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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本次局部修订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请组织开展城市排

水相关标准制修订工作的函》（建标标函 2013 [46]号）的要求，由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会同有关单位对《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50180-93（2012 年版）进行修订而成。 

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增补符合低影响开发的建设要求，

对地下空间使用、绿地与绿化设计、道路设计、竖向设计等内容进行

了调整和补充；进一步完善道路规划和停车场库配置要求。 

本规范中下划线表示修改的内容；用黑体字表示的条文为强制性

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

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居住区规划设

计规范》国家标准管理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5 号，邮

编：100044）。 

本次局部修订的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审查人员： 

主编单位：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参编单位： 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主要审查人员：张  辰  包琦玮  赵  锂  白伟岚  李俊奇   

任心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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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5 居住区的规划设计，应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1.0.5.1  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 

1.0.5.2  符合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

建设的原则； 

1.0.5.3  符合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民族习俗和传统风貌，

气候特点与环境条件； 

1.0.5.3a 符合低影响开发的建设要求，充分利用河湖水域，促进

雨水的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 

【条文说明】 

1.0.5 本条是编制居住区规划设计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居住区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必须根据城市总体规划要求，

从全局出发考虑居住区具体的规划设计。 

二、居住区规划设计应坚持《城市规划法》提出的“统一规划、合理

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 

三、居住区规划设计是在一定的规划用地范围内进行，对其各种规划

要素的考虑和确定，如日照标准、房屋间距、密度、建筑布局、道路、

绿化和空间环境设计及其组成有机整体等，均与所在城市的特点、所

处建筑气候分区、规划用地范围内的现状条件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

切相关。在规划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利用和强化已有特点和条件，为

整体提高居住区规划设计水平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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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市居民的一生中，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是在居住区内度过，

因而居住区的规划设计必须研究居民的行为轨迹与活动要求，综合考

虑居民对物质与文化、生理和心理的需求及确保居民安全的防灾、避

灾措施等，以便为居民创造良好的居住生活环境。 

五、人口老龄化、人口年龄结构中老年人口比例逐年增长和残疾人占

有一定比重，是我国在相当时期内的现实状况。老年人的活动范围随

年龄增大逐年缩小，是人生的自然规律；残疾人的活动范围不如健康

的人，是生理缺陷所致。因而，为残疾人就近提供工作条件，为老年

人和残疾人提供活动、社交的场所，相应的服务设施和方便、安全的

居住生活条件，使老人能欢度晚年，使残疾人能与正常人一样享受国

家、社会给予的生活保障，应是居住区规划设计中不容忽略的重要问

题。 

六、住宅建筑标准化，是建筑工业化、施工机械化和促进住宅产业化

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加快居住区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但也易因此

而造成住宅形体整齐划一、平淡单调。因而，在规划设计中，应充分

考虑建筑标准化与施工机械化的要求，同时也要结合规划用地特点，

对建筑单体的选型、体量、色调等提出要求，并通过不同的布局手法、

群体空间设计等，为建筑群体多样化创造条件。 

七、社会、经济、环境三个方面综合效益的高低，应是衡量和评价居

住区规划设计优劣的综合标准，也是居住区规划能否付诸实施、居住

区基本的居住生活环境能否得到保障的关键所在。而提高三个方面综

合效益的基础环节，就是经济、合理、有效地使用规划范围内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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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间。统一规划，综合开发、配套建设也是提高三个效益的重要环

节。同时，还应考虑适应分期建设的要求，并为商品化经营和社会化

管理创造条件。 

八、为提升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

“弹性”，提升城市生态系统功能和减少城市洪涝灾害的发生，居住区

规划应充分结合现状地形地貌进行场地设计与建筑布局，保护并合理

利用场地内原有的湿地、坑塘、沟渠，更多地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同

时控制面源污染，采用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落实自然存

积、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的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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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语、代号 

2.0.32  绿地率 

居住区用地范围内各类绿地面积的总和占居住区用地面积的比

率(%)。 

居住区内绿地应包括：公共绿地、宅旁绿地、公共服务设施所属

绿地和道路绿地（即道路红线内的绿地），其中包括满足当地植树绿

化覆土要求、方便居民出入的地下或半地下建筑的屋顶绿地，不应包

括其它屋顶、晒台的人工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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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布局与空间环境 

