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和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应急管理部等12部门关于加强应

急避难场所建设的有关意见，指导和规范各地应急避难场所专项

规划编制工作，推动科学合理规划、高标准建设城乡应急避难场

所，促进构建全国多层次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制定本指南。

基于灾害事故风险、应急避难需求和可用应急避难资源等分

析结果，科学确定本行政区应急避难场所分级分类布局和功能要

求，建立完善城乡空间布局合理、资源统筹共享、功能设施完备、

平急（疫/战）综合利用、管护使用规范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

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

的专项规划，需符合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并与应急体系、人民防

空、综合防灾减灾、恢复重建等规划相衔接，主要

内容纳入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规划期限原则上与

本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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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主要内容

前期调研与分析

√收集：①应急管理、防灾、防疫、防空等方

面基础数据和资料；②最新批复和正在实施

的相关规划成果；③统计年鉴； ④统计公报

等。

√确定相关灾害事故风险的种类、等级和空间分布。

√分析地理地质环境、气象水文条件等自然本底特征。

√提出规划建设注意事项。

√梳理评判相关防灾、防疫和防空等各类资源。

√建立应急避难场所资源数据库。

规划目标与指标

√规划目标应符合上位规划要求，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并切

实可行。

√结合相关规划，确定应急避难场所分级分类、城乡布局、

数量、规模和服务保障能力等建设要求。

√指标体系：可满足所需避难人口规模、室内与室内外应急

避难场所可容纳避难人口百分比、有效避难面积和人均有

效避难面积等指标。

分级分类体系

√根据行政区划、人口分布、灾害事故的影响范

围、抗灾救灾能力等因素，确定不同级别、

不同类型应急避难场所的数量、规模和建设

要求等。

√严格控制建设单一功能应急避难场所。

√突出室内型、综合性和乡村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

√城镇地区合理确定不同级别和不同类型的应急避难场所。

√乡村地区坚持安全第一、兼顾便于群众避险避难与应急救

援进行规划建设，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和物资，提高乡村

地区应急避难能力。

√选址：①需避让地震断裂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及其危险区

和洪涝灾害危险区等，无法避让的，必须采取工程防治措

施；②远离行洪区、水库泄洪区、洪水期间进洪或退洪主

流区及山洪威胁区、高压线走廊区域等；③避开天然气管

道、输油管道及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核辐射物等储

放 地 和 其 他 易 发 生 次 生 灾 害 的 地 段 等 ； ④ 避 开 周 边 建

（构）筑物垮塌和坠落物影响范围等；⑤选址需

考虑车行和步行便捷，便于群众应急避难。

应急通道与相关基础设施

√要有至少两条不同方向与外界相通的进出疏

散通道，并进行无障碍设计。

√乡村地区应急通道要求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适当放宽条件。

√给水系统与应急避难场所宜有不少于2个位于不同路段的

接口。

√应急避难场所污废水系统应与相关排水管网系统连通。

√规划应急避难场所的应急供电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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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主要成果

规划文本 规划图集 相关数据库规划说明

指南

贯彻新发展

要求

科学布局各级各类应急避难场所

按照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分级响应调度资源的原则，在遵

循国土空间规划、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评估的前提下，

以社区生活圈为基本安全单元，合理规划省级、市级、县

级、乡镇（街道）级和村（社区）级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局。

统筹利用各类应急避难资源合理建设

新建应急避难场所与新建城乡公共设施、场地空间和住宅

小区等同步规划、建设、验收和交付；改造应急避难场所充

分利用学校、文体场馆等公共设施和场地空间合理调整；

通过指定等方式设置临时应急避难场所。

加强室内型、综合性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2025年底前，综合性应急避难场所至少可满足本行政区所

需应急避难总人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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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年底前，与中国式现代

化相适应的本行政区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全面建立。

加强城镇应急避难场所标准化改造

对城镇地区已建成应急避难场所存在功能不足、配置

简陋等情况进行升级改造 。统筹防灾防疫防空等多种

应急避难功能兼用进行平急(疫/战 )两用改造。

加强乡村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加大灾害事故高风险农村地区和乡镇集中居住区应急避

难场所建设力度，一般情况下，1个乡镇至少设置1个乡镇

（街道）级应急避难场所，1个行政村至少设置1个村（社区）

级应急避难场所。

科学设置应急避难场所功能与设施

根据不同级别类型应急避难场所，合理设置应急宿住、医

疗救治和物资储备等功能区，科学配置设施设备物资，考

虑残疾人、老年人、幼儿孕妇和伤病员等特殊群体需要进

行无障碍设计。

充分考虑特殊条件下应急避难需要

针对高原、高寒、高温、高山峡谷等特殊条件进行功能设

计，配置相应的设施设备和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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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经济社会发展、应急管理现状及其对应急避难的影响。

总结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历程，对应急避难场所现状进行评

估，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

主要包括灾害事故风险、应急避难人口分析和应急避难资

源调查分析等内容。

明确应急避难规划目标，制定应急避难策略，并根据相关内

容要求明确规划指标。 

对应急避难场所分级分类体系、城乡应急避难场所发展布

局、应急通道和相关城乡基础设施进行规划。

对应急避难场所场地建筑条件、服务范围、功能区、设施设

备、物资储备和信息系统等的设计提出指引。

确定规划实施的重点任务,并明确建设目标及要求。确定规

划分阶段实施方案。

从组织领导、监督考核、资金统筹和社会参与等方面，明确

规划保障措施。

成果纳入应急管理大数据应用平台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