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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避难场所规划

（2024 年—2035 年）》（征求意见稿）的 

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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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市级规划”）具体指导和总体目标，依据《应

急避难场所规划编制指南》规范要求，2024年 4 月，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城市运行局牵头开展此项工作，

并形成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避难场所规划（2024 年—

2035 年）》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划》）。现将编制情况说明

如下： 

一、项目背景 

《规划》属于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三级三类四体系”总体框

架中的专项规划类型，是指导各乡镇（街道）编制乡镇（街道）

级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开展避难场所建设管理的主要依据。 

二、规划目标 

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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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引，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相适应，紧紧围绕经开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三城一区”主

平台，落实经开区 “四区一阵地”的区域定位，统筹发展和安

全，统筹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设与管理，坚持平灾结合、复合化

利用，搭建条块结合、上下衔接的区、乡镇、社区应急避难场所

分级管理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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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经开区定

位相适应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至 2035 年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

积不小于 2.1平方米。 

三、规划起草过程 

坚持开门编规划，充分发挥技术团队、专家学者、相关委办

局等多主体作用。2024 年 8 月形成初步成果，9-10 月并分别征

求经开区各委办局单位意见和专家意见，对《规划》进行修改完

善，形成了《规划》征求意见稿。 

一是以全国应急避难场所综合信息管理服务系统平台数据

为基础（数据截止至 2024年 9月），以《亦庄开发区应急避难

场所调研报告（2023年 11月）》为依据，开展了应急避难场所

现状分析。二是从市级规划确定的与应急避难场所防范相关的

灾害对象入手开展了经开区灾害事故风险分析，给出了经开区

地震、气象灾害（大风、雷电、低温、雪灾、暴雨、冰雹、高

温、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

安全事件等综合风险评估结果。三是依据《应急避难场所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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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编制指南》和相关规范标准，开展了经开区应急避难需求

及资源分析调查，确定了经开区主要可避难资源类型并建立资

源数据库（数据截止至 2024 年 8 月），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专

项规划工作。 

四、主要内容 

（一）确定应急避难场所规划标准指导原则 

为适应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和健全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

系新任务新要求，规范指导应急避难场所全生命周期工作科学有

效开展，2023年至 2024 年期间，应急管理部、北京市应急管理

局会同相关单位出台了一系列应急避难场所新标准：《应急避难

场所 术语》（GB/T 44012-2024）、《应急避难场所 分级及分类》

（GB/T 44013-2024）、《应急避难场所 标志》（GB/T 44014-2024）、

《应急避难场所 分级和分类》（DB11/T 2141-2023）、《应急避难

场所 场址及配套设施》（DB11/T 2142-2023）、《应急避难场所 评

估导则》（DB11/T 2143-2023）。新标准涵盖了术语、分级分类、

标志、场址设施、评估导则规范要素，为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设

提供了全新指导。对推动应急避难场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 

沿用 GB 51143、GB 21734 等早期国家标准，全面评估应急

避难场所基本现状、功能配置、可达性和相关城乡基础设施，适

当融入新标准的前瞻视角，以确保评估的科学性和指导性。关键

术语、控制指标、避难资源调查与规划环节严格遵循最新标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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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确保应急避难场所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建立各类应急避难资源数据库 

开展应急避难资源调查分析工作，包括室外型避难空间资源

（如公园绿地、一般林地、景观游憩绿地、大型停车场等）和室

内型避难空间资源（如中小学、高等院校、体育馆、展览馆、文

化活动场所等）。通过详细统计和评估，确定了各类避难场所的

数量、占地面积，其中避难空间资源面积约为 1433.12 万平方米。

资源量充足，经过详细评估应急避难有效面积，为应急避难场所

规划提供了详实的数据支持和科学依据。 

（三）规划目标与期限 

2025 年规划目标：经开区是北京市唯一的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是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三城一区”中重

要组成部分，城市建设集中、人口密集，是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

重点地区。2025 年重点是明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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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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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 年规划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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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5 年规划目标：优布局、成体系。基本建成布局合理、资



 

