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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年年前前选选址址，，一一年年前前定定名名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决策过程披露，早就提出防止炒作土地

2014年2月
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

2017年2月23日上午，习近
平总书记从中南海出发，驱车
100多公里，专程到河北省安新
县实地察看规划新区核心区概
貌。

在大王镇小王营村，总书
记走进一片开阔地，极目远眺。
这里就是规划中的雄安新区起
步区的核心地块。

在展开的一张规划图前，
习近平仔细察看区位、规划状
况，详细了解人口搬迁安置、区
域内的地质水文条件等情况。

“这地方老百姓生活得怎
么样？人口密度有多大？拆迁人
口有多少？”习近平总书记向河
北省委书记赵克志询问。他叮
嘱：设立雄安新区，一定要让老
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要有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

当天中午，习近平在安新
县主持召开了一场小型座谈
会。他强调指出，规划建设雄安
新区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
略选择，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
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
史性工程。

位于华北的京津冀大地，
坐落着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北
方重要城市，但多年来地区间
发展不平衡：一面是京津两极

“肥胖”，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等
“大城市病”突出，一面是周边
地区过于“瘦弱”，呈现显著差
距。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谋划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到提出
选择一个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集中承载地，再到部署雄安新
区建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以高超的政治智慧、
宏阔的战略格局、强烈的使命
担当，筹划部署、把脉导向。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京津冀三
省市考察调研，多次主持召开
会议研究和部署实施，作出一
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倾注了大
量心血。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天津调研时指出，要谱写新

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
“双城记”。同年8月，在北戴河
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他
强调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2014年2月，他考察北京市并主
持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

在推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
展大战略中，疏解北京非首都
功能任务是重中之重。而选择
一个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
承载地的构想也逐渐浮出水
面。

习近平指出：从国际经验
看，解决“大城市病”问题基本
都用“跳出去”建新城的办法；
从我国经验看，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通过建设深圳经济特区和
上海浦东新区，有力推动了珠
三角、长三角的发展。

习近平强调：北京正面临
一次历史性抉择，从摊大饼转
向在北京中心城区之外，规划
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集中承
载地，将形成北京新的“两翼”，
也是京津冀区域新的增长极。

2016年5月27日，这是研究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一个大日
子———

这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
审议《关于规划建设北京城市
副中心和研究设立河北雄安新
区的有关情况的汇报》，“雄安
新区”首次出现在汇报稿的标
题之中。

“深圳和浦东的今天，就是
我们希望看到的雄安的明天。
雄安新区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都
是前所未有的。”京津冀协同发
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邬贺
铨院士说，千年大计，正是表达
着中央推行这个战略的决心和
定力。

2015年2月
选址工作启动

“雄安”——— 未来之城的名
字，取自“雄县、安新县”各一
字，朗朗上口、声名远扬，既尊
重历史，又寓意吉祥。

大任何以降雄安？
2015年2月10日，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第9次会议明确提出，研究考
虑在北京之外建新城的思路；
此后，在不同场合他多次提出
在河北合适地方建设一座新
城。由此，选择一个疏解北京非
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就成为
现实要求。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
求，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
牵头组织研究论证设立集中承
载地有关工作。2015年2月，选
址工作启动，各有关方面展开
了紧锣密鼓的科学论证。

“雄县—容城—安新”这一
方案在几个方案比选中逐步得
到确认，最终脱颖而出。

选择集中承载北京非首都
功能的新区，这个地方不能太
远，也不能太近。太近容易连成
一片，达不到疏解目的；太远则
难以接受北京的辐射和带动，
不能更好地承接和转移非首都
功能。

新区位于京津保腹地，各
方优势明显，土地水利环境地
质支撑条件优良，发展空间充
裕，正是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
功能疏解的首选之地。

2016年3月24日
雄安新区定名

2016年3月24日，习近平主
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北
京市行政副中心和疏解北京非
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有关情况
的汇报》，确定了新区规划选
址，同意定名为“雄安新区”。

