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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城市体检评估制度与规划实践

[编者按]2020 年、2021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继发布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支持开展 2020 年城市体检工作的函》和《关
于开展 2021 年城市体检工作的通知》，2021 年自然资源部发布了《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这些文件明确了城
市体检评估的定义、工作流程及评估指标体系等主要内容和工作方式等。城市体检能及时揭示城市空间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和
短板，提高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是治理“城市病”的重要抓手。当前，我国已有 100 多个城市开展了城市体检评估工作，
及时总结城市体检评估工作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城市实情的定期体检评估工作机制与评估指标体系。
基于此，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以“城市体检评估制度与规划实践”为主题，探讨了不同视角、不同层级、不同地域的城
市体检评估的体系构建与方法，以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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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文章首先回顾了城市功能领域实施评估的演进过程，提出在城市体检评估的新要求下，城市功能领域的体检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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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urban function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puts forward that urban function evaluation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national strategy and dynamic monitoring under new requirement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Beij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at urban function evaluation should focus on three important aspects: connection with national 
strategy and requirement, interaction with spatial structure improvement, provision of spatial governance consensus; and establishes 
a framework that realizes response to secondary governance emphases, integration by physical examination, cross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reflection of key parameters. Finally, the paper introduces Beijing's method exploration, including combinations of general 
judgement and partial analysis, macro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micro locational analysis, indices analysis and polic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tracking and monitoring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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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 以下简称《若干意见》) 提出“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
划动态监测评估预警和实施监管机制”与 2021 年《国
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的发布施行，城市功

城市功能是城市在国家或区域中所起的作用或所
承担的分工 [1]，也是总体规划实施评估的重要领域。对
城市功能领域的实施评估，始终与总体规划实施评估的
整体要求相适应。随着 2019 年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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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领域的体检评估面临着新的要求。
已有的研究大多从体检评估工作的

整体视角着手，研究内容包括理论体系、
机制构建、技术方法 [2-12] 等。当前，各
地已普遍开展城市体检评估工作，在初
步建立整体制度的基础上，有必要加强
对专项领域体检评估的理论构建和实践
总结。如何认识新要求下各专项领域体
检评估的工作重点，并建立相适应的工
作体系与方法，是城市体检评估工作应
着重探讨的问题。本文以首都功能版块
及相关研究为例，结合北京已开展的 3
次年度体检、1 次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工作
经验，系统总结城市功能领域体检评估
的关注重点、体系构建和方法。

1　城市功能领域实施评估的演进

城市功能领域实施评估的演进始终
伴随着总体规划实施评估的整体实践。
以 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的施行和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
为主要节点，可将城市功能领域实施评
估的演进划分为 3 个阶段 [13]。

1.1　2008 年前：规划实施阶段性总结
中的城市功能专项分析

在“实施评估”概念被正式提出之
前的相关实践探索中，城市功能已是重
要的专项分析领域。以北京为例，早在

1953 ～ 1962 年，北京市规划局便已开展
了 7 次较大规模的土地浪费调查，从城市
用地的角度形成专项调查报告，提出了土
地利用不合理、土地闲置等问题 [3]。1961
年形成的《北京市城市建设总结 ( 草稿 )》
是对新中国成立 13 年以来的北京城市规
划建设的全面总结，系统性地指出了北
京城市建设存在的 6 个问题①，大部分与
城市功能及其布局有关 [14]。1973 年北京
市规划局《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中几个问题的总结报告》将“城市规模
和工业布局问题”单独列出，重申了“城
市规模过大、工业过于集中”带来的问
题 [15]，提出在城市建设中“‘骨头’和‘肉’
要配套”的要求，这也成为后续北京城
市功能与布局调整的重要指引。

1.2　2008 ～ 2017 年：“结果评估”
阶段对发展战略、产业建设规划目标
的一致性评估

2008 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首次确定了实施评估的法定
地位。其中，第四十七条规定了实施评
估在规划编制实施全周期中的两类程序
性作用，其一是作为启动规划修改的五
项触发条件之一②，其二则是作为编制规
划修改方案的前置程序③。后续出台的《城
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办法 ( 试行 )》进一
步细化了实施评估的程序安排。但这一
时期的实施评估体现出结果评估的特征，