4.0.1  居住区的规划布局，应综合考虑周边环境、路网结构、公建与

住宅布局、群体组合、地下空间、绿地系统及空间环境等的内在联系，

构成一个完善的、相对独立的有机整体，并应遵循下列原则： 

  4.0.1.1  方便居民生活，有利安全防卫和物业管理； 

  4.0.1.2  组织与居住人口规模相对应的公共活动中心，方便经

营、使用和社会化服务； 

  4.0.1.3  合理组织人流、车流和车辆停放，创造安全、安静、

方便的居住环境； 

  4.0.1.4  适度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合理控制建设用地的不透水

面积，留足雨水自然渗透、净化所需的生态空间。 

【条文说明】 

4.0.1 居住区规划布局的目的，是要求将规划构思及规划因子：

住宅、公建、道路和绿地等，通过不同的规划手法和处理方式，将其

全面、系统地组织、安排、落实到规划范围内的恰当位置，使居住区

成为有机整体，为居民创造良好的居住生活环境。因而，规划布局的

优劣，直接反映规划水平的高低。要提高规划布局水平，就应根据条

文中的原则，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除充分利用、合理有效地使用土地

和处理好四项用地之间的布局关系外，还应处理好建筑、道路、绿地

和空间环境等各方面相互间的关系，以适应居民物质与文化、生理和

心理、动和静的要求以及体现地方特色。同时要重视地下空间的开发

利用，其是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有效方法，但应统一规划、适度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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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雨水的自然渗透与地下水的补给、减少径流外排留足相应的透水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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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绿地与绿化 

7.0.6 居住区的绿地应结合场地雨水规划进行设计，可根据需要因地

制宜地采用兼有调蓄、净化、转输功能的绿化方式。 

【条文说明】 

7.0.6 城市居住区的绿化用地应结合海绵城市建设的“渗、滞、蓄、

净、用、排”等低影响开发措施进行设计、建造或改造。居住区规划、

建设应充分结合现状条件，对区内雨水的收集与排放进行统筹设计，

如充分利用场地原有的坑塘、沟渠、水面，设计为适宜居住区使用的

景观水体；采用下凹式绿地、浅草沟、渗透塘、湿塘等绿化方式，但

必须注意，承担调蓄功能的绿地应种植抗涝、耐旱性强的植物。这些

具有调蓄功能的绿化方式，即可美化居住环境，又可在暴雨时起到调

蓄雨水、减少和净化雨水径流的作用，同时提高了居住区绿化用地的

综合利用效率。 

7.0.7 小游园、小广场等应满足透水要求。 

【条文说明】 

7.0.7 小游园、小广场等硬质空间应通过设计满足透水要求，实现雨

水下渗至土壤或通过疏水、导水设施导入土壤，减少建设行为对自然

生态系统的损害。小游园、小广场宜采用透水砖和透水混凝土铺装；

小游园或绿地中的步行路还可采用鹅卵石、碎石等透水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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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道路 

8.0.1  居住区的道路规划，应遵循下列原则： 

8.0.1.1  根据地形、气候、用地规模、用地四周的环境条件、城

市交通系统以及居民的出行方式，应选择经济、便捷的道路系统和道

路断面形式； 

8.0.1.2  小区内道路应满足消防、救护等车辆的通行要求； 

【条文说明】 

8.0.1 居住区要为居民提供方便、安全、舒适和优美的居住生活环境，

道路规划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居民出行方便和安全，因而，对此

提出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影响居住区交通组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主要的是居住区

的居住人口规模、规划布局形式、用地周围的交通条件、居民出行的

方式与行为轨迹和本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城市交通系统特征、

交通设施发展水平等。在确定道路网的规划中，应避免不顾当地的客

观条件，主观地画定不切实际的图形或机械套用某种模式。同时还要

综合考虑居住区内各项建筑及设施的布置要求，以使路网分隔的各个

地块能合理地安排下不同功能要求的建设内容。 

二、居住区内的主要道路应满足： 

1.线型尽可能顺畅，以方便消防、救护、搬家、清运垃圾等机动车辆

的转弯和出入； 

2.要使住宅楼的布局与内部道路有密切联系，以利于道路的命名及有

规律地编排楼门号，这样就能有效地减少外部人员在寻亲访友中的往
10 

 



返奔波； 

3.良好的道路网应该是在满足交通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用最低限

度的道路长度和道路用地。因为，方便的交通并不意味着必须有众多

横竖交叉的道路，而是需要一个既符合交通要求又结构简明的路网。 

三、居住区内部道路担负着分离地块及联系不同功能用地的双重职能。

良好的道路骨架，不仅能为各种设施的合理安排提供适宜的地块，也

可为建筑物、公共绿地等的布置及创造有特色的环境空间提供有利条

件。同时，公共绿地、建筑及设施的合理布局又必然会反过来影响到

道路网的形成。所以，在规划设计中，道路网的规划与建筑、公共绿

地及各类设施的布局往往彼此制约、互为因果，只有经过若干次的往

复才能确定最佳的道路网格式。 

四、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改善城市生活环境已成为大家日益关注的

课题。应合理设置公交停靠站，道路两侧的建筑物，尤其是住宅和教

育设施等的布置还要尽量减少交通噪声对它们的干扰，通过细致的交

通管理创造安全、安宁的居住生活环境。 

五、道路规划要与抗震防灾规划相结合。在抗震设防城市的居住区内

道路规划必须保证有通畅的疏散通道，并在因地震诱发的如电气火灾、

水管破裂、煤气泄漏等次生灾害时，能保证消防、救护、工程救险等

车辆的出入。 

六、居住区内部道路的走向对通风及日照有很大影响。道路是通风的

走廊，合理的道路骨架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居住卫生环境。经调查，当

夏季主导风向对住宅正向入射角不小于 15°时，有利于住宅内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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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同时，居住区内的地上及地下管线一般都顺着道路走向敷设。所

