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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城市滨水地带为研究对象，强调加强河流与城市的紧密联系，提

出激活滨水空间、丰富滨水体验、完善路网体系、强化城市意象、构建特色组团

等方法将区域打造成为北京重要的文化遗产和滨水休闲体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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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一．项目概况一．项目概况一．项目概况

丰台永定河生态文化新区位于北京中心城西南边缘，永定河从中穿过，永定

河西侧地区属于丰台河西范围，永定河东侧地区属于中心城区范围。规划设计总

面积约 12.3 平方公里，以宛平城为核心呈十字形展开。东邻丰沙铁路、五里店

地区、丰沙编组站；西侧以永定河、京广铁路、五环路为界；南侧以卢沟桥新桥、

丰西货场为界。

该区域是西南地区进入北京中心城区的门户地带，通过西五环路、京石高速

公路、莲石路 3 条高等级道路实现外部交通联系。规划的 14号、16 号地铁线与

中心城区联系便捷。依托永定河绿色发展带的生态与基地蕴含的文化特性，该区

域将是中心城区功能拓展的关键地区。

二．设计目标二．设计目标二．设计目标二．设计目标

我们对丰台永定河滨水生态文化新区的构想和愿景将强化北京世界城市的

发展目标，这里将成为：

一个世界城市的明信片；

一个文化综合体验的胜地；

一个极具魅力和风尚价值的地区；

一个尽享工作与生活乐趣的福地；

一个城市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典范；

三．现状挑战与应对策略三．现状挑战与应对策略三．现状挑战与应对策略三．现状挑战与应对策略

该项目的挑战来自于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城市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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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挑战与种种问题，制定出针对性的规划策略。

挑战一：不稳定的滨水生态

• 上游用水量居高不下，可使用水量偏小，生态系统功能丧失

• 硬质护岸生态性差，防洪与亲水之间存在矛盾

• 地下水位下降，人工水景维护成本高

策略一：将永定河作为京西的生态休闲资源

• 根据河道内不同的洪涝风险安排适应性的生态和休闲功能

• 通过自然机制净化水质，维持健康的水环境

• 将永定河作为京西生态基础设施，保持生态廊道的连续性

挑战二：滨水地段与城市空间关系上的隔离

• 现状五环路、铁路设施造成城市与河流之间的割裂

• 场地缺乏完善的道路体系，与城市联系性差

• 滨水地区设施缺乏，缺乏活动吸引力

策略二：调整五环廊道，激活公共空间

• 五环路东移，使城市功能用地紧邻滨水地区

• 建立多条抵达水岸的联系通道，增强永定河滨水区的可视性和可抵达性

• 沿滨水两岸建立连续的景观休闲绿带，局部形成放大广场节点，构成绝佳

的城市休憩体验胜地

挑战三：文化遗产保护面临困境

• 对遗产的冰冻性保护遏制了发展机会，经济衰退

• 历史老城被市政设施包围，成为城市外的孤岛

• 文化遗产景点单一，未能形成足够吸引力

策略三：优化铁路布局，引入新型项目，解困历史古城

• 对规划铁路线路与现状铁路加以整合，减少对场地的过多分割

• 通过在宛平城设置站点加强宛平老城的可达性

• 植入多元化文化休闲设施，大大提升历史古城的知名度，扩大吸引力

挑战四：滨水空间缺乏魅力

• 防洪堤坝降低了滨水的感知性和易达性

• 单一的岸线空间缺少吸引人的特征

策略四：创造多样滨水空间，丰富滨水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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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滨水区发展商业、娱乐及文化目的地，形成公共活动核心