5 

源共享、设施完备、平急（疫/战）两用、管理规范，与经开区功

能定位相适应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不小

于 2.1 平方米。 

2050 年规划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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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应急避难场所分级分类与布局 

应急管理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 12 部委联合

印发《关于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指导意见》（应急〔2023〕

76 号）文件（以下简称“应急〔2023〕76 号文”）要求。 

根据应急避难场所功能属性及分类管理需要，进一步规范应

急避难场所类型划分，按照建筑及场地类别可分为室内型和室外

型应急避难场所，按照总体功能定位可分为综合性和单一性（专

业性）应急避难场所，按照避难时长、面积及人数等可分为紧急、

短期、长期应急避难场所，根据特殊需求及功能需要可设置特殊

性（特定性）应急避难场所。 

紧急避难场所：以社区级为主，实现经开区城乡建设用地全

覆盖。各乡镇（街道）紧急避难人口服务保障系数为 2.3，服务

半径为 500 米，人均有效避难面积为 1.0 平方米。 

短期避难场所：以街道级为主，实现全区城乡建设用地网格

化覆盖。各街道短期避难人口服务保障系数为 0.4，每个街道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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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设置 1 个短期避难场所，服务半径为 1000 米，人均有效避难

面积为 2 平方米。 

长期避难场所：经开区长期避难人口服务保障系数应达到

0.02，设置 2 处长期避难场所，人均有效避难面积为 4.5 平方米。 

在经开区南部重要对外疏散通道、重要交通枢纽附近，落实

建设马驹桥综合应急救援基地 1 处，加强经开区与京津冀地区协

同安置疏散人员和物资运输，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五）应急避难场所技术指标与规模 

根据规划，经开区应急避难场所应满足以下技术指标： 

（1） 至 2035 年，经开区规划应急避难场所 94 处，有效

避难面积 110.20 万平方米。 

（2） 其中紧急应急避难场所 69 处，有效避难面积 72.14

万平方米。短期应急避难场所 20 处，有效避难面积

28.29 万平方米。长期应急避难场所 5 处，合计有效

避难面积 9.77 万平方米。 

（3） 其中室内应急避难场所（含室内室外兼具型）占比

36.93%，高于应急〔2023〕76 号）有关要求（20%）。 

（4） 其中综合性应急避难场所 73 处，占比约 82.26%，高

于应急〔2023〕76 号文有关要求（60%）；18 处单

一性（专业性）应急避难场所，3 处特殊性（特定性）

应急避难场所。 

（六）应急疏散与交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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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陆路交通为主，铁路等其他交通方式为补充，构建与应急

避难场所能力相匹配的区内避难疏散通道网络体系。 

结合城区主干道和次干道，划定城市救灾主干道、区内救灾

通道等避难救援体系。根据经开区周边地区的地形特点，引导形

成不同方向避难救援交通重点道路，经开区对外应急救援方向应

以东西和南北两个方向为主。通过京沪高速（放射通道）、五环

路(联络通道）、六环路(联络通道）等与京津冀地区联系，经开区

地势平坦，对外安置疏散人员及物资运输基础条件较好。应加强

与大兴区、通州区的交通应急保障合作机制，切实规范和做好跨

区域抢险救灾车辆、社会救援车辆在行政区域内的公路通行服务

保障工作。加强灾区周边陆、铁、空运输的统一指挥调度，确保

灾区交通安全有序，保障应急救援人员和装备的优先、快捷运送。 

（七）突出精细化服务引导 

推进“四区一阵地”地区应急避难场所的高标准建设，深刻

把握经开区的风险特征与安全保障要求。在人口稠密区域和灾害

易发区域加强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和布局。加快推进室内应急避

难场所建设，特别是在重要地区、部分灾害受影响区域、敏感人

群集中区域鼓励推进室内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有助于提高避难场

所的容纳能力和安全性。精细区分紧急、短期和长期避难场所的

功能分区、设施设备、物资储备等设计要求。 

五、分级分类规划实施 

遵循发展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求，开展经开区应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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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批复后按程序纳入详细规划及国土空间规

划“一张图”，初步形成区、街道和社区三级应急避难场所布局体

系，进一步夯实综合防灾减灾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