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文件 
 

 

西政发〔2019〕7 号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北京市西城区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 

目录（2019 版）》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各相关单位： 

《北京市西城区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9 版）》

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 

                           2019 年 12 月 1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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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 

（2019 年版） 
 

说  明 

 

为全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严控非

首都功能增量，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

区委编办、区发展改革委、区教委、区科技和信息化局、区民政

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住房城市

建设委、区房管局、区城市管理委、区商务局、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卫生健康委、区应急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国资委、区统计局、

区金融服务办、区人防办、西城公安分局、区烟草专卖局等部门

依照《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8 年版）》以及西

城区实际情况联合对《西城区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5

年版）》进行了修订，形成了《西城区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

录（2019 年版）》（以下简称《目录》）。 

一、编制体例 

《目录》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编制。《目录》中的管理措施分为禁止性和限制性两类。其中，

禁止性是指不允许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不允许新设立或新迁

入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个体工商户；限制性主要包括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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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规模限制和产业环节、工艺及产品限制。 

二、适用范围 

（一）本区行政区域内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新设立或新

迁入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个体工商户须执行《目录》。经

国家或市政府批准，需采取或享受专项政策的地区或行业按照相

关政策执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有专门规定的，

从其规定。外商投资执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二）在《目录》发布前，有关审批部门已受理审批或办理

完成审批的在途项目不适用《目录》。国家批准的军工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改造升级项目不适用《目录》。 

（三）在严格执行《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

（2018 年版）》的前提下，《目录》中的管理措施分为全区、重

点街道（什刹海街道、西长安街街道、大栅栏街道、新街口街道、

金融街街道、椿树街道、月坛街道）和重点街区三个层面，全区

层面的管理措施须在全区范围内普遍执行；重点街道的管理措施

是指须在执行全区管理措施基础上，增加的差异化管理措施；重

点街区的管理措施是指须在执行全区和重点街道管理措施基础

上，增加的差异化管理措施。 

三、管理使用 

（一）本区行政区域内拟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拟新设立

或新迁入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个体工商户，可对照《目录》

进行自查。区相关项目审批主管部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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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主管部门，在履行办理程序时，须依据《目

录》先予审查。 

（二）为做好《目录》管理工作，在区政府领导下，区委编

办、区发展改革委、区教委、区科技和信息化局、区民政局、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住房城市建设委、

区房管局、区城市管理委、区商务局、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卫生

健康委、区应急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国资委、区统计局、区金

融服务办、区人防办、西城公安分局、区烟草专卖局共同建立《目

录》联席会议制度，负责《目录》的解释、执行、修订、疑难问

题会商、执行情况督查等工作。《目录》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区

发展改革委，主要职责为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组织推进各项工作

和重点任务落实，做好年度总结、信息交流。《目录》联席会议

成员单位负责《目录》相关条目的解释、修订等工作，认真落实

联席会议有关议定事项，严格执行《目录》管理措施；结合部门

职能，强化标准约束，制定完善实施细则和相关配套措施，加强

与其他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之间的沟通协作。针对《目录》执行过

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建立由主管部门牵头、《目录》联

席会议办公室协调、相关成员单位参加的协商联动机制，共同研

究制定对策措施，并做好解释说明工作。 

（三）《目录》管理措施除外事项中未明确的，涉及有序疏

解非首都功能，提升城市品质、保障城市运行、满足群众生活服

务需要，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项目，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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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考虑功能定位、产业发展、人口调控等因素，可组织论证并征

求主管部门意见，参照“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要求审议通过后，

按照相关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并向《目录》联席会议办公室报

备。 

（四）《目录》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区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适时修订。 

（五）《目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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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一） 

（适用于西城区行政范围内） 

门 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主管部门 

建筑业  

注册地在中心城区，不具备建筑业资质的企业，禁

止新增加或通过重组、合并、分立等形式吸收建筑

业资质（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或中关村高新

技术企业证书，且企业生产环节不在中心城区的除

外；服务于国家重大外交功能，并已签订工程合同

和合作协议的除外：已取得国家或地方行业主管部

门许可资质，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调整期限内的除

外） 

区住房城市建设委 

批发和零售业 

（51）批发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5161）煤炭及制品批发 

禁止新建和扩建（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

易、储运活动除外） 

区城市管理委、 

区商务局、 

区应急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烟草专卖局 

 

