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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ergetic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Action Plan and Examination-
Eval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osed Loop Implement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Core Area of the Capital City of Beijing
YANG Bing, LI Nan, WANG Liang, SUN Xue, Dong Boning

Abstract: In the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of the new era, action plan serves

as an effective instrument for phased plan implementation, while examination-

evalua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providing feedback and monitoring implementation.

Amid the shift toward a more systematic, hierarchical, and dynamic spatial gover‐

nance approach to plan implementation, both action plan and examination-evaluation

have gained critical importance as their synergetic interaction can significantly en‐

hance overall planning outcomes. However, most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simply "connecting the two" without recognizing and systematically strengthening

their intrinsic link.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xisting system of action plan and

examination-evaluation practice, exploring the necessity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developing a synergetic interaction mechanism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op-level de‐

sign requirements, system improvements, and plan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n implementation and spatial governance, the paper proposes a

synergetic interaction mechanism encompassing three dimensions: subject, object, and

the environment. Using the core area of the capital of Beijing as a case stud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ynergetic interaction between action plan and examination-

evaluation. It concludes by highlighting integrated work organization, synchronized

content, effective conversion and absorptio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complementa‐

rity, intelligent platform-based management, and concerted long-term support.

Keywords: plan implementation; action plan; examination-evaluation; synergetic inter‐

action; mechanism construction; the core area of the capital

“一张蓝图干到底”已成为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变革大浪潮中规划实施及空间治

理的共识。为实现这一目标，新时期的规划编制、实施及管理工作中开展了诸

多实践探索。其中，行动计划①成为分阶段落实规划的重要路径[1]，体检评估成为反馈规

划实施情况的有力抓手。两者均是规划实施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将二者纳入整体体系

框架中系统讨论，厘清关联，构建有效的相互促进机制，能更好推动规划落地，并不断

丰富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规划实施闭环视角下行动计划与
体检评估的协同互动机制探析

——以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为例

杨 兵 李 楠 王 亮 孙 雪 董博凝

提 要 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

行动计划是分阶段落实规划的有效路径，

体检评估是监测反馈实施情况的有力工

具。在规划实施转向更加具有系统性、

层次性、动态性的空间治理背景下，二

者作为规划实施的重要抓手，彼此间的

协同互动能有效发挥系统整体效能。既

有研究更多是提出了“要衔接”的方向

性建议，如何认知并系统强化二者内在

联系鲜有见诸笔端。对行动计划和体检

评估的既有体系进行了再认知，从顶层

设计要求、体系完善需求、规划实施路

径等三个层次讨论构建协同互动机制的

必要性与现实意义，站在规划实施及空

间治理视角，从主体、客体、环境等三

个维度构建系统的协同互动机制。并以

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实践为例，解析

行动计划与体检评估的协同互动：工作

组织一体贯通；内容要点彼此对应；转

化吸纳有力有效；数据信息整合互补；

平台化管理智能便捷；服务支撑统一

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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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既有体系认知与思考

1.1 行动计划

近期规划及实施计划通过快速城镇

化阶段的多年探索，逐步克服了规划批

复后，城市发展内容就偏离既定工作目

标，突破既定控制指标和空间坐标等问

题[1-3]。以年度、3年或者5年为周期滚动

制定行动计划成为普遍的实施模式[4]，其

与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政府投

资项目计划等充分对接协调，强化空间

统筹，发挥对政府投资和城市建设活动

的引导作用，推动了规划高效实施[5]。如

深圳早在2005年建立了近期建设规划年

度实施计划制度，形成了实施城市总体

规划的重要手段[6]；再如北京市新版总规

第一、二阶段的实施任务清单有效加强

了总体规划在时间维度上的分解细化与

落实[7]。

1.2 体检评估

过去规划实施评估往往以 5至 10年
中长期评估的方式开展，其结果难以及

时反馈规划实施情况[8]。随着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改革，2018年北京市率先开展了

