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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门地区将打造首都商务新区
北京市规自委正式批复首都商务新区暨大红门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大红门地区位于丰台区东部，北至东城区与丰台区区界，南至南四环路，东至光彩路，西至马家堡东路，总用地

面积7.59平方公里，是北京南中轴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规划严格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关于中轴线及其延长线的规划建设要求，深入贯彻北

京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部署，围绕文化和国际交往等首都功能的建设需求，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活服务

需求为出发点，通过疏解整治、有机更新，努力将大红门地区建设成为新时代彰显中华文化自信、承载首都功能、引

领首都更新治理的重要示范地区。

街区划分
结合现状社区边界、功能布局、权属

边界、自然边界等要素，将大红门地区划

分为6个街区、48个主导功能分区。

发展定位
深化落实《南中轴地区规划》提出的“大国首都功

能的新兴承载区、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彰显区、生态

文明城市建设的样板区、首都南部崛起的核心引领区

和和谐宜居城市建设的示范区”的战略定位以及“将

南中轴地区建设成为生态轴、文化轴、发展轴”的总体

要求，立足“首都商务新区”的战略内涵，践行文化艺

术和绿色生态引领的发展模式，将大红门地区建设成

为新时代服务保障首都功能的示范区、带动城市南部

地区发展的引领区、有国际吸引力的首都商务新高地

和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艺术新中心。

发展目标
近期，环境整治与品质提升初见成效，重要公共服务设施

基本建成，人居环境显著改善，重要功能节点建成并投入使用，

服务保障首都功能的城市框架初步形成。

中期，城市服务能级显著提升，生态环境和城市品质显著

改善，国际化要素集聚初具规模，国际商务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首都新兴功能体系初步显现，形成富有艺术气息、城市活力和

国际特色的高品质综合城区。

远期，形成具备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首都功能体

系，建成安全低碳、和谐宜居、智能高效、多元融合的公园城市

样本，成为首都新兴功能的重要载体和引领城市南部地区发展

的新兴增长极。

规模控制
落实分区规划和街区指引的人口规模要求，以

促进非首都功能疏解促提升、引导区域职住平衡

为出发点，加强存量空间盘活利用，逐步引导居住

和就业人口的迭代置换，形成城市南部地区的就

业中心。

规划居住人口总规模上限为13.16万人，就业

岗位总规模约11.79万个。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732.73公顷，规划地上建筑

规模控制在1147.41万平方米以内。

■ 划定主导功能分区，保障重点功能布局

围绕四大核心功能，结合腾退疏解用地，合理

确定用地功能布局，推动中轴空间秩序重塑，规划

划定48个主导功能分区。

沿南苑路划定11个商业商务主导区，重点承

载文化商务、国际商务功能，并针对性完善高品质

生活服务功能。

沿凉水河划定8个绿地水域主导区，加强生态

修复和环境整治，形成高品质的滨水生态休闲区。

依托东西两侧居住用地划定18个居住主导

区，重点推动国际社区建设、逐步推进老旧小区人

居环境改善。

落实首都功能区承载需求，结合现状公共服务

设施布局划定5个公共服务主导区，重点推进重大

项目选址工作，完善区域性体育、医疗和文化设施

布局。

结合首都功能区及轨道站点划定6个混合功

能主导区，重点地区承载文化博览、国际金融等功

能，现状居住区面向周边就业及居住人群提供商业

休闲、公共服务、文化娱乐等综合性服务。

■ 细化主导功能，明确功能提升方向

着眼未来首都功能拓展需要，重点布局首都功

能区，构建以文化博览、文化商务、国际商务、科技

文化为核心，特色服务为支撑的功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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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国际服务体系，建设国际人才社

区，发展国际教育和医疗服务，强化高品

质商业供给，丰富生态游憩和特色休闲体

验，打造高品质国际化典范城区。

以重大功能性文化设施为依托，集中

承载文化博览艺术展演和休闲娱乐功能，

打造文化演艺活力中心。

以文化传媒和内容制作为引领，积极

发展出版发行、品牌管理、媒体运营、演艺

经纪、教育培训等功能，提升文化产业服

务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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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际组织和高端智库为龙头，战略

性承接国际咨询服务及非政府间国际组

织功能，助力全球治理功能拓展，打造国

际商务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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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色楼宇经济为依托，推动文化与

科技深度融合发展，重点集聚信息服务、

创新孵化、展示发布等功能，构建科技创

意功能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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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布局
以中轴为统领，规划形成“两轴四区、一带多点”的整体空间结构。