（52）零售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商品交易市场设施 

禁止市场内经营主体的新增 

禁止在幼儿园、中小学、少年宫周边 100米内新建

烟、酒的批发、零售 

禁止新建建筑面积在 1万平米以上的商业设施 

禁止使用直管公房新建、延续、变更食品经营主体

（由禁限目录联席会议确认不属于直管公房转租

转借清理整治范围的除外） 

限制设立小食品经营主体（由属地街道办事处确认

符合辖区百姓需求的除外） 

禁止新建和扩建： 

（526）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

销售中未列入相关专项规划的成品油加油站 

（5296）生活用燃料零售中液化石油气充装站点

（经区政府批准进行液化石油气供应市场资源整

合的除外） 

煤炭及制品零售（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

易、储运活动除外） 

禁止新设立： 

带有储存设施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涉及国计民

生和城市运行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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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 

（59）装卸搬

运和仓储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物流仓储设施（符合相关规划的城

市物流配送节点、再生资源回收仓储、服务居民生

活的末端配送网点除外；（5951）谷物仓储中的商

品粮仓储除外） 

区城市管理委、 

区商务局 

 

（60）邮政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6010）邮政基本服务（邮政营业场所、邮政机要

通信处理场所、纳人相关规划的邮件处理场所除

外） 

（6020）快递服务（符合相关规划的快递处理场所

和承担快递寄递、便民服务的快递企业分支机构除

外） 

 （61）住宿业 

禁止未使用管道天然气从事相关经营 

禁止使用民用电力从事经营 

禁止使用居民用水从事经营 

禁止使用地下空间从事商业性经营 

禁止在人防工程内从事住宿业 

禁止新增住宿业（由禁限目录联席会议会同街道认

定的文化主题旅游饭店、精品旅游饭店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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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主管部门 

住宿和餐饮业 （62）餐饮业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

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内，新

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饮食服务 

禁止未使用管道天然气从事相关经营 

禁止使用民用电力从事经营 

禁止使用居民用水从事经营 

禁止使用地下空间从事商业性经营（房屋规划用途

于 2015年 8月 24日前明确为“商业”或“餐饮服

务”的且经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街道办事处认定的

便民商业设施除外；特定区域除外，特定区域指：

金融街、金融科技示范区、西单商圈、大栅栏商圈） 

禁止新建与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

政办公等为主要功能的场所边界水平距离小于 9

米的项目 

限制新建经营场所使用面积低于 60 平方米的餐饮

企业（食品半成品或成品全部来自于中央厨房或者

食品制造企业的除外；经营单一品种的除外） 

禁止新建、扩建美食城（经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街

道办事处认定的夜间经济除外） 

限制综合体用于开办餐饮的面积不超过总体经营

面积的 40% 

禁止使用直管公房新建、延续、变更餐饮企业（由

禁限目录联席会议确认不属于直管公房转租转借

清理整治范围的除外） 

区生态环境局、 

区住房城市建设

委、 

区房管局、 

区城市管理委、 

区商务局、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人防办、 

西城公安分局 

 

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64）互 联

网和相关服

务 

禁止新建和扩建： 

（6450）互联网数据服务中的数据中心 区科技和信息化

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金融服务办 
（65）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

务 

（6550）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中的数据中心 

（6591）呼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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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主管部门 

房地产业 
（70）房 地

产业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禁止新建房地产开发经营中的住宅类项目（棚户区

改造、危房及老旧小区改造、文物保护区改造除

外）；禁止新建酒店、写字楼等大型公建项目 

（7030）房地产中介服务中，禁止新设立或迁入从

事房地产信息咨询、房地产经纪业务的市场主体，

禁止新增房地产信息咨询、房地产经纪业务经营项

目，经行业主管部门确认符合规划要求的除外 

（7040）禁止新设立：房地产租赁经营中的集中办

公区（《北京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规定的经

中小企业工作主管部门认定的集中办公区除外）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委西城分局、 

区住房城市建设

委、 

区房管局、 

区市场监管局 

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 

（72）商务服

务业 

 

（7211）企业总部管理中，禁止京外中央企业总部

新迁入；严控新设立或新迁入市属国有企业总部，

严控市属国有企业新设立子公司、分公司（实施重

组的企业除外） 

禁止新设立： 

（7223）市场管理服务的市场主体（符合规划的农

产品批发、零售市场等对城市运行及民生保障发挥

重要作用的市场主体除外） 

（7243）社会经济咨询中，禁止新设立或迁入从事

教育咨询的市场主体，禁止新增教育咨询业务经营

项目，经行业主管部门确认符合规划要求的除外 

禁止新建： 

（728）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中的展览类设施 

（服务于国家重大外交功能、国家认定的城区老工

业区、符合规划及相关要求的除外） 

禁止新增： 

（7291）旅行社分社和门市部（除注册在西城区的

旅行社总社以及北京市 4A 级及以上旅行社设立的

分支机构除外） 

区教委、 

区商务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国资委 

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 

（75）科技推

广和应用服

务 

禁止新设立： 

（7540）创业空间服务中的集中办公区（经国家或

市政府相关部门认定的创业空间服务机构除外） 

区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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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主管部门 

