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应 急 避 难 场 所 专 项 规 划

（2024年—2035年）

(征求意见稿)

规划公示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

精神，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批复要求，

严格遵循《北京市应急避难场所规划（2022年—2035年）》具体指

导和总体目标，依据《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指南》等相关规范，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城市运行局会同北京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等部门组织编制了《应急避难

场所专项规划（2024年—2035年）》。

导 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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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划原则

坚持底线思维、以人为本
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着力提升多维

度风险综合应对能力，坚持生命至上，人

民至上，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维护社会稳定。

坚持系统集成、平急两用
强化功能混合与时空联动，在灾前、临

灾、灾时、灾后发挥不同时段的防灾、

备灾、应急、救灾等方面综合作用，构

建避灾防灾救灾一体的全职能应急避难

场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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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平灾结合、空间复合
妥善处理应急避难场所建设与城市更新的

关系，强化资源集约统筹利用，推动应急

避难场所与广场、绿地、公园、体育场馆、

学校等既有设施的共享设置，完善新建设

施的接入条件，在城市复合功能中实现应

急避难场所体系化建设。

坚持区域协调、资源综合
将空间规划布局与应急管理体系充分结

合，统筹医疗卫生、物资保障、人员转

运、治安救援等支撑系统，增强空间保

障硬实力，提高应急救灾软实力，提升

多部门的协调保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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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标准指导

为积极响应建立大安全大应急

框架和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

的新任务与新要求，确保应急

避难场所全生命周期工作的科

学性和有效性，本次规划采用

应急管理部、北京市应急管理

局最新出台的一系列应急避难

场所全新标准。

应急避难场所
术语

GB/T 44012

DB11T 
2141

GB/T 44013

应急避难场所 
分级及分类

DB11T 
2142

GB/T 44014

应急避难场所
标志

DB11T 
2143

应急避难场所
评估导则

应急避难场所
场址及配套设施

应急避难场所 
分级和分类

应急避难场所 
专项规划编制指南



03 规划范围和规划年限

规划范围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约66平方公里（功能区范

围约60平方公里）。

研究范围 

亦庄新城：经开区(60平方公里)+大兴部分

（83平方公里）+通州部分（76 平方公里）。

225平方公里

60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

为2024年至2035年。基期年为2023年，近期

为2025年，中期为2030年，远期为2035年，

远景展望至2050年。



04 规划对象

应急避难场所是指新建、改造和指定的用于应急避难人员安置的具有一定生

活服务保障功能的安全场所。

针对经开区主要的灾害类型及应急避难场所功能特征，应急避难场所统筹应

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适用各类多突发事

件的安全庇护职能。



05 规划目标

高质量

构建经开区应急避难保障体系，为建设韧性安全宜业宜
居新城提供坚实的安全空间保障。

高标准 高要求

安全亦城 平安亦城 韧性亦城

紧紧围绕经开区“三城一区”主平台和“四区一阵地”的功能定位，从系统性和全局性角度

出发，重点发挥应急避难场所在城市综合防灾体系、韧性城市建设中的关键支撑作用，科学

确定经开区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的战略和发展目标，明确适宜的发展规模。



优布局、成体系：基本建成布局合理、资源共享、设施完备、
平急（疫/战）两用、管理规范，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不小
于2.1平方米。综合性应急避难场所至少可满足经开区所需避
难总人数的 60%，室内可容纳避难人数不低于室内外可容纳
避难人数的 20%。

2025年

2030年

2035年

2050年

补短板、促提升：初步建立应急避难场所结构体系，空间
布局较为合理，重点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取得有序推进。

强能力、树标杆：实现应急避难场所管理体系现代化，
能够实现极端灾害发生时，确保经开区应急避灾场所安
全运转，具有对抗各种灾害的安全管理及防护能力，使
经开区成为北京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典范。

明方向、找差距：完成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确定未来应急避
难场所建设和实施的方向，对标先进实践，自上而下，顶层设计，
制定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制度和标准，明确各自相应的管理职责。
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和实施做好积极准备。

05 规划目标

构建空间布局合理、资源统筹共享、功能设施完备、平急（疫/战）综合利
用、管理运维规范，与经开区定位相适应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



06 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

以整体均衡为主调，以分类分级统筹建设为主线，推动经开区应急避难场所科学规划布局。应

急避难场所布局按服务人口和服务半径合理布局，实现人人享有充分的基本应急避难保障。

符合国土空间规划，遵循总量够用、既有尽用、快速可达、共建共用和区域协同的原则。参考

控规街区单元，合理规划区级、街道级和社区级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按照建筑及场地类别、

总体功能定位，以及避难时长、避难种类、避难面积、避难人数、服务半径和设施设备物资配

置等，科学设置室内型/室外型、综合性/特定性/专业性、以及紧急/短期/长期避难场所。

1. 整体布局要求



2. 应急避难场所分级分类规划（避灾时长分）

按照应急避难场所功能级别、避难规模和避难时长等，通过计划疏散与自

主疏散相结合，搭建紧急避难场所、短期避难场所、长期避难场所三级人

口避难的保障机制和疏散体系。

避难时长 1天 2~14天 ≥15天

避难距离
≤10min 
500m

15~20min
1000m

—
—

紧急

避难场所

短期

避难场所

长期

避难场所

06 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



紧急
应急避难场所

短期
应急避难场所

长期
应急避难场所

06 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

向一定服务范围内应急避难人员
提供紧急避险，并具备体现基本
应急避难功能配置的应急设施设
备和物资的避难场所，也是应急
避难人员集合并转移到其他类型
避难场所的过渡性场所。