两轴

依托南苑路和现状

大红门路构建“礼乐”双轴

沿南苑路布局大型公共建

筑和文化商务办公建筑，以秩序性

空间序列打造“礼轴”，体现礼仪感

和庄重感：沿古御道布局特色商业

和休闲空间，以灵动的多样场

所形成“乐轴”，体现人文性

与活力性。

依据主导功能划分

御道文创商业区、红门文

化商务区和两侧的生活服

务配套区

御道文创商业区集聚发展文

化创新、商业服务、文化展示、创意

办公等功能；红门文化商务区重点

承载文化演艺、文化商务、

国际商务等功能。

建设凉水河生态

景观带

结合用地疏解腾退，植入

文化和服务功能，融合城市功

能节点，打造3段主题滨水空

间，加强各类景观要素精细化

设计，形成北京南部地区的高

品质滨水活力走廊。

四区

一带

重点地区空间规划
结合重大项目选址工作推进，在重点地区落实“三纵

一横六区”的空间格局。

三纵：承续大红门地区“礼乐”双轴理念，以秩序性空

间序列打造“礼轴”，体现礼仪感和庄重感；以灵动的多样

场所形成“乐轴”，体现人文性与活力性；重点建设凉水河

海户东路至大红门东路沿岸景观地区，结合公园绿地与

文化博览功能精细化布局，打造融入文化展示和文化演

艺功能的凉水河生态景观。

一横：以福海文化公园为主要节点，严格落实管控风貌

要求，结合TOD综合配套服务区进一步细化设计，提升临

泓路至时村大街沿线整体风貌，打造高品质城市景观带。

六区：结合更新建设片区改造及现状建设情况，优化

大红门地区空间结构，沿中轴由北向南划分科技文化区、

御道商业区、TOD综合配套服务区、文化博览区、国际商

务区和活力绿心六个实施分区。

本版内容来源：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网站

特色风貌管控
落实分区规划要求，综合考虑场地空间特

征和区域发展定位，将大红门地区的整体风貌

定位为“中国气质、南苑风韵、国际风尚”。新中

式建筑风貌区主要分布在大红门御道步行街

沿线和大红门艺术公园周边。本土现代建筑

风貌区主要分布在南苑路沿线地区。国际现

代建筑风貌区主要分布在南四环路北侧。建

筑风貌协调区主要分布在现状居住片区。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规划基础教育设施用地27.43公顷，均为独立占地。其

中幼儿园服务半径按500米计，小学服务半径按1000米

计，中学服务半径按1000-2000米计。

规划保留现状医疗卫生设施用地2.09公顷，新增用地

6.23公顷。按照每个街道办事处范围或每3万至5万居民

设置1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0.5万至1.5万居民设置1

处社区服务站的标准配置社区卫生设施。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可不独立占地，已设置卫生服务中心

的居住区不再设置。

规划配置机构养老服务设施，每处规模100至150床，

均为非独立占地，主要结合医疗卫生设施、社区会客厅、居

住及社会福利等用地设置。

规划新增四类儿童福利院占地面积1.12公顷，同时兼

有区儿童福利服务指导中心以及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的职

能，规模为100床，与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社区助残服务中

心共同设置。

规划保留现状文化设施用地2.29公顷，新增市区级文

化设施用地13.28公顷，人均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面积

1.37平方米。

规划保留现状体育设施用地19.94公顷，新增用地5.69

公顷。

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

加强对大红门东门房等现存历史文化要

素的活化利用，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

植入文化功能，结合所在片区功能进行整体化打

造。保留具有标志性的时代建筑，结合片区功能

进行提质改造升级，延续大红门地区服饰商贸文

化印记。

加强对南苑苑门、苑墙等已消失历史文

化要素的挖掘展示，进一步考证历

史遗迹的历史信息和空间位置，合理利用文化

元素符号，恢复苑墙文化印记，建议在大红门

艺术公园内意向性展示大红门苑门，并结合周

边文化博览设施和展演场馆打造文化艺术主

题的公共空间。

加强对传统戏曲文化等非物质遗产的保

护传承，结合民俗节庆推广传统文

化，建设非遗传播基地和文化体验展示场馆。

城市景观总体规划
一轴一轴 构建城市景观中轴。在南

苑路沿线增加公共绿地、重塑两侧建

筑风貌，形成“礼序乐和、独具魅力”

的首都景观中轴。

两廊两廊 沿大红门路和凉水河打

造2条景观视廊。将大红门路改造为

御道步行街，形成以都市休闲为特

色的景观视廊；改善凉水河沿线蓝

绿空间，形成具有生态活力的景观

视廊。

多点多点 设置多个景观节点和地标

建筑。重点打造福海文化公园、大红

门艺术公园2处一级景观节点及三

河水岸公园等多个二级景观节点，并

在南四环路与南苑路交叉口、原大红

门服装商贸城2处布局地标建筑。

沿“礼乐”双轴塑造

多个功能节点

重点建设大红门御道步

行街、福海文化公园、大红门艺术

公园、文化商务新红门4个核心节

点，打造文化创意触媒、增强公共

空间活力，形成彰显中华文化

自信、展现新时代首都建设

风范的重要窗口。

多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