其更多是作为总体规划修改的前置性程
序出现，与实施评估原本的“掌握城市
发展动态”“检验规划实施效果”的目
的不匹配 [16]。

这一时期，北京开展了《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 (2004—2020 年 )》的中期评估
(2010 年 ) 和终期评估 (2014 年 )。与城
市功能相关的评估主要包括发展战略、
产业建设两方面，分别对应《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 (2004—2020 年 )》文本中城市
性质、城市发展目标及产业发展方面的
内容。在此期间，形成了“空间趋势和
战略思考”“产业发展专题研究”等重
点专题研究，并被纳入实施评估总报告
中。从方法上看，不论是发展战略还是
产业建设的评估，均侧重站在规划期中、
期末时点开展与基期年数据、状态的对
比，通过对比规划内容和实施结果，衡
量规划目标的落实情况，具有较明显的
一致性评估特征。

1.3　2017 年以来：“过程体检”
阶段对国家战略落实和城市功能
优化的动态监测评估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更加强调实施评
估的动态监测、及时预警能力。2019 年
《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国土
空间规划动态监测评估预警和实施监管
机制”。随着《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
评估规程》这一行业标准的发布，城市
体检评估的工作组织与技术要求得到进
一步明确，体现了“从结果式评估走向
过程式体检”的变化。

与国家层面的制度更新同步，北京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 (2016 年－ 2035 年 )》的批复要求，
持续开展了体检评估工作。首都功能始
终是北京城市体检评估工作的重要内容
( 表 1)，该工作聚焦全国政治中心、文化
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
城市战略定位，围绕疏解非首都功能、
优化提升首都功能的相关要求开展分析。
在方法上，综合了以定期统计数据为主

表 1  北京已开展的城市体检评估工作主要领域 [6]

已开展的城市
体检评估工作 开展时间 主要体检内容

2017 年度北京城
市体检

2018 年 首都功能、功能疏解与规模结构、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
人口资源环境、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大城市病”治理、
京津冀协同发展

2018 年度北京城
市体检

2019 年 首都功能、规模结构、空间布局、底线约束、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城市治理、京津冀协同发展

2019 年度北京城
市体检

2020 年 首都功能、规模结构、空间布局、底线约束、城市治理、
安全韧性、京津冀协同发展

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实施评估 (2016
年—2020 年 )

2021 年 首都功能、规模结构、空间布局、底线约束、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城市治理、安全韧性、城乡融合、京津冀协同发展、
双碳战略、实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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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责部门自体检评估、以动态时空大
数据为主的第三方体检评估，运用 POI、
企业大数据及可识别人群特征的手机信
令数据等来反映城市功能体系与布局调
整的进展，有效提升了城市功能领域体
检评估的动态监测能力。

2　城市功能体检评估的关注重点

2.1　承接国家战略要求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重大区域

战略不断完善，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长
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
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在内的区域重
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17]，成为新
一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中的重要上
位指引。《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 年－
2035 年 )》紧密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要求，提出了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布
局的规划目标，并结合核心区控规、副
中心控规、13 个分区规划及亦庄新城规
划，形成了从国家战略、城市总体规划
到分区规划、详细规划逐级落实的工作
体系 ( 图 1)。

2.2　联动空间结构优化
城市功能体系的优化将改变城市空

间结构，二者的优化需联动开展。在国
家层面，通过发布《若干意见》推动实
现“多规合一”，整体谋划新时代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国家“十四五”规
划也提出优化提升超大、特大城市中心
城区功能，通过有序疏解中心城区一般
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
等功能和设施，以及过度集中的医疗和
高等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 [18]，使城市功
能优化与空间布局调整相适应。《北京
城市总体规划 (2016 年—2035 年 )》提出
核心区功能重组、中心城区疏解提升、
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雄安新区形成北
京新的两翼，以及平原地区疏解承接、

图 1  从国家战略到分区规划的逐级落实工作体系

表 2  空间布局调整和城市功能优化的联动

空间圈层 功能定位

首都功能核心区 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核心承载区；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
中心城区 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集中承载地区；

疏解非首都功能的主要地区
北京城市副中心 紧紧围绕对接中心城区功能和人口疏解，发挥对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示范带动

作用
两轴 中轴线及其延长线以文化功能为主；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以国家行政、军事管理、

文化、国际交往功能为主
多点地区 承接中心城区适宜功能、服务保障首都功能的重点地区
生态涵养区 首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敏感区域

资料来源：《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 年—2035 年 )》。

上位战略

战略要求

城市总体规划

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 分区规划功能定位

分区规划

京津冀协同发
展规划纲要 

通过疏解北京
非首都功能，
调整经济结构
和空间结构，
走出一条内涵
集约发展的新
路子，探索出
一种人口经济
密集地区优化
开发的模式，
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形成新
增长极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 ) 

北京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
的首都，是
全国政治中
心、 文 化
中心、国际
交往中心、
科技创新中
心，应着力
优化提升首
都功能，有
序疏解非首
都功能