城市体检评估工作[9]。几乎与之同时，自

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基于不同

的侧重点均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

城市体检评估工作[10]。作为规划实施监

督的重要环节[11]，体检评估监测规划实

施情况，聚焦关键变量和核心任务，总

结城市运行和规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

难点[3]，为转变规划方式、保障规划实

施、充分发挥规划战略引领和刚性管控

作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和重要的制度

抓手[10]。

1.3 问题的提出

综合来看：行动计划将长远目标分

解为可落地的阶段工作，具有明确规划

实施路径和提升规划目标可行性的现实

意义；体检评估使规划实施过程实现自

我审视，具有提升规划实施质量和动态

维护规划实施过程的价值[12]。目前行动

计划与体检评估的各自领域已形成了较

为丰富的实践及研究成果。不少研究都

提及了要构建编制、实施、评估、监督

全链条[13-16]，加强近期规划、年度计划

与体检评估的衔接呼应[17-19]，但多止步

于“提方向”，结合实践详细解析具体操

作层面“如何干”的研究鲜有见诸笔端。

仅有零星案例有所涉及，如陈玉兰等[20]

从梅州市产业发展视角讨论了体检评估

与国土空间规划联动编制，詹美旭等[21]

提出将广州市体检评估建议中涉及的项

目纳入年度规划调整和项目建设计划。

伴随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空

间治理转向更加具有系统性、层次性、

动态性的复合逻辑[22]。有必要结合实操

案例来系统讨论研究行动计划和体检评

估的互动机制，将行动计划和体检评估

进行全面对接，实现“实施反馈（监测

评估）—调整完善（转化落实）”的双

向互动与闭环，从“双轨呼应”转变为

“并轨协同”。

2 规划实施与空间治理下的协同

互动机制构建

2.1 协同互动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

2.1.1 大政方针与法律法规的指向与

要求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

确提出了开展定期评估，结合评估结果，

对国土空间规划进行动态调整完善。行

动计划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落地转化路

径和具体实施过程，体检评估必然需要

与其进行有益互动，在其调整完善过程

中发挥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同时，各大

城市的法律法规也明确了关于行动计划

和体检评估互动要求，例如2019年修订

施行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2023年
施行的《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等

均从法律法规层面规定了要建立常态化

体检评估机制，并参照体检评估结果编

制近期实施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

2.1.2 完善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体系的重

要方式

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体系是实

施、评估、反馈修正各环节紧密衔接，

多元主体参与协同的动态完善持续过

程[22]，但目前尚存在管理层级缺失、传

导衔接不畅等问题，要加快优化和创新

体制机制，打破以往各部门之间协调力

度不够、职责不清晰、交叉重叠的弊

端[23]，优化完善不同层级及专项上的各

类规划间关系。相较于传统空间规划，

行动计划和体检评估实际上不对空间布

局、用地功能、容量管控作出详尽安排，

空间技术性不断弱化，更多是基于城市

整体、相关专业领域、不同管理层级开

展体系化政策制度建设和实施安排，二

者协同互动能够有效融合贯通国土空间

规划实施体系不同环节和层面的工作，

激发系统的整体效能。

2.1.3 “一张蓝图干到底”的合理路径

规划实施各阶段的现实情况和整体

环境必然有所差别，同时也会碰到难以

预见的新问题，可能会影响预期进展及

目标实现，需要在实施过程中及时回应，

不断纠偏，确保节奏稳定和方向正确。

这就需要充分发挥行动计划和体检评估

的协同互动作用，将规划设定的远期目

标和体检评估诊断情况进行有效综合，

滚动调整完善行动计划，提升实施过程

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实现从蓝图式静态

规划向过程式动态规划转变。如2022年
度北京的核心区体检分析发现“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资金需要加强统筹”，但其行

动计划不涉及相关内容，因此在确定

2023年度具体工作时作了及时补充。

2.2 协同互动机制的构建

2.2.1 基本思路

规划本质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敏感

的公共政策作用过程或空间治理活动[24]。
在公共政策系统论的角度，突出强调各

环节的串联。拉斯韦尔等[25-26]将公共政

策作用过程分解为七个阶段：情报收集

（intelligence）、提出草案 （promotion）、

制定政策 （prescription）、政策法制化

（invocation）、政策执行 （application）、

政策终止（termination）、效果评估（ap⁃
praisal）；也有观点认为可将政策过程分

为制定和执行两部分，具体细分为发现

或提出问题、制定应对策略、分解到责

任部门以及推进具体落实等。从空间治

理的角度，着重关注不同视角的整体解

构和各组成部分的关联性分析。孙施

文[27]认为空间治理的核心和重心是各领

域、各部门相统合以及各要素、各类行

动相统筹的综合治理；欧阳鹏等[28]基于

整体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理论，

从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层级、治

理手段和治理过程等 5个方面解析了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机制内在逻辑；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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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等[14]从全链条治理视角尝试搭建了