• 增加场地内公园的数量与可达性

• 通过内部绿地公园、街道广场延伸永定河景观体验

• 利用高品质的公共与绿化空间来提升土地价值

挑战五：场地内道路体系匮乏，不利于整体开发

• 场地内的道路以货运为主，未能形成联通的网络

• 道路网密度较低，主次干路极其不发达

策略五：塑造完善的街道网络和适宜步行的城市肌理

• 形成主干路、次干路、支路等级完善的路网体系，使城市结构分明，井然

有序

• 在细密的道路网络基础上，设置步行、自行车专用慢行路线，创造舒适的

城市体验环境

• 地铁14号、16号线东西向贯穿基地，同时在线路站点间设置穿梭巴士，形

成便捷换乘

挑战六：流域滨水地区价值和效益受抑

• 土地使用效率低，功能不适宜

• 单一开发取向无法维持持续的活力

• 公共协调机制缺失，无法形成高效高品质的开发

策略六：创造紧凑而高强度的城市组团，塑造鲜明、印象深刻的城市形象

• 交通线路的整合腾退释放出宝贵的城市土地，建设用地得到增加

• 倡导公交交通导向开发，创造轨道交通站点周边高密度开发的城市节点，

形成鲜明的高品质的地区形象

• 复合多元的用地开发充分体现各地块的潜在价值，提升区域经济活力

• 通过显著的边界、景观、建筑、城市形态和开放空间要素强化各个社区的

识别性

• 策略性地安排地标性建筑和特色公共场所，强化城市意象

四．设计框架四．设计框架四．设计框架四．设计框架

对于规划设计的 12.3平方公里范围，我们主要从通行与可达、开发与价值、

空间品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展开详细研究与城市设计，塑造出高品质、国际化

同时兼顾地方文化神韵的特色滨水地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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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与可达通行与可达通行与可达通行与可达

现状滨水空间被五环路分隔，难以到达，宛平城被铁路设施包围，形如孤岛，

滨水地区这一稀缺资源未能体现其应有价值。在充分保留现有铁路线路及在建高

铁等基础设施条件基础上，我们建议适当合并交通线路，调整场地内部分铁路线

由，形成紧凑的交通廊道，使古城与新区建立起全新的更加便捷的关系。同时也

可腾退出相对集中的宝贵土地为城市开发所用。

规划区路网在遵循原控规道路系统基础上，增强了路网密度，延续中心城区

城市肌理，形成主干路、次干路、支路等级分明，清晰有序的路网结构。方案强

调与外部道路系统的连通性，除京石高速外，增加与莲石路及西四环等外围干路

的便捷联系，同时通过多条横向下沉道路联系编组站两侧，共同来提高规划区的

可进入性。

方案强调公共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对地块开发的引导性。地铁 14 号线与建

议继续西沿的 16 号线可有效将北京城区与基地快速相联系。与 14 号线与 16 号

线换乘一次的地铁线路按站点服务半径一公里统计即可覆盖北京中心城区绝大

部分范围。

开发与价值开发与价值开发与价值开发与价值

根据规划设计范围内不同地块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现状，规划区形成五大特色

功能组团：

‘‘‘‘宛平宛平宛平宛平’’’’文化休闲区文化休闲区文化休闲区文化休闲区

在保护宛平城历史遗迹的同时引入更多新的具有特色的文化项目，使历史古

城获得持续的活力，并成为世界级的旅游休闲目的地。在宛平城内注重对现状院

落、空间肌理的延续，采取保护性开发的策略，设置游客中心、纪念馆、文化广

场等公共文化性设施。在其北侧和东侧地形部分下沉，在不影响宛平城平缓、开

阔的空间形态的基础上，布局一些文化保护区延伸功能的艺术家部落、书院、茶

馆、特色客栈、美食街、创意集市、先锋剧场等文化气息设施，扩大宛平城的影

响力与吸引力。

‘‘‘‘时尚时尚时尚时尚’’’’魅力新城魅力新城魅力新城魅力新城

规划区北侧，永定河东岸的地块结合规划中的地铁 14 号线轨道站点，将建

成高密度的综合功能开发区，依畔永定河将成为北京未来生活休闲娱乐的新地

标。主要布局有 5 星级商务度假酒店，高档办公楼，河景公寓，滨水的庆典广场

将成为人们度假休闲、聚会活动的公共场所。前卫品牌旗舰店、大型超市、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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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街、健身场所等一应俱全，可满足当地乃至北京市区居民的休闲购物娱乐需

