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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2000级本
科、2004级硕士校友。北京市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首都功能规划所副所长、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北京城市发展的见证者、亲
历者。

北京什刹海游客如织，崔琪穿过熙攘

人群，在银锭桥停下脚步。他从背包里掏

出本厚书，翻找到“银锭观山”内容，低

头看看书，又看了看远处的西山，天蓝水

清，西山的山脊一览无余。放在明清，这

自是很寻常惬意的赏景，但放在前些年，

凭栏远望，人们是看不全西山的，视野里

楼层与西山“平分秋色”。

“站在当下，和历史对话。”崔琪是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首都功能规划

所副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2024年是

他从事北京城市规划工作的第17个年头。

从大运河（北京段）遗产保护规划到首都

功能核心区发展战略研究，特别是2014年

开始参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

2035年）》及首都功能核心区规划要点的

编制，崔琪用独特的视角直观见证着新版

总体规划带来的实施成果，期待着“一张

蓝图”指引下北京城市发展取得更大的成

效。因此，规划工作在崔琪眼中永远都有

新鲜感。

降层复景，再现“银锭观山”视廊

在什刹海前海与后海的交汇处，有一

座汉白玉石桥横跨南北。明代初年，这里

崔琪：从“银锭观山”找回老北京
○曹晶瑞

是一座木桥，像一个倒扣着的银元宝，得

名“银锭桥”。后来木桥被改建为单孔石

拱桥，但“银锭桥”的名字一直沿用至

今。“咱们在银锭桥，凭栏就能远眺西

山。”顺着崔琪手指的方向，蜿蜒的水系

两旁，是颇具北京老城韵味的古建筑，水

系的尽头，西山清晰可见。清朝时期民间

流传的“燕京小八景”之一——“银锭观

山”近在眼前。

“银锭观山”的美景，在数百年前就

为京城文人所津津乐道，但岁月流转，城

市发展日新月异，连苍茫的西山都被城市

建筑遮掩了身影。崔琪说，在2021年之

前，站在银锭桥上，是不能完全望见西山

山脊线的，部分视线被积水潭医院新街口

院区新北楼遮挡。根据资料显示，新北楼

于1984年建成，地下1层，地上11层，建

筑最高点约52米，从“银锭观山”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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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北楼的高度越过了西山山脊线。

“北京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源远

流长的伟大见证，要精心保护好这张金名

片。‘银锭观山’是北京老城内典型展现

山水城相融的景观视廊，属于老城内战略

级景观视廊。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恢复

‘银锭观山’景观视廊。”崔琪对于规划

内容早已烂熟于心，因为这个要求已通过

核心区规划实施要点传导到《首都功能核

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

年—2035年》，随着2020年控规批复得到

再次强调。

他说，“银锭观山”视廊管控范围是

以银锭桥为视点，沿后海水岸线走势向西

北眺望西山的扇形区域。视廊范围内，建

筑物、构筑物高度不得遮挡西山山体，应

完整展现连续起伏的山脊线景观，塑造水

面、树木、山体由近至远层次清晰的传统

景观风貌。

2021年，为全面落实《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2016年—2035年）》《首都功能核

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

年—2035年）》，推动老城保护和街区

更新，传承历史文脉，经过各方共同努

力，最终对积水潭医院新北楼进行了降层

处理，“银锭观山”美景得以再现。同时

结合降层和新建回龙观院区，适当调节新

街口院区的规模，缩减床位，改善院区环

境，缓解交通拥堵和就诊服务压力，实现

医疗卫生资源疏解的“增减挂钩”。

如今，什刹海来来往往的游客中，有

北京本地居民、全国各地的游客，也有海

外的华人或是外籍游客。有心的游客会像

崔琪一样，专程到银锭桥上走一走，驻

足感受一下“银锭观山”的美景，和历

史对话。

汇集智慧，提升西单商圈连廊空间

在崔琪眼中，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空间

进行安排，需要综合社会、经济、文化、

生态环境、美学艺术等多维因素，以实现

城市的良性发展。“城市规划是一项极为

复杂、综合性的工作。”崔琪说，“规

划工作的法制性和政策性很强，必须遵循

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同时本身也

带有很强的政策性，体现在对城市空间和

各类资源要素的统筹、控制和引导，所以

案头工作必不可少。但另一方面，规划师

需要跑现场、做调研、摸现状，‘七分现

状，三分规划’是规划行业广为流传的一

句话。”