首都功能
核心区

北京城市
副中心

中心
城区

多点
地区

生态涵
养区

核心区控规、副中心控规、13 个区分区规划及亦庄新
城规划

核心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核心承载区，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地区，展示国家首都形象的重要窗口地区

朝阳区：国际一流的商务中心区，国际科技文化体育交流区，各类国
际化社区的承载地，创新引领的首都文化窗口区，大尺度生态环境建
设示范区和高水平的城市化综合改革先行区

海淀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服务保障中央
政务功能的重要地区，历史文化传承发展典范区，生态宜居和谐文明
示范区，高水平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的实践区

丰台区：首都商务新区，科技创新和金融服务的融合发展区，历史文
化和绿色生态引领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区，首都高品质生活服务供给的
重要保障区，高水平对外综合交通枢纽

石景山区：国家级产业转型发展示范区，绿色低碳的首都西部综合服
务区，山水文化融合的生态宜居示范区

顺义区：港城融合的国际航空中心核心区，创新引领的区域经济提升
发展先行区、城乡协调的首都和谐宜居示范区

亦庄新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和科技服务中心，首都
东南部区域创新发展协同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及制造业转型升级
示范区，宜业宜居绿色城区

房山区：服务保障首都城市安全运行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地区，京
保石发展轴的重要节点，首都南部科技创新转型发展示范区，首都文
化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门头沟区：首都西部重点生态保育及区域生态治理协作区，首都西部
综合服务区，京西特色历史文化旅游休闲区

平谷区：首都东部重点生态保育及区域生态治理协作区，特色休闲及
绿色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服务首都的综合性
物流口岸

怀柔区：首都北部重点生态保育及区域生态治理协作区，服务国家对
外交往的生态发展示范区，绿色创新引领的高端科技文化发展区

密云区：首都最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及区域生态治理协作区，国家生态
文明先行示范区、特色文化旅游休闲及创新发展示范区

延庆区：首都西北部重要生态保育及区域生态治理协作区，生态文明
示范区，国际文化体育旅游休闲名区和京西北科技创新特色发展区

副中心：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和京津
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大兴区：面向京津冀的协同发展示范区，科技创新引领区，首都国际
交往新门户，城乡发展深化改革先行区

昌平区：首都西北部重点生态保育及区域生态治理协作区，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一流的科教新区，特色历
史文化旅游和生态休闲区，城乡综合治理和协调发展的先行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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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多点支撑、山区生态涵养的规划任
务，通过大力调整空间结构，优化提升
首都功能 ( 表 2)。

2.3 提供空间治理共识
所有的公共政策都有一定的空间布

局暗示 [19]，各级各类公共政策从不同
的角度对空间发展产生影响。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整合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
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克服
了“九龙治水”的多头管理问题，形成
了“一本规划、一张蓝图”[20]，从国家
层面形成了空间政策的统筹。北京将“精
心组织实施新一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作为全市的“三件大事”之一，“有序
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功能”
成为各区各部门制定空间政策的“最大
公约数”。

3　城市功能领域体检评估的体系
构建

在北京城市体检评估工作中，城市
功能领域的体检版块也被称为“首都功
能”，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关注重点、国
家和各部委的相关工作要求，形成“响
应二级治理重点、以领域体检为统筹、
交叉分析相互比照、体现实施关键变量”4
个层次的体系框架 ( 图 2)。

3.1　响应国家、城市二级治理重点
城市体检评估工作需全面响应国家

治理、城市治理和基层治理 3 个层级的
关注重点。其中，不同领域的侧重点有
所不同。例如，支撑体系④等与市民生产
生活更为贴近的领域，主要响应城市与
基层尺度的治理重点；城市功能领域则
聚焦于实施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落实
城市发展目标、强化城市核心职能、优
化调整不适宜功能等方面 [21]，主要响应
国家、城市的二级治理重点。

在北京城市体检评估工作中，首都
功能领域的相关分析研判侧重于“四个

表 3  北京城市体检评估中首都功能的分析维度

首都功能子领域 分析维度

政治中心 政务空间布局优化进展
政务功能服务保障能力
政务环境优化提升进展

文化中心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首都文化建设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情况 ( 含革命文物保护 )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文化产业发展情况

国际交往中心 国际交往服务保障能力 ( 含国际交往空间拓展 )
对外开放平台建设 ( 含国际品牌活动培育 )
城市国际化服务环境营造
国际抗疫合作情况

科技创新中心 原始创新能力培育 ( 含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基础研究水平提升、科研
成果产出情况 )
“三城一区”主平台和中关村示范区主阵地建设
企业创新能力发展情况
科技体制改革进展
创新驱动的发展对经济贡献情况