“三链协同”的国土空间规划传导体系，

包括编制层面全尺度传导的空间链，实

施层面全过程传导的时间链，监督层面

多向度传导的反馈链。

综合公共政策和空间治理的双重视

角，行动计划和体检评估作为当前规划

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协同互动需

要置于特定的治理情境或环节中，获得

与之匹配的权威、资源及技术等多条件

的支撑[14]。在既有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框架内，可以尝试从治理主体、治理客

体与治理环境等三个维度来构建二者的

协同互动机制[29]：主体维度，参与工作

的多主体在不同情境模式下进行沟通联

系、开展协作、解决问题；客体维度，

行动计划和体检评估的具体要件或内容

实现有效统一与对接；环境维度，具体

行动过程中必要性基础支撑条件提供有

力保障。

2.2.2 治理主体有效协同

当前规划实施依然以政府部门为主，

高质量规划实施离不开行之有效的高位

调度和部门协同。行动计划和体检评估

的协同互动要融入政府日常操作体系[1]，
进行高位领导和多部门协作，破解条块

分割、各自为政的统筹矛盾[30]。二者的

既定组织架构往往高度一致，一般均由

市政府领导组织编制，规划主管部门具

体牵头，发展改革、统计、园林绿化、

交通、市政等多部门共同参与。二者协

同互动需要在各自的编制、审议、实施

（及监测反馈）、评估、调整完善等全流

程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整合。一方面，

把同一主体有关行动计划和体检评估的

工作串联起来，实现各主体内部关于二

者的有效统一与闭合（图1）。另一方面，

做好不同主体外部间关于同一任务实施

或者自检的责任划分与协调配合。同时，

强有力的高位领导和高效组织可极大提

升工作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破除“门户

之见”，打消不同部门的工作顾虑，凝聚

广泛的治理共识，提升行动计划制定及

实施和体检评估的组织效率。

通过以上做法，可有效避免严苛的

“科层博弈”关系和“尺度模糊”的事权

划分导致的传统空间规划普遍存在纵向

层面上下脱节、传导缺乏连贯性，横向

层面多头管理、传导缺乏协调性等现实

问题[14]。
2.2.3 治理客体精细统一

治理客体的精细统一是行动计划和

体检评估关于“干什么”“检什么”的全

方位对接，并进行强力转化吸纳，实现

从“概述问题—指大方向—有限参考—

照旧实施—粗略反馈”的浅层次对照，

转变为“明晰难点—提出策略—调整完

善—切实落地—全面反馈”的深层次

互联。

体检评估以年度切片及阶段总结的

方式反馈规划实施情况，行动计划将规

划实施内容细化落实到年度安排及阶段

任务中，二者内容要点的全面对接要做

到三个统一：空间同位，诊断分析和规

划实施的整体范围和重点区域保持一致；

时间合拍，体检评估和行动计划的时间

周期保持一致，即年度体检对应行动计

划同年度任务，三年或者五年评估对应

整体行动计划；重点对焦，行动计划的

重点任务和体检评估的重点内容保持一

致，均围绕着当前城市转型发展中人口

老龄化、城市更新、产业转型、韧性安

全等关键议题。

行动计划和体检评估之间的吸纳、

反馈、诊断、转化等互动方式应有力有

效（图2）。体检评估立足问题诊断分析，

从行动计划整体谋划角度研提优化建议，

既瞄准远期目标，也关注当前实施条件，

可调整或生成下年度任务，甚至直接生

成对应项目。行动计划的制定及年度任

务安排则将体检评估提出的问题及建议

进一步领域化、空间化、主体化，把重

要关键问题列为重点关注领域，把问题

集中或突出的片区作为重点施策区，把

承担重要或者大量任务的部门作为重点

支持对象，合理精准安排资金、用地、

政策，有效推进规划实施。同时，及时

详细地收集任务实施情况及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反馈给体检评估进行综合诊

断。

2.2.4 治理环境充分保障

考虑到行动计划和体检评估工作的

长时序、常态化特征，二者协同互动需

要治理环境（外部基础条件）的持续有

力保障，涉及数据信息、协同管理平台、

技术服务团队等。

准确、全面的数据信息是进行体检

评估精准诊断和行动计划任务合理安排

的基础。目前体检评估中已逐步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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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行动计划与体检评估协同互动情景下部门工作组织变化示意图
Fig.1 Changes in departmental work organization under the synergetic interaction scenario of action plan

and examination-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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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官方统计数据和网络大数据等适用

