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邀理事

北京城市规划学会

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

副理事长

北京市弘都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院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总院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武汉市规划研究院

华通设计顾问工程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 

北京金隅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华清安地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未来科学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理事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国道通公路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军都晨宇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

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中心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

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荆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河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保定市城乡规划管理局

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广州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奥雅纳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

承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内蒙古城市规划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规划设计院

自贡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向阳水木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创意善策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北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西城分局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昌平分局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朝阳分局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东城分局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延庆分局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房山分局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顺义分局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石景山分局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

北京市昌平区城乡建设规划咨询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城乡规划设计所

北京市丰台区建筑市政设计所

北京静态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北京郝重海景观艺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规划建设》理事单位名单

西城名城保护公众号是北京

市西城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促进

中心管理的新媒体平台，旨在传

播名城保护知识和动态，介绍四

名汇智项目与团队，带动公众一

同发现更有趣的北京，聚集守护

古都的人们。欢迎扫码关注，了

解西城名城保护动态，通过后台

留言亦可联系“四名”汇智计划

秘书处，了解更多信息。

西城名城保护
公众号

北京文化遗产

APP

一个是古老而固执的文物建筑、一个是快速而跳跃的互联网，我们觉得是时候让文物保护以新的姿态出

现在大众面前了。作为一款跨界移动互联网与文物保护领域的App，北京文化遗产，面向文物建筑的发烧友，

历史故事的特别爱好者，想在周末慵懒的阳光里去咱大北京的历史遗迹转转的普通人。总之，我们希望给热

爱和关注历史、文物的你一个关于历史文物的专属 App。它提供精确的文物地理坐标及周边街景（妈妈再也

不会担心我迷路了），它提供全面而详细的交通路线信息，不能够再详细的文物信息和景区介绍，及时的文

物分级、打分，评论建议，图片分享等功能。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专属的文保 App 给那些关心文物保护的

人们，积极推动及分享文物保护的相关故事和信息。

北京文化遗产APP以“GPS·遗产定位”、“UGC·用户参与生产遗产图文资料”和“DATA·遗产参观数据”为

核心工具。 既帮助一般用户寻找、发现、记录北京文化遗产的参观；又帮助城市管理部门在数据基础之上更好规

划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应用。

升级版“北京文化遗产”基于微信云平台，用户通过微信公众号使用，免去下载、安装APP 的过程，降

低了用户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交流的门槛，提高参与度。前后端分离的技术框架使得平台架构更灵活，可扩

展性更好，为数据的积累和功能的扩充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

北京市西城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促进中心、北京市西城区规划管理信息中心、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

员会东城分局联合出品。

北京地区首个正式出版发行的城市设计导则，为提高规划的公开度、透明度，普及规划知识和传统建筑

知识，吸引公众关心城市设计，营造公众参与城市设计的良好氛围，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导则针对城市核心区、

建成区，主要规划指引城市治理的内容，在针对城市建成区、城市中间层次（区级）的城市设计编制领域具

有较强的开创性；在空间类型分析方法上，注重功能类型和空间类型的系统逻辑关系，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

引用的优秀实践案例全部来自西城区。导则共计 38 万 6 千字，自 2018 年 1 月出版发行以来，累计销售 4000

余册，北京以外地区销售 1000 余册。

北京西城街区整理
城市设计导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