疏解非首都功能 “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进展
城市人居环境品质优化情况
城市功能结构和布局综合优化情况

图 2  城市功能领域体检评估体系框架

国家治理

响应二级治理重点

以领域体检为统筹

交叉分析相互比照

体现实施关键变量

政治中心 指标体检：
总体规划 117 项

相关核心指标文化中心

市发展改革委

主要成效 尚存问题 政策建议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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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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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OI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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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化旅游局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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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委 基于企业数据

任务体检：
总规实施阶段
相关重点任务疏解非首都功能

…… ……

首都功能领域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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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诊
断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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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和 4 类非首都功能的实施进展，
前者包括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
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后者包括
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和区域
性批发市场、部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功能，以及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

3.2　以领域体检统筹指标体检、任务
体检

北京经过几年的体检评估探索，形
成了较稳定的领域体检、指标体检和任
务体检分析相互支撑的形式 [13]。从整体
视角看，指标体检以《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 (2016 年—2035 年 )》确定的指标体系
为基础，任务体检以总体规划实施阶段
任务体系为基础⑤，但指标体系、任务体
系与各领域体检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因此，在细化到各领域的分析工作时，
相关的指标、任务分析均以领域体检的
分析框架为依托。首都功能领域包括政
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
技创新中心和疏解非首都功能 5 个子领
域，各子领域的分析维度相对稳定，分
析重点结合每年度情况适当调整 ( 表 3)。

3.3　部门自体检评估与第三方体检
评估相互比照

部门自体检评估的主要对象包括各
子领域的责任部门，如市发展改革委、

图 3  各类功能承载空间识别 (2020 年 )[22]

市文化旅游局、市科委等，侧重分析责
任部门实施总体规划的总体实施成效、
关键指标进展、任务完成情况及背后机
制等。第三方体检侧重利用大数据开展
对标分析，如运用POI数据衡量首都功能、
非首都功能的规模和布局变化，运用手
机信令数据识别特定功能、特定地区相
关人群的分布和流动特征等，并与部门
自体检评估的结论交叉比照，综合研判
形成体检成果。

3.4　“成效—问题—建议”体现实施
关键变量

体检评估报告的形成过程也是资料
信息综合研判、整合重组的过程。首先，
由各部门和第三方体检评估机构提供不同
分析维度的专题研究成果，首都功能领域
的负责人进行综合比照研判，形成首都功
能领域相对完整的内容版块。其次，对所
有领域的内容版块进行整合重组，形成综
合的成效和问题判断，并提出下一阶段优
化总体规划实施的重点工作建议。

4　城市功能领域体检评估的方法

4.1　整体进展判断与局部进度分析
相结合

以非首都功能疏解维度的实施进展
为例，相关部门结合官方数据和POI数据，

从整体层面考察 4 类非首都功能的规模
和布局变化特征。同时，围绕年度重点
工作考察局部地区的实施进展，如运用
手机信令数据分析了动物园批发市场关
停带动人口重新分布的有效性。

4.2　空间大数据的宏观结构分析与
微观位置分析相结合

采用 POI 数据以更精细地考察首都
功能布局的特征和变化。一方面，结合
DBSCAN 与凸包方法，刻画各类功能分
布的宏观空间结构，该方法优化了组团
级空间尺度 ( 区级以下、街道级以上 ) 的
功能分布与变化识别方法，可作为城市
空间结构优化的有效参照 ( 图 3)；另一
方面，在微观尺度结合 TF-IDF 方法识
别 POI 的功能结构 ( 图 4)。同时，对比
2016 ～ 2020 年的变化情况，有效辨认
了新发地、岳各庄批发市场的空间调整
情况，以及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建
设情况 ( 图 5)，在微观尺度形成城市功
能结构优化的监测支撑。

4.3 指标进展分析与政策趋势研判
相结合

在对城市体检评估各维度的各项指
标进行进展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大数据
文本分析方法开展政策机制研究，为首
都功能领域的分析提供新的思路。例如，

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
国际交往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

一般性制造业
区域专业市场
教育医疗机构
行政事业机构

图例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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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 年—2035 年 )》
确定的市域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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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6 ～ 2020 年北京典型区域关键变化识别 (500　m×500　m 网格 )[22]

采用首都之窗网站公开发布的与“非首
都功能疏解”相关的 1　151 篇报道，通过
词频分析，研判了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
的演变趋势，提出了在《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 (2016 年—2035 年 )》实施的第二阶
段从“疏解整治促提升”转变为“优化
提升促疏解”的判断 [23]。该判断在 2021
年发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十四五”
时期深化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
行动的实施意见》中得到了印证。

