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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关于

加强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应急管理厅，直辖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管)委、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委)、应急管理局，海南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

急管理局，各省级消防救援总队:

超高层建筑在集约利用土地资源飞推动建筑工程技术进步、

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 但近年来，一些城

市脱离实际需求，攀比建设超高层建筑，盲目追求建筑高度第

一、形式奇特，抬高建设成本，加剧能源消耗，力口大安全管理难

度。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科学规划建设管



理超高层建筑，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严格管控新建超高层建筑

(一)从严控制建筑高度。 各地要严格控制新建超高层建

筑。一般不得新建超高层住宅。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人口以下城

市严格限制新建 1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 250 米以上超

高层建筑 。 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上城市严格限制新建 250 米以

上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 50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 各地相关部门

审批 80 米以上住宅建筑、 100 米以上公共建筑建设项目时，应

征求同级消防救援机构意见，以确保与当地消防救援能力相匹

配 。 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城市确需新建 150 米以上超高层建

筑的，应报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并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备案 。 城区 常住人 口 300 万以上城市确需新建 250 米以上

超高层建筑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结合抗震、消防

等专题严格论证审查，并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复核 。

(二)合理确定建筑布局 。 各地要结合城市空间格局、功能

布局，统筹谋划高层和超高层建筑建设，相对集中布局 。 严格控

制生态敏感 、 自然景观等重点地段的高层建筑建设，不在对历史

文化街区、历史地段、世界文化遗产及重要文物保护单位有影响

的地方新建高层建筑，不在山边水边以及老城旧城开发强度较

高、人口密集、交通拥堵地段新建超高层建筑，不在城市通风廊

道上新建超高层建筑群。

(三)深化细化评估论证。 各地要充分评估论证超高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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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风险问题和负面影响 。 尤其是超高层建筑集中的地区，要加

强超高层建筑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避免加剧交通拥堵;加强

超高层建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防止加剧城市热岛效应，避

免形成光污染、高楼峡谷风。强化超高层建筑人员疏散和应急处

置预案评估 。 超高层建筑防灾避难场地应集中就近布置，人均面

积不低于1. 5 平方米 。 加强超高层建筑节能管理，标准层平面利

用率一般不低于 809毛，绿色建筑水平不得低于三星级标准 。

(四)强化公共投资管理 。 各地应严格落实政府投资有关规

定，一般不得批准使用公共资金投资建设超高层建筑，严格控制

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城市国有企事业单位投资建设 150 米以

上超高层建筑 严格控制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上城市国有企事

业单位投资建设 2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

(五)压紧务实决策责任。 实行超高层建筑决策责任终身

制 。 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城市新建 1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上城市新建 2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应按

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713 号) ，作为重

大公共建设项目报城市党委政府审定，实行责任终身追究 。

二、强化既有超高层建筑安全管理

(六)全面排查安全隐患 。 各地要结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加强对超高层建筑隐患排查的指导监督，摸清超高层建

筑基本情况，建立隐患排查信息系统 。 组织指导超高层建筑业主

或其委托的管理单位全面排查超高层建筑地基、结构、供电、供



水、供气 、 材料、电梯 、 抗震、消防等方面安全隐患，分析易燃

可燃建筑外墙外保温材料、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外墙脱落、传

染病防疫、消防救援等方面安全风险，并建立台账。

(七)系统推进隐患整治 。 各地要加强对超高层建筑隐患整

治的监管，对重大安全隐患实行挂牌督办 。 超高层建筑业主或其

委托的管理单位要制定隐患整治路线图、时间表，落实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 。 重大安全隐患整治到位前，超高层建筑不得继续使

用 。 超高层建筑业主或其委托的管理单位应组建消防安全专业管

理团队，鼓励聘用符合相关规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消防安全管

理人，补齐应急救援设施设备，制定人员疏散和应急处置预案、

分类分级风险防控方案，组织开展预案演练，提高预防和自救

能力 。

(八)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 各地要加强与超高层建筑消防救

援需求相匹配的消防救援能力建设，属地消防救援机构要加强对

超高层建筑的调研熟悉，定期组织实战演练 。 指导超高层建筑业

主或其委托的管理单位逐栋按标准要求补建微型消防站，组织物

业服务人员 、 保安人员 、 使用单位人员 、 志愿者等力量，建立专

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等消防组织 。 超高层建筑业主或其委托的

管理单位应完善供电供水 、 电梯运维 、 消防维保等人员的协同工

作机制，组建技术处置队，强化与辖区消防救援站的联勤联训联

动，提高协同处置效能 。

(九)完善运行管理机制 。 各地要建立健全超高层建筑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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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管理机制，切实提高监管能力 。 开展超高层建筑运行维护能

耗监测，定期组织能耗监测分析，结果及时公开 。 指导超高层建

筑业主或其委托的管理单位建立超高层建筑运行维护平台，接入

物联网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并与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连

通。具备条件的，超高层建筑业主或其委托的管理单位应充分利

用超高层建筑信息模型( BIM) ，完善运行维护平台，与城市信

息模型( CIM) 基础平台加强对接 。 超高层建筑业主或其委托的

管理单位应结合超高层建筑设计使用年限，制定超高层建筑运行

维护检查方案，委托专业机构定期检测评估超高层建筑设施设备

状况，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修缮维护 。

各地要抓紧完善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协作机制，严格落

实相关标准和管控要求，探索建立超高层建筑安全险。 建立专家

库，定期开展既有超高层建筑使用和管理情况专项排查，有关情

况要及时报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定期调研

评估工作落实情况 。

(此件公开发布)

-5 一



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地级及以上城市人民

政府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秘书处 2021 年 10 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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