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

业 

（80）居民服

务业 

（8010）禁止新建和扩建不符合通用要求的家庭服

务  

（8030）洗染服务中，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

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

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

异味、废气的服装干洗 

（8040）禁止新建和扩建不符合卫生规范要求的理

发及美容服务 

（8051）禁止新建、扩建、新设立洗浴服务中的高

档洗浴场所 

（8080）禁止新建和扩建殡葬服务 

区民政局、 

区生态环境局、 

区城市管理委、 

区商务局、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市场监管局 

 

（81）机动

车、电子产品

和日用产品

修理业 

（811）汽车、摩托车等修理与维护： 

禁止新建、改建、扩建（色漆使用水性漆且喷漆和

喷枪清洗环节密闭并配套废气收集处理装置的机

动车维修除外）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

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

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机动车

维修 

（813）家用电器修理 

禁止新建和扩建不符合经营规范要求的家用电器

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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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主管部门 

教育 
（83）教育 

 

（8336）中等职业学校教育： 

不再新设立中等职业学校  

不再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教育办学规模  

不再新增占地面积  

不再增加建筑面积  

（8342）成人高等教育： 

不再扩大成人教育、网络教育、自考助学的面授教

育规模  

不再新增招收京外生源为主的成人教育机构和办

学功能 

（839）技能培训、教育辅助及其他教育： 

不再新设立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 

不再扩大成人教育、网络教育、自考助学的在京面

授教育规模 

 

 

 

区教委、 

区人防办 

 

 

禁止在人防工程内设立托儿所、幼儿园 

卫生和社会工

作 

（84）卫生 

（841）禁止新设医院、门诊部和诊所（法人和其

他组织设置的仅提供对内服务的门诊部、诊所以及

国医大师、首都国医名师举办的中医诊所除外）；

不再批准增加医疗机构编制床位总量和建设规模

（现有建筑存在安全隐患需要原址翻建且不增加

编制床位总量和地上建筑面积的除外） 

区卫生健康委、 

区人防办 

（85）社会工

作 
禁止在人防工程内设立残疾人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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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主管部门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89）体育 
禁止新建和扩建： 

（8930）健身休闲活动中的高尔夫球场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人防办 

（90）娱乐业 

 

禁止在人防工程内设立游乐厅、儿童活动场所、网

吧 

禁止新建和扩建歌舞厅、电子游艺厅、网吧、棋牌

室 

公共管理、社

会保障和社会

组织 

（95）群众团

体、社会团体

和其他成员

组织 

禁止新设立或新迁入：非紧密型行政辅助服务功

能，包括服务中心、信息中心、行业协会、研究院

所、培训机构、学术类社团、报社、出版社、杂志

社等 

 区委编办、 

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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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二） 

（在执行目录（一）管理措施的基础上，适用于西城区重点街道） 

门类 

（名称） 

大类 

（名称） 
管理措施 主管部门 

批发和零售

业 
（52）零售业 

（5238）自行车零售 

禁止新建和扩建电动自行车销售点 

（5243）图书、报刊零售 

禁止新建和迁入报刊固定零售摊点 

区城市管理委、 

区商务局、 

区应急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烟草专卖局 

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 
（60）邮政业 

（6020）快递服务 

禁止新建和扩建 

区城市管理委、 

区商务局 

住宿和餐饮

业 
（62）餐饮业 

限制新建经营场所使用面积低于 60 平方米

（不得拆分）的餐饮企业（自制饮品、糕点

类食品制售除外） 

（6233）酒吧服务 

禁止新建和扩建（仅限什刹海街道区域内）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

西城分局、 

区生态环境局、 

区房管局、 

区城市管理委、 

区商务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人防办、 

西城公安分局 

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 

（71）租赁业 
（7111）汽车设备租赁 

禁止新建和扩建汽车租赁服务 

区商务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国资委 

（72）商务服

务业 

（7291）禁止新增旅行社分社和门市部（仅

限大栅栏街道和西长安街街道） 

区商务局、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市场监管局 

重点街道：什刹海街道、西长安街街道、大栅栏街道、新街口街道、金融

街街道、椿树街道、月坛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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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三） 

（在执行目录（一）、（二）管理措施的基础上，适用于西城区重点街区） 

门类（名称） 管理措施 主管部门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区城市管理委 

批发和零售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特色实体书店除外） 

 