4.4 构建长期跟踪监测框架
在数据获取渠道方面，北京城市体

检评估工作突破依赖第三方提供数据源
的限制，利用开放开源信息，结合互联
网地图、公开政务数据资源提供的 API
接口，拓宽了自主可控的空间数据生产、
政策信息获取渠道。

在核心分析规则方面，北京建立了
与其城市发展特征、公共政策重点⑥相契
合的数据信息筛选、提取和标准化算法，
形成了 POI 分类对照 ( 表 4)、“功能疏解”
文本分析专业词典、POI 空间聚类参数等
规则，扩展了多源多类大数据融合分析
算法。

在此基础上，集成数据获取、分类
对照和融合分析算法，初步构建了自动
化、标准化、智能化的全域主要城市功
能长期监测程序框架，可按需响应、持
续运行 ( 图 6)。

5 结语

城市体检评估工作已在各地普遍开
展。北京作为首都，其全国政治中心、文
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
城市战略定位及“都”与“城”的关系给
开展城市功能领域的体检评估带来了一
定特殊性。但是，北京城市体检评估实践
体现出的积极承接国家和区域战略要求、
响应上级政府与本级政府的二级治理目
标、紧扣城市战略定位提升核心功能、功
能体系提升与空间结构优化相联动、善用

表 4  北京“四个中心”和 4 类非首都功能与 POI 数据分类对照 [22]

新增图例 延续 消失

以区域性专业市场为主导功能的网格 ( 新发地、岳各庄 ) 以行政办公为主导功能的网格 ( 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

图４  北京分网格的主导功能分布 (500　m×500　m 网格 )[22]

编号
功能 对应的 POI 类别

大类 中类 POI 大类 POI 中类与小类

A 首都功能 政治中心 政府机构及社
会团体

政府机关 ( 国家级机关及事业单位 )、
民主党派、社会团体

B 文化中心 科教文化服务 博物馆、展览馆、会展中心、美术馆、
图书馆、科技馆、天文馆、文化宫、
档案馆、文艺团体、传媒机构

C 国际交往中心 政府机构及社
会团体

外国机构

D 科技创新中心 科教文化服务 学校 ( 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
E 非首都功能 一般性制造业 公司企业 工厂
F 区域性物流基地

和区域性专业市
场

生活服务 物流速递 ( 物流仓储场地 )
购物服务 服装鞋帽皮具店、家居建材市场、

花鸟鱼虫市场、综合市场
G 部分教育、医疗

机构
科教文化服务 学校 ( 成人教育、职业技术学校 )、

培训机构
医疗保健服务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急救中心、

疾病预防机构
H 部分行政性、事

业性服务机构
政府机构及社
会团体

政府机关 ( 省直辖市级政府及事业
单位、地市级政府及事业单位、外
地政府办 )

0 10 20 40 60
km

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
国际交往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
一般性制造业
区域专业市场
教育医疗机构
行政事业机构
生活空间
生产空间
生态空间

图例

2016 年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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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大数据开展空间分析、聚焦核心功能
构建监测框架等思路，是相对普遍适用的。
北京在首都功能体检评估工作方面的理论
构建和实践经验，可为各地开展相关工作
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 注　释 ]

① 6 个问题包括工业区及用地布局问题、第
二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问题、生产功能的
建设与职住用地不匹配问题、旧城改建和
市政设施建设问题、卫星城镇建设分散问
题、市政设施建设投资问题。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七
条第一款对实施评估作为启动规划修改的
触发条件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组织编制机关方可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
修改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
镇总体规划”，其中第四项为“经评估确
需修改规划的”。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七
条第二款对实施评估作为编制规划修改方
案的前置程序的规定：“修改省域城镇体
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前，
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原规划的实施情况进
行总结，并向原审批机关报告；修改涉及
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
应当先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同
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④支撑体系为《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
规程》确定的体检评估六方面内容之一，
包括生态环境、住房保障、公共服务、综
合交通、市政公用设施、城市安全韧性、
城市空间品质等方面。

⑤任务体检包括《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工

作方案 (2017 年—2020 年 )》和《北京城
市总体规划实施工作方案 (2021 年—2025
年 )》的重点任务。

⑥相关公共政策主要参考《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 (2016 年—2035 年 )》《北京市人民政
府关于组织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
行动 (2017—2020 年 ) 的实施意见》《北
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十四五”时期深化推
进“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的实施意
见》3 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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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主要城市功能的长期跟踪监测框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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