要。

‘‘‘‘左岸左岸左岸左岸’’’’丰西商业区丰西商业区丰西商业区丰西商业区

在永定河西岸，结合延长的地铁 16 号线轨道交通站点形成较高密度的开发

节点，将为丰台西区提供消费娱乐的场所，并带动京郊西南区域的发展。此组团

中将包含综合商业中心、娱乐中心、体育郊野公园、SOHO 办公区等，可为本地

居民提供就业与休闲消费的宜人场所。

‘‘‘‘西堤西堤西堤西堤’’’’综合生活区综合生活区综合生活区综合生活区

结合现有的居住区与社区绿地，引入更多生活配套设施和办公场所，临永定

河打造低碳宜居的综合社区。这里将建有丰富的生活与办公建筑，综合商业体、

医疗康体楼、办公楼、SOHO 公寓、国际学校、户外运动基地等可为人民提供足

够且优质的配套服务设施。

‘‘‘‘创意创意创意创意’’’’生活办公区生活办公区生活办公区生活办公区

本地块位置相对独立，被铁路编组站所区隔，靠近北京中心城区和中关村科

技园区丰台园东区，将以混合办公、生活配套及教育培训作为主要功能。办公园

区、会议酒店、人才公寓、培训中心、科技公园将与丰台科技园东区形成良好互

动。

空间品质空间品质空间品质空间品质

本规划旨在为北京西部永定河畔创造极具魅力城市空间，这里既有富有动感

的天际线又有引人入胜的自然景观；这里有舒适安逸的亲水空间，也有繁华热闹

的广场街道；这里能感受到清晰明确的城市结构，也能体验富有特色和戏剧性的

空间场景。

永定河构成了生态文化新区的整体景观风貌骨架。她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

一条贯穿京西的绿色开放公园与生态绿廊。滨水两岸的多样化开放空间有机地与

城市街区糅合在一起，并通过绿化廊道延伸开去，与各城市公园绿地、组团绿地

联系在一起，构成丰富均质的开放空间网络。滨水岸线通过退台、绿坡、架高，

与建筑体结合等多种断面方式实现了亲水性，为人们提供了舒适可达的游憩线路

与漫步场所。

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

面对碳减排的巨大压力，秉承低碳城市规划理念，规划在建筑、交通、能源、

碳汇四个方面确定了碳减排的目标与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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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面积建筑的碳排放下降 30%；

居民人均交通出行碳排放下降 50%；

区内可再生能源占总能耗 10%以上；

区内绿地每年固碳能力达到 2807 吨。

从绿色交通出行角度，规划优先发展公交系统与轨道交通，鼓励自行车与步

行的友好型环境，建立轨道、公交、绿色巴士、公共自行车租赁等无缝衔接的多

种公共交通使用平台，从而大幅度减少私人汽车使用率，减少交通拥堵、能源消

耗与尾气污染。

水资源是北京城市发展的最大制约瓶颈，规划采取整合了给水、雨水、污水、

再生水的四位一体系统，实施水资源的循环再生策略，大大降低了城市水网的供

给负担。通过对雨水实施最佳管理措施，提高雨水的回收率与下渗率，减少了城

市内涝危害，并且补充了地下水与景观用水。

五．结语五．结语五．结语五．结语

永定河作为北京的母亲河，她孕育了千年古都北京的历史，也将滋养北京城

市的未来。当北京以世界城市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战略目标；当北京西南地区开始

经济社会的华丽转身；当北京致力于打造“生态京西”战略品牌时，永定河滨水

地区将承载新的历史的使命，在北京的城市生活和世界经济文化的舞台上扮演更

加重要的角色。

永定河丰台段将会同上游的生态涵养段、中段的工业遗产和产业总部区、下

游的郊野度假休闲段紧密协作，凭借自身独特的文化资源和门户区位，采取差异

化发展的整体战略，塑造北京重要的文化遗产和滨水休闲体验区。

永定河丰台生态文化新区战略定位的核心是文化和生态，如何将城市的核心

功能、城市形态、开放空间、环境质量、可持续发展作为整体进行创造性地整合

和重塑，是破解当前困境、释放潜在价值和活力、形成标志性形象和品牌的关键

所在。

我们希望突破当下认识和技术实施层面的局限，用一种更加深远的期盼和情

怀去憧憬未来；用科学的理性和智慧去布局未来；用精细的谋划和匠心去雕琢未

来……

（本项目为《丰台永定河生态文化新区规划设计方案征集》国际竞赛设计方案，

项目主要参与者还有：李凤禹、李鸿、秦静、彭觅、刘丹丹、王晓川、张晓娜、

张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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