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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委、区政府，市委各部委办，市各国家机关，各国有企

业，各人民团体，各高等院校： 

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将《关于加快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的

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 10月 27日 

关于加快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韧性城市是具备在逆变环境中承受、适应和快速恢复能力的

城市，是城市安全发展的新范式。为防范应对自然灾害、安全生

产、公共卫生等领域的重大灾害，持续提升城市整体韧性，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就加快推进韧性城市建设提出以下指

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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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

话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防为主、平

战结合，研究把握首都城市和超大城市运行规律，把韧性城市要

求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发展之中，推进韧性城市建设制度化、

规范化、标准化，全方位提升城市韧性，实现城市发展有空间、

有余量、有弹性、有储备，形成全天候、系统性、现代化的城市

安全保障体系，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提供坚实安全保

障。 

(二)工作原则 

——坚持底线思维，强化安全发展。始终把安全发展贯穿各

领域和全过程，全面防范、全力化解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各种

风险。 

——坚持系统思维，强化综合施策。加强全局谋划和整体统

筹，多措并举、多元融合，一体推进韧性城市建设。 

——坚持战略思维，强化科技支撑。把韧性城市建设作为长

期战略目标，加强科技赋能，提高建设效益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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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政府主导，强化社会参与。完善政策、搭建平台，

协调引导社会力量和优势资源支持韧性城市建设。 

(三)工作目标 

到 2025年，韧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体系基本形成，

建成 50个韧性社区、韧性街区或韧性项目，形成可推广、可复制

的韧性城市建设典型经验。 

到 2035年，韧性城市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抗御重大灾害能

力、适应能力和快速恢复能力显著提升。 

二、统筹拓展城市空间韧性 

(四)增强城市空间布局安全。深入开展本市气候变化影响研

究和地下结构探测分析，统筹开展全要素、全过程、全空间的风

险评估，确定风险等级与防控措施，识别与划定各类灾害风险区。

坚定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减量发展。统筹地上地下空间利

用，在城市空间布局上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风险。城市重要基

础设施、人员密集场所应当避开灾害高风险区。重大危险源应当

避开地震活动断层和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区，并与周边保持规定

的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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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完善城市防灾空间格局。推动生态网络和防灾网络融合

发展，以城市快速路、公园、绿地、河流、广场等为界划分防灾

分区。完善城市开敞空间系统，优化城市通风廊道，预留弹性空

间作为临时疏散、隔离防护和防灾避难空间，谋划灾后中长期安

置空间。科学划定、严格管控战略留白用地，在高风险或适宜地

区前瞻性布局安全应急设施用地，并做好建设条件储备，预留交

通、市政等基础设施接入条件。立足多种灾害综合应对，统筹公

共安全设施布局，加强外围区域公共安全设施对首都功能核心区

的支撑作用。发挥地下空间抗爆、抗震、防地面火灾、防毒等防

灾特性，构建地下空间主动防灾系统。 

(六)保障疏散救援避难空间。以干线公路网和城市干道网为

主通道，统筹公交专线、城市应急通道和应急空中廊道，建设安

全、可靠、高效的疏散救援通道系统；研究建设航空、铁路、公

路协同的京津冀区域疏散救援通道。统筹应急避难场所选址和建

设，逐步将各类广场、绿地、公园、学校、体育场馆、人防工程

等适宜场所确定为应急避难场所。整合应急避难空间资源，推进

综合型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建立应急避难场所社会化储备机制，

强化大型体育场馆等公共建筑平战功能转换，建设平战功能兼备

的酒店型应急避难场所，预留相关功能接口，满足室内应急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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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疫情防控需求。到 2035年，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力争达到

2.1平方米。 

三、有效强化城市工程韧性 

(七)提高建筑防灾安全性能。全面排查房屋设施抗震性能，

推进现有不达标房屋设施抗震加固改造，同步做好建筑外立面及

其附着物加固、拆除或降低高度等工作。加强高层建筑防火灭火

设施建设，争取 5年内消除存量高层建筑使用可燃外墙外保温材

料导致的火灾隐患。有序提升重要文物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的抗

震、防火等性能。严格审批和监管，杜绝出现新的抗震、防火等

性能不达标建筑。提高应急指挥、医疗救护、卫生防疫、避难安

置等场所的抗震设防标准，有序推进减震隔震改造。 

(八)提升城市生命线工程保障能力。统筹外调水源和战略保

障水源，加强应急备用水源工程建设和地下水源保护，保障供水

安全。统筹输入能源和自产能源，完善应急电源、热源调度和热、

电、气联调联供机制，采用新型储能技术建立安全可靠的多层次

分布式储能系统，提高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城市生命线工程

建设、运营和维护，推行分布式、模块化、小型化、并联式城市

生命线系统新模式，增强干线系统供应安全，强化系统连通性、

网络化和区域自循环，实现互为备份、互为冗余。逐步开展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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