综合分析的整体性数据积累模式[31]，行

动计划则通过具体任务及项目积累了较

多的一线案例实践数据。将二者各具优

势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按照统一的国

土空间单元进行物理与逻辑汇聚，发挥

数据信息全盘纵览以及鲜活展示作用，

可从整体和典例两个层面系统把握城市

发展和规划实施整体情况。

智能化协同管理平台已成为当前规

划管理数字信息化的通用手段。将行动

计划和体检评估进行平台统管：一方面

可提升工作组织效率，实现数据传输、

信息交换、会议讨论、行函回文等基础

性工作的智能化和线上化；另一方面可

建立准确权威、稳定连续、多源开放的

“一张图”平台，实现数据动态更新、自

动化运算、标准图表生成，提升分析时

效性，降低日常工作成本。

行动计划和体检评估均是长期性工

作，应形成稳定的技术团队，锻炼培养

专业素养高和业务熟悉的技术人员进行

长效跟踪服务，同时，二者的技术服务

团队也应有效整合，结合技术人员对应

的联络部门、跟踪任务及研究领域等，

形成分版块的专人负责制度，避免行动

计划和体检评估在技术单位层面各自为

战、业务分离带来的信息沟通不畅及转

化传导低效等问题。此外，也应注意加

强智库外脑作用，提升工作的研究深度

和广度。

3 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实践探

索解析

3.1 基本情况

近年来，北京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不

断完善[32]。其中，首都功能核心区②（以

下简称“核心区”）自 2020年党中央、

国务院批复《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2035年）》

（以下简称“核心区控规”）以来，积极

开展了行动计划和体检评估的协同互动

探索。见图3。
行动计划方面，核心区控规编制阶

段即同步制定了《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以下简称“第一轮三年行动计

划”），并确定了以三年为周期制定行动

计划的工作思路。目前，第一轮三年行

动计划已收官，第二轮完成编制并印发

实施。

体检评估方面，按照“一年一体检”

的节奏，自 2021年起陆续完成了 2020、
2021、2022年等3个年度的核心区体检，

实现了从建章立制到运转顺畅再到完善

拓展，与三年行动计划逐步建立起全面

协同互动的工作机制，贯通了规划实施

的逻辑闭环。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轮三年行动计

划相较于第一轮进一步明确了每年度的

实施任务及项目，形成了“三年计划+年
度具体任务”的模式。同时还确立了在

前一年基础上滚动更新下一年任务的做

法，进行动态调整，大大提升了与年度

体检的契合度。

3.2 工作组织一体贯通：统一高位领

导，多部门协同参与

在分层控制视角，首都规划治理通

过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首

规委”）制度在顶层树立了统一权威[34]。
核心区三年行动计划和体检均在首规委

的统筹下开展工作，由市政府组织领导，

各部门广泛参与，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

办公室（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以下简

称“首规委办”）牵头，负责具体的组

织、协调、汇总、研究、成稿、征求意

见、上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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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行动计划与体检评估的吸纳转化示意图
Fig.2 Absorption and conversion of action plan and examination-evaluation

图3 核心区体检及三年行动计划的体系关系示意图
Fig.3 Systema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xamination and the three-year action plan of the core area of the capital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33]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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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织方面，央地协同、市区联

