未全面展开，待各区分

区规划编制完成后，在今后的城市体检

中纳入各区体检，能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未来，北京市用好城市体检这一抓手，

不断优化体检评估的工作机制，把控好

总体规划实施的方向和节奏，确保总体

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注释

① 陈军（2013）回顾了北京规划管理历程，

认为中央指导也是当时北京集中建设管理

模式的体现，如1964年“凡是不应该在北

京建设的单位，不要挤在北京进行建设。

凡是不应该扩大建设的单位，不许进行扩

大建设”、1976年“首都建设应由北京市委

实行一元化领导”等指示。

② 如，根据北京市规划院对中期评估的总结，

“市政府、市规划委主持召开专家研讨会30多

次，市人大主持召开多次会议听取各界代表

意见”，同时，有“近30名各领域知名专家、

100多名专业人员参与专题研究，10多个国家

级和市级科研机构支持配合此项工作”。

③ 如，根据北京日报报道，2014年8月，首规

委第33次全会研究部署新版城市总体规划

修编；2017年4月，第34次全会研究审议

新版城市总体规划。

④ 三件大事包括精心组织实施新一版北京城

市总体规划；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

“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全力筹办

好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⑤ 包括《北京城市体检评估办法（试行）》、

《关于开展城市体检评估工作的有关意见》、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年度体检报告（示

例）》和《北京城市体检评估工作方案

（试行）》。

⑥ 北京市与住房城乡建设部的对接沟通自

2017年底即开始，工作组织于2018年初确

定，工作随即开展。

⑦ 各参与方的合同实际上也是每年与市规委

签订，年底结题。因此不可避免地采用单

个项目的方式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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