那么规划工作到底是怎么开展的？崔

琪举了一个西单连廊空间提升的例子。作

为西城区乃至北京城最知名、历史最悠久

的商圈之一，西单商圈涵盖了西单商场、

汉光百货、西单大悦城、君太百货等新老

商厦及楼宇综合体，每天商贾云集、游人

如织。新版总体规划提出要促进西单向高

品质、综合化发展，核心区控规提出西单

应成为展示新时代首都改革开放成果的窗

口。西单连廊看似是个简单的过街天桥系

统，在规划师眼中其实是西单商业区非常

重要的公共空间系统，恰如“血管”，影

响着整个商圈的“活力”，其改造提升成

为西单商圈高质量、高品质发展的重要机

遇和抓手。

去年，崔琪参与到西城区政府和市规

自委组织的西单廊桥空间提升项目中，负

责方案征集任务书的编制。在工作过程

中，对上位规划要求进行解读与落实，对

廊桥建设的历史、地上地下现状情况、与

周边商业建筑的联通关系、一二层车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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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通组织等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和

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任务书的初步内

容，再通过几十次的调研访谈、书面征

集、网络渠道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沿线

16家商户、人民大众、各行业专家、相关

管理部门的意见，从而形成凝结共识的征

集任务书，配合政府开展国际方案征集，

汇集中外各界智慧，最终形成切实可行的

连廊空间提升方案，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

实施完成并精彩亮相，形成西单特色的场

景打卡点和魅力公共空间，并促进周边业

态的互动融合和高质量发展。

城市规划，一份总是
充满新鲜感的工作

作为十几年来北京城市规划的参与者

和直观见证者，崔琪时常会感慨于北京的

发展变迁，特别是在新版总体规划指引

下，一条条老北京胡同原汁原味地保留

着、一个个街角重新焕发了生机、一处处

景观换了新的容颜……

崔琪说，北京城市规划工作要坚持一

张蓝图绘到底，始终围绕“建设一个什么

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问

题，谋划首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新蓝图，

时刻关注着“都”与“城”关系。

在此基础上，根据城市发展的不同阶

段，结合城市发展规律，在具体策略层面

会有针对性的优化。在新版总体规划指引

下，北京城市规划工作已经形成全域全要

素全过程规划管控与实施引导。城市规划

体系越来越完善，目前已经形成“三级三

类四体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其中，

“三级”为市、区、乡镇三级，即城市总

体规划、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分区规

划即区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乡镇域规划

即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三类”为总体

规划、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三类。四

体系是从规划编制空间、规划实施时间、

规划监督反馈修正、规划保障运行支撑四

个维度，建立了相应的规划编制体系、规

划实施传导体系、规划监督体系、规划运

行保障体系。

城市规划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

需要不断进行优化和完善，比如，“现在

北京已经到了存量发展阶段，对城市规划

的要求越来越高，城市更新需要关注的除

了空间，还有产权、政策、社会、经济等

各个层面。”因此规划师也要不断学习，

持续更新知识库，“工作17年，虽然忙

碌，但每天都能接触到新的东西，总能带

给我新鲜感。”

崔琪对于城市规划工作有自己的理

解，在工作过程中，规划师的“规划定

力”格外重要，明确规划师的核心价值

观是维护和保障公共利益。“规划，总要

有取舍，严格恪守规划原则就不会错。做

城市规划要有前瞻性，考虑长远发展的

目标，也要综合考虑到可实施性和合理

性。”

规划工作也能带来很强的成就感，

崔琪至今都记得，《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年—2035年）》审批通过时，他和

同事们有多激动。在新版总体规划引领

下，老旧小区改造、片区保护更新、公共

环境改善、花园城市建设等一系列工作都

在有序开展。对于下一个十年北京城市的

发展，崔琪十分期待。北京城市规划的目

标很宏伟，要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

都；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

上更好的日子。

（转自《新京报》，2024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