动。中央单位、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

东城区政府、西城区政府③共同参与核心

区三年行动计划的编制及实施，并开展

体检（图4、图5）。具体来看，三年行动

计划按照“工作方案下发—部门提交拟

实施任务—综合统筹—征求意见—提交

审议”等环节开展④，体检按照“自检任

务书下发—部门提交自检报告—综合诊

断—征求意见—提交审议”等环节开展，

二者工作环节基本一致。各环节中二者

既在各部门内部实现贯通，也在外部达

成统一，实现工作责任及内容清晰明确，

避免重叠交错或者存在留白。此外，三

年行动计划实施层面还组建了实施专班，

涉及多家中央单位、市级部门以及东城

区、西城区政府。

成果审议方面，核心区三年行动计

划和体检的审议流程基本一致，均要依

次通过市政府常务会议、市委常委会会

议审议，并向首规委全体会议报告。此

外，按照首都规划权属党中央的要求，

核心区体检每年都还会随同北京总规及

副中心控规体检上报党中央、国务院。

高级别的审议充分保障了工作的权威性

和严肃性，大大增强了工作的执行力

度。

3.3 “检”与“施”要点对应：紧扣规

划及其批复搭建内容框架

通过三年实践摸索，核心区体检逐

步构建了以任务实施为基础的“指标-任
务—领域”三个层次的内容框架。指标

层次，按照核心区控规确定的 39项指

标，逐项分年度梳理变化情况，反映任

务实施的外在表征（表 1）。任务层次，

按照核心区三年行动计划确定的年度任

务、责任主体、实施时序，分析评估任

务实施进展。领域层次，围绕“六个注

重”⑤及首都规划体系、城市治理等八个

方面（图6）整理规划实施成效，分析规

划实施问题及难点，深度解析核心区三

年行动计划任务推进的综合情况，并提

出下一步工作建议。

核心区三年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框

架在两轮工作中略有变化，第一轮分为

规划编制、重点地区及重点功能区、专

项治理、政策机制等 4部分 80项任务。

第二轮按照“六个注重”分为 6部分 72

项任务，并具体细化为 125个小项。尽

管两轮三年行动计划框架结构存在差异，

但具体任务和体检内容要点高度对应。

以民生改善方面的养老服务为例，第二

轮三年行动计划中任务要点是“加强养

老服务机构、养老照护床位、助餐点等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养老服务水平

建设等”，与之对应，体检梳理了各类养

老服务设施的建设情况，分析了养老服

务水平及背后原因，诊断出“当前失能

老人护理费用较高，养老助餐点存在缺

口”等问题。

3.4 转化吸纳有力有效：诊断结论及建

议和实施任务清单化衔接

每年度工作中，各部门积极开展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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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核心区体检编制工作组织示意图
Fig.4 Organization of the examination preparation of the core area of the capital

图5 核心区三年行动计划编制工作组织示意图
Fig.5 Organization of the three-year action plan preparation of the core area of the capital

指标名称

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开放比例 / %

万人拥有实体书店数量
/家

绿色出行比例 / %
基础教育设施千人用地

面积 / m2
千人居家为老服务床位
与机构养老床位数 /张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10

min覆盖率 / %
……

2018年

54

0.48

73

1759

2.68

96.4
……

2019年

54

1.11

74

1842

3.52

96.8
……

2020年

57

1.66

75

1952

4.63

97
……

2021年

57

1.73

75.9

2022

5.44

100
……

2022年

57

1.91

76.5

2135

6.70

100
……

2035年目标

增加

2.5

≥85

2218

10.4左右

99
……

与上一年比较
变化情况

稳定

符合目标方向，
完成较好

符合目标方向，
完成较好

符合目标方向，
完成较好

符合目标方向，
完成较好

已达标

……

表1 核心区控规指标体系表（节选）
Tab.1 Regulatory planning index system of the core area of the capital (se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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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施闭环视角下行动计划与体检评估的协同互动机制探析——以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为例 杨 兵 李 楠 王 亮 等