区城市管理委、 

区商务局、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应急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烟草专卖局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区城市管理委、 

区商务局 

住宿和餐饮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西

城分局、 

区生态环境局、 

区房管局、 

区城市管理委、 

区商务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人防办、 

西城公安分局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区科技和信息化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金融服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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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名称） 管理措施 主管部门 

房地产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西

城分局、 

区住房城市建设委、 

区市场监管局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区商务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国资委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区市场监管局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区民政局、 

区生态环境局、 

区城市管理委、 

区商务局、 

区市场监管局 

卫生和社会工作 禁止新建和扩建 
区卫生健康委、 

区人防办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人防办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

会组织 
禁止新建和扩建 

区委编办、 

区民政局 

 

重点街区：西长安街（府右街路口以东）、北长街、西华门大街、大宴乐

胡同、南长街、人民大会堂西路、石碑胡同、府右街、文津街、西安门大

街、西黄城根南街、灵境胡同（西黄城根南街路口东段）、织女桥东河沿、

东安福胡同、光明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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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一、在途项目 

指在《目录》发布前，有关审批部门已受理审批或办理完成

审批的属于《目录》禁止和限制范围内的项目。在途项目不适用

《目录》，但要结合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要求，根据项目进度，尽

可能调整项目功能，优化建设方案。 

二、改造升级项目 

指通过产品质量提升、产品结构优化、绿色化改造、智能制

造改造、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等，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不新增生产

能力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三、扩建项目 

指既有企业、事业单位，为增加产品生产能力而扩大生产规

模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四、商品交易市场设施 

指为商品交易有形市场提供经营场所的设施。 

五、小食品经营主体 

指有固定经营场所，经营场所使用面积小于（含）60 平米，

通过实体门店从事食品（含食用农产品）的零售经营者。 

六、邮政营业场所 

指邮政企业提供邮件收寄及其他相关服务的场所。即：邮政

支局、邮政所、邮政投递部等。 

七、邮件处理场所 

指邮政企业专门用于邮件分拣、封发、储存、交换、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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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递等处理活动的场所。 

八、文化主题旅游饭店 

指以某一文化主题（依托某种地域、历史、民族文化的基本

要素，通过创意加工所形成的能够展示某种文化独特魅力的思想

内核）为中心思想，在设计、建造、经营管理与服务环节中能够

提供独特消费体验的旅游饭店。文化主题旅游饭店要符合《文化

主题旅游饭店基本要求与评价》（LB/T 064-2017）标准要求。 

九、精品旅游饭店 

指地理位置优越、设计风格独特、文化内涵丰富、品质精良、

运营专业的小型精致旅游饭店。精品旅游饭店要符合《精品旅游

饭店》（LB/T 066-2017）标准要求。 

十、美食城 

美食城是指在同一经营场所内，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

营许可证，通过档口形式进行加工制作，以美食城名义统一对外

提供餐饮服务并承担法律责任的餐饮服务经营者。 

十一、单一品种 

指餐饮服务经营者的制售类经营项目仅为热食类制售(限主

食制品)、热食类制售(限熟肉制品)、热食类制售(限豆制品)、热

食类制售(限糖果制品)、冷食类制售、生食类制售、糕点类制售、

自制饮品制售等项目中的一种。 

十二、创业空间 

指顺应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有效满足网络时代大

众创业创新需求的新型创业服务平台，是针对早期创业的重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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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载体，主要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的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

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包括众创空间、孵化器、创业基地等。 

十三、高档洗浴场所 

指市商务部门公布的大众便民浴池以外的洗浴场所。 

十四、家庭服务、理发及美容服务、家用电器修理等生活性

服务业适用规范及办理规定 

行业标准规范有《家政服务通用要求》（DB11/T417—

2007）、《美容美发场所卫生规范》（卫监督发〔2007〕221 号）、

《家用电子电器维修业服务经营规范》（GB/T28841—2012）

等。对于生活性服务业品牌连锁企业在本市设立的门店，依据本

市进一步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的工作方案中有关规定办理。 

十五、“国医大师”“首都国医名师” 

指由国家和本市人力社保、卫生等部门评选的“国医大师”

“首都国医名师”。 

十六、特色实体书店 

特色实体书店是指以出版物零售为主要经营业务，定位清

晰、内容独特、服务新颖、风格与众不同的实体书店（或体验店）。

特色实体书店的面积应大于 200 平米，主营业务经营面积不少

于 50%。 

 

 抄送: 区委各部门，区武装部。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人民法院，区人民 

检察院。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1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