“具体到哪里建，这是一个
科学论证的问题，不能拍脑袋
说在雄安。”习近平总书记在这
次会议讲话中强调，现在经过
反复论证，并和北京市、河北省
共同研究形成这个结果，一旦
定下来，京津冀三地和有关部
门都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用
大历史观看待这件大事。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建
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
两个新城，形成北京新的‘两
翼’。这是我们城市发展的一种
新选择。”“在新的历史阶段，集

中建设这两个新城，形成北京
发展新的骨架，是千年大计、国
家大事”。

为精益求精，在京津冀协
同发展领导小组组织下，京津
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和
专家咨询委员会对《设立河北
雄安新区的实施方案》进行研
究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到规划中的
雄安新区考察时，对这里的区
位、人口密度、自然条件等表示
满意。他说，这个地方选得好，
在这里建新城，不会过多打扰
当地人的生活，涉及搬迁量少，
能快速起步见到效果。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
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
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
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
控制区面积约 2 0 0 0平方公
里——— 这座担当着新时代发展
使命的未来之城将跃然而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雄安
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
区，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
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重点承
接北京疏解出的行政事业单
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等，不符合条件
的坚决不能要。

2016年6月起
房产户籍逐步冻结

雄安新区囊括白洋淀整个
水域。

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实地考察雄安新区建设规划时
专程前往白洋淀。这是习近平
第一次来到白洋淀。他说：“小
时候读小兵张嘎的故事，就对
这里十分神往。我曾在河北正
定工作，但也一直没有机会
来。”

走过安新县郊野公园的白
洋淀大堤，沿着长长木栈道，习
近平步入淀区深处。水面波光粼
粼，芦苇荡还没有返青，阳光照
射下金灿耀眼。他登上观景台，
环视开阔的白洋淀。

习近平曾在宁德、福州、杭
州等南方城市工作，对山清水
秀的生态之美感触至深。

总书记在考察中强调，建
设雄安新区，一定要把白洋淀
修复好、保护好。将来城市距离
白洋淀这么近，应该留有保护
地带。要有严格的管理办法，绝
对不允许往里面排污水，绝对
不允许人为破坏。

如果说此前，中国的大部
分现代化城市建设都是向外借
鉴学习，那么在多年积累的基
础上，雄安新区将构建一个蓬
勃内生、发扬传统、自信开放的
现代化城市，从而达到“从跟跑
到并跑再到领跑世界”。

雄安新区不会简单复制深
圳和浦东，而是要开创国家新
区和城市发展的全新模式。

按照规划，新区远期将承
载200万至250万人口。新区的
建设，将紧紧围绕“人”这个核
心谋篇布局，充分提高基本公
共服务水平，发展社会事业，配
套优质教育医疗等资源，提高
对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高端人
才的吸引力。

早在一年多前召开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
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要防止炒
作土地等问题出现，要切实采
取有效措施。

从2016年6月开始，雄安新
区规划区域内，已逐步实行房
屋等不动产、规划、土地、项目、
户籍的冻结，为筹建新区做准
备。

雄安新区将制定全新的住
房政策，严禁大规模开发房地
产。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表示，
国家将在这里探索全新的房地
产改革道路，控制房地产价格，
保障民众住房需求。

户籍改革、医疗改革、公共
服务改革、深化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实行大部门制和负面清
单管理、探索投融资体制改革、
加强对外合作促进贸易便利
化、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城市管
理规则和体系……体制机制改
革将是新区发展的制度保障。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棋局
中，雄安将争当“改革先锋”，一
些改革举措在这里先行先试，在

“深水区”中趟出一条可复制、可
推广的新路子。 据新华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谋划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到提出选择一个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这个“承载地”为什什么是雄安？雄安
新区建成后，将和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有何不同？

201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在河北省安新县考察雄安新

区规划建设工作。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大王镇位于雄安新区起步

区的核心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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