务实施，并进行自体检，反馈负责任务

的年度完成情况，包括实施进展、难点

及建议等，同步提交典型案例及数据台

账等资料。本年度的核心区体检先基于

各部门自体检综合整理出三年行动计划

的年度任务整体推进情况；再根据不同

任务的实施难点，从全局角度挖掘分析

共性及特殊问题。如2022年度核心区体

检立足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平房院落申

请式退租、简易楼腾退等多项任务实施

情况（表 2），结合近年来的投入资金结

构，发现“城市更新财政依赖较大”的

问题。最后，从整体层面把握不同问题

优先序，判断“大小主次”，提出切实可

行的针对性策略建议。

体检发现的问题及提出的建议会被

转化为清单，随同审议后的体检报告印

发给各部门。各部门编制新一轮三年行

动计划或确定下年度任务时，要纳入清

单中明确到本部门的问题及建议，从而

实现体检成果的有效转化。为确保工作

不打折扣，牵头部门还会在新年度任务

汇总确认时校核吸纳情况，如发现问题

则会进一步沟通。据统计，第二轮三年

行动计划任务中吸收纳入体检成果的达

18项。值得一提的是，体检中还会针对

上年度提出问题的应对情况进行“回头

看”，形成持续跟踪。

完善调整后的年度任务经确认并开

展实施，其实施信息会被全面细致收集，

通过各部门报送“季度进展”“半年总

结”“年度总结”等方式进行动态反馈，

在年度末开展系统全盘的体检，由此进

入新一轮循环，滚动推进规划实施。

3.5 数据信息整合互补：多源拓展与实

践校验相结合

一方面，核心区体检逐步拓展了多

源数据的获取渠道和分析应用场景：一

是整理统计年鉴等公开数据，主要用于

梳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二是采

集网络大数据，主要用于分析职住通勤

状况、居住就业人口聚集情况以及设施

均衡性，监测城市运行动态等；三是通

过专题调查获取调研数据，针对养老设

施运营状况、老旧小区停车位供需情况

等重点问题进行全域摸底和典型调查，

掌握一线实情。同时，各部门会按照体

检工作要求，结合自检报告报送提供主

管领域及负责任务的相关数据信息，如

住建部门提供了详尽的老旧小区、平房

院落、老旧低效楼宇、老旧厂房等更新

资源台账。基于统计数据、网络数据、

调研数据、部门数据的交叉验证与多维

分析有效提升了体检诊断的可靠性、综

合性、科学性。

另一方面，在各部门进行任务实施

进展报送和自体检过程中，首规委办作

为三年行动计划和体检的牵头部门会组

织技术团队通过致电、会议、行函等方

式进行高频率的细节沟通。针对实施重

点及难点，进一步开展专题座谈或实地

调研。上述做法对体检获取的多源数据

信息起到了深度校核及资料扩展作用，

改善了统计数据精度不细、网络数据抽

样不全、部门数据信息不详或不易验证

等问题，提高了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及准

确性。

3.6 平台化管理智能便捷：共平台、分

版块同步运维

依托核心区控规实施维护平台，建

立了三年行动计划及体检评估的管理版

块，将前述的多源数据整理后予以纳入，

有效支撑三年行动计划的任务管理及体

检的分析诊断。比如可利用平台监测预

警三年行动计划任务完成度，核心区简

易楼腾退及危旧楼改建任务目标近百栋，

但结合填报信息，平台显示第一年度仅

完成十余栋，预警按照该速度较难实现

预期目标，并将该信息同步互联给体检。

随着网络技术的完善，该平台逐步

接入了各部门行政管理系统的网络端口，

便于各部门快捷传输自检报告等文件，

及时填报规划实施进展及规划指标，大

大提升了数据信息交互效率。此外，北

京市“京办”⑥综合办公平台也为各部门

方便、安全的沟通交流及会议讨论提供

了助力。

各部门通过办公平台的操作使用逐

步熟悉了信息填报及沟通等常态化工作

图6 核心区体检和三年行动计划的要点
Fig.6 Main points of the examination and the three-year action plan of the core area of the capital

表2 2022年度核心区三年行动计划任务完成情况（节选）
Tab.2 Completion of tasks of the three-year action plan of the core area of the capital in 2022 (selected)

核心区三年行动计划的任务列表

序号

34

35
……

任务类型

专项治理工
作（三）改善
居住条件

任务标题

34.推进平房院落
申请式改善

35.推进老旧小区
综合整治

……

核心区体检的任务完成情况列表

2022年度任务完成情况

东城区启动景山二期、西总布胡同等6个申请式退租项目；西城区
启动力学胡同申请式退租。推动钟鼓楼周边、故宫周边区域申请式
退租工作，启动三眼井、西草市等片区申请式退租工作。年度完成

申请式退租2209户
新增124个小区纳入改造计划。印发《在京中央企业老旧小区综合

整治工作方案》

……

资料来源：2022年度核心区体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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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程及规范，加深了对各自负责任务