具备避难住宿功能和相应配套
设施，是用于避难人员固定避
难和进行集中性救援的避难场
所，作为应急避难重要的避难
及救援空间。

侧重于集中救援，同时具备服务
于区级的城市救灾指挥、应急物
资储备分发、专业救灾队伍驻扎
等功能，重点发挥应急避难的堡
垒式功能。

2.应急避难场所分级分类规划（避灾时长分）



综合性
应急避难场所

专业性
应急避难场所

特定性
应急避难场所

06 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

为统筹多种灾害、事故， 或兼顾
防疫防空等其他相关领域应急避
难资源融合建设的紧急、短期和
长期避难场所。每单元打造一个
范围内能够多灾统筹、平急两用
的综合性应急避难场所。

为防洪、极端天气、重大传染
病疫情等专业性应急避难场所。

为老年人、婴幼儿、孕妇、残
障人士和伤病人员提供服务的
应急避难场所，以室内型应急
避难场所为主。

3.应急避难场所分级分类规划（功能定位分）



区级
应急避难场所

街道级
应急避难场所

社区级
应急避难场所

06 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

一是发生灾害以后作为固定的避难场
所，为居民提供短中期的生活安置地；
二是作为救灾基地，开展救援和恢复
重建活动。区级避难场所以综合性/室
内应急避难场所为主。

主要为街道服务，结合经开区实际情
况，主要从现有通过改造可作为避难
场所的资源进行选择，从空间布局、
场地条件、交通条件进行分析确定。

供避难疏散人员临时或就近避难疏
散的场所，也是避难疏散人员集合
并转移到固定避难疏散场所的过渡
性场所。通常可选择小公园、小花
园、小广场、街头绿地等。

4.应急避难场所分级分类规划（分级管理分）



07 疏散救援通道规划

应急疏散道路承担着受灾人员到达城市内及城市周边避难场

所、外来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到达灾区的重要任务，是应急

交通系统的核心。按照服务功能、服务范围分为外疏散通道

和内疏散通道两类，内疏散通道又分为内疏散主干道、内疏

散次干道和街区级内疏散通道三级。

外疏散通道:京沪高速（放射通道）、五环线(联络通道） 、

六环路(联络通道）、博兴西路4条；

内疏散主干道：45条，以城市主干道（一级公路）为主；

内疏散次干道：40条，以城市次干路（二级公路）为主；

街区级内疏散通道：共166条，以城市支路为主。

铁路：利用京津城际铁路的亦庄站作为接入铁路网络的重要

节点，灾时在人员救援、物资运输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便

于经开区与京津冀部分城市的应急救灾。

亦庄站



08 设计要求指引
1. 场址选择与建筑条件

选址要求 安全距离 适宜性要求

与周围建（构）筑物保持

安全距离，避免倒塌影响，

且与重大火灾或爆炸危险

源距离不小于1000米。避

开长输天然气管道、输油

管道铺设区。林木附近的

应急避难场所需注意防火。

避开危险地段如滑坡、崩

塌、地陷等，以及行洪区、

分洪口等洪水威胁区，同

时远离高压线走廊区域和

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存放点。

便于电力、通信、给排水
等市政配套设施接入，周
边交通便利、道路畅通，
便于人员疏散、物资运送、
车辆进出。



08 设计要求指引
2. 功能配置与设施设备

设施设备配置

各类避难场所均需配置应急供水、供

电、通讯、照明、消防等设施，并根

据需求增配排污、停车、餐饮、文化

活动等设施。

凝聚功能

根据避难时长，分为紧急、短期

和长期避难场所，分别设置不同

的功能区，如应急集散、医疗救

治、物资储备、应急宿住等。

功能区划分



紧急避难场所

08 设计要求指引
2. 功能配置与设施设备

应急集散区

应急集散设施

医疗救治区

医疗救治设施

清洁盥洗区

卫生盥洗设施

应急停车区

应急停车设施

指挥管理区

应急通讯设施

物资储备区

物资储备设施

垃圾储运区

垃圾储运设施

保障功能区

应急供水设施
应急排污设施
应急供电设施
应急照明设施
应急消防设施
避难场所标志
无障碍设施

应急宿住区

应急宿住设施

餐饮服务区

餐饮服务设施

文体活动区

文化活动设施

临时教学区

临时教学设施

公共服务区

公共服务设施

直升机起降区

直升机起降设施

短期避难场所 长期避难场所



08设计要求指引
3. 物资储备与信息系统

物资
储备

建立政府主导、统一调度的应急物资储备体

系，科学规划仓储分布，提升储备能力，实

现多样化储备方式，确保应急物资快速响应。

信息
系统加强应急避难场所信息化管理，实现应急避

难场所的网络化管理，建立应急避难场所信

息数据库。 



09 实施保障

 强化规划引领，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

加强资金和应急物质保障，保障规划实施；

 加强协同联动、响应快速的城市应急管理能力；

社区级

社区居委会及相关部门

街道级

街道办事处及相关部门

区级

区政府、城运局及相关部门
明职责

分层级
经社区协助区级相关部门评估认定，
由街道或社区统筹规划和建设、管
理，社区管护使用。

经街道协助区级相关部门评估认定，
由区或街道统筹规划和建设、管理，
街道、社区管护和使用。

经区级相关部门评估认定，由区统
筹规划和建设、管理，区、街道管
护和使用。

街道级避难场所 区级避难场所社区级避难场所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多方协商、共建共治；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社会公众对应急

避难场所的理解和认识。



结 语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三城一区”中的“一

区”，经开区深刻把握新时代发展要求，充分认知“四区一阵地”

重要区域定位，秉承创新规划导向，高站位谋划，高标准推进应

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工作，形成体系布局完善、运行机制健全、

资源高效利用、指导落地实施的规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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