的认知与理解。该过程既培养出业务熟

练的专职工作人员，也促进了平台不断

迭代优化。

3.7 服务支撑统一长效：打造专责一

体、长线跟踪的技术团队

核心区三年行动计划和体检均由市

规划院负责技术支撑，市规划院作为专

业技术单位深度嵌入整体工作体系之中。

人员配置方面，三年行动计划和体检分

别建立了“综合组+任务负责人”“综合

组+板块负责人”的团队架构 （图 7）。

“综合组”主要负责工作统筹，由技术干

部统一牵头主管。三年行动计划的“任

务负责人”和体检的“版块负责人”结

合不同技术人员的研究领域及方向加以

设定，多数情况下两项工作由同一人员

“一肩挑”，专人专岗长线对接各部门，

跟踪具体规划实施工作。自核心区控规

批复以来，陆续开展的三年度体检及两

轮三年行动计划的技术团队核心成员相

对固定，有效保证了工作的延续性，形

成了长期稳定的跟踪服务。

此外，核心区体检还会同步开展第

三方独立评估，增加规划实施的观测视

角，并在工作开展初期和形成初步成果

时邀请各领域专家学者召开研讨会，讨

论本年度重点关注问题，充分发挥外脑

的指导与支撑作用。后续也将在三年行

动计划的编制及实施中进行类似探索。

4 总结与建议

4.1 总结

行动计划和体检评估是国土空间规

划全周期管理实施机制中的重要环节。

在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实践中，二者

的协同互动实现了从规划实施到体检反

馈再到修正完善的循环往复的逻辑闭环，

一方面使得体检对规划实施监测评价更

加聚焦，另一方面强化了行动计划编制

及实施的依据，真正做到“往一处看，

往一处干”，避免工作错配，极大增强了

规划实施的整体性和科学性，为其他城

市和地区的工作提供了有效参考。

同时，二者协同互动协调整合了多

层级部门、碎片化信息，建立了一种紧

密协作的治理格局，使首都空间治理从

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

碎走向整合[5]，实现整体“一盘棋”，促

进了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4.2 建议

“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核心

区作为首都之首，规划工作关系到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要把三年行动计划和体

检评估协同互动作为规划实施的一项重

要制度安排进行持续完善，积极做好以

下工作：

第一，不断深化央地协同、市区联

动的工作机制，建立多层级主体统筹协

作、多专业力量支持、社会公众广泛参

与的规划实施及体检机制，使行动计划

和体检评估的工作平台成为各方参与首

都空间治理、反映诉求、达成共识、落

实意图的重要渠道。

第二，把社会感知作为衡量规划治

理成效与揭示城市运行问题的关键性变

量之一[35]。探索更多的社情民意收集渠

道，通过客观统计数据和主观感知调查

数据相结合，进一步发现城市治理的前

端政策供给与后端受众感知之间的偏差，

调整优化实施方式及方向。

第三，加强全周期信息数据积累，

不断提升智能化工作水平，夯实行动计

划制定和体检评估诊断的基础，降低常

态化工作成本，实现决策需求的迅捷

响应。

感谢首规委办核心区规划处对相关

工作的大力支持！韩泽宇、邢子博对本

文亦有贡献。

注释

① 本文讨论的行动计划主要对应总体规划、

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 （街区层面）

的近期规划实施计划及其年度实施计划，

部分实践中称谓有所变化，例如北京首都

功能核心区的核心区控规三年行动计划。

② 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包括东城区和西城

区两个北京行政区，总面积92.5 km2，是

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

的核心承载区。核心区控规为街区层面控

规，实际上类似于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小

总规”或者分区规划。

③ 在首都功能核心区体检和三年行动计划工

作中，东城区、西城区的区级体检及区级

三年行动计划都是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

④ 第一轮核心区三年行动计划和核心区控规

同步一体编制，彼时尚未开展过体检。因

此，这里主要指第二轮三年行动计划。

⑤ 核心区控规批复中明确的六个方面的工作

重点：注重中央政务功能保障、注重疏解

减量提质、注重老城整体保护、注重街区

保护更新、注重民生改善、注重城市

安全。

⑥ “京办”是北京市面向市区街居四级的协

同办公平台，是政务办公的统一入口，为

全市各级政务工作人员提供协同办公

服务。
图7 核心区体检和三年行动计划技术团队构架对应图（城市更新版块）

Fig.7 Technical team structure of the examination and the three-year action plan of the core area of the capital (ur⁃
ban 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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