以，道路骨架基本上能决定市政管线系统的形成。完善的道路系统不

仅利于市政管线的布置，而且能简化管线结构和缩短管线长度。 

七、在旧区改建区，道路网的规划要综合考虑旧城市的地上地下建筑

及市政条件，避免大拆大改而增加改建投资，对于需重点保护的历史

文化名城及有历史价值的传统风貌地段，必须尽量保留原有道路的格

局，包括道路宽度和线型、广场出入口、桥涵等，并结合规划要求，

使传统的道路格局与现代化城市交通组织及设施（机动车交通、停车

场库、立交桥、地铁出入口等）相协调。 

 

8.0.2  居住区内道路可分为：居住区道路、小区路、组团路和宅间小

路四级。其道路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8.0.2.1  居住区道路：红线宽度不宜小于 20m； 

8.0.2.2  小区路：路面宽 6~9m，建筑控制线之间的宽度，需敷

设供热管线的不宜小于 14m；无供热管线的不宜小于 10m； 

8.0.2.3  组团路：路面宽 3~5m；建筑控制线之间的宽度，需敷

设供热管线的不宜小于 10m；无供热管线的不宜小于 8m； 

8.0.2.4  宅间小路；路面宽不宜小于 2.5m； 

8.0.2.5  在多雪地区，应考虑堆积清扫道路积雪的面积，道路宽

度可酌情放宽，但应符合当地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8.0.2 居住区内各级道路的宽度，主要根据交通方式、交通工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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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量及市政管线的敷设要求而定，对于重要地段，还要考虑环境及景

观的要求。 

居住区级道路是整个居住区内的主干道，要考虑城市公共电，汽车的

通行，两边应分别设置有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并应设置一定宽度的

绿地种植行道树和草坪花卉（图 1），按各种组成部分的合理宽度，

居住区级道路的最小宽度不宜小于 20m，有条件的地区宜采用 30m。

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在一般情况下采用混行方式。 

小区级道路车行道的最小宽度为 6m，如两侧各安排一条宽度为 1.5m

的人行路，总宽度为 9m，即可满足一般功能需要。同时，小区级道

路往往又是市政管线埋没的通道，在无供热管线的居住区内，按六种

基本管线的最小水平间距，它们在建筑线之间的最小极限宽度约为

10m（图 2），此距离与小区级道路交通车行、人行所需宽度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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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敷设供热管线的居住区内，由于要有暖气沟的埋设位置及其

左右间距，建筑控制线的最小极限宽度约为 14m。 

组团级道路是进出组团的主要通道，路面人车混行，一般按一条

自行车道和一条人行带双向计算，路面宽度为 4m。在用地条件有限

的地区，最低限度为 3m。在利用路面排水、两侧要砌筑道牙的特殊

要求下，路面宽度就要加宽至 5m。这样，在有机动车出入时不影响

自行车或行人的正常通行。对组团级道路的地下空间也要满足大部分

地下管线的埋设要求，无供热管线的居住区一般要求建筑控制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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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 8m 宽度，需敷设供热管线的居住区至少应有 10m 的宽度。 

宅间小路为进出住宅的最末一级道路，这一级道路平时主要供居民出

入，基本是自行车及人行交通，并要满足清运垃圾、救护和搬运家具

等需要，按照居住区内部有关车辆低速缓行的通行宽度要求，轮距宽

度在 2～2.5m 之间。所以，宅间小路路面宽度一般为 2.5～3m，最低

极限宽度为 2m。这样，正好能容纳双向一辆自行车的交会或一辆中

型机动车（如 130 型搬家货车、救护车等）通行。为兼顾必要时大货

车、消防车的通行，路面两边至少还要各留出宽度不小于 1m的路肩。 

 

8.0.6 居住区内必须配套设置居民汽车（含通勤车）停车场、库，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8.0.6.1 居民汽车停车率不应小于 10%； 

8.0.6.2 居住区内地面停车率（居住区内居民汽车的停车位数量与

居住户数的比率）不宜超过 10%； 

8.0.6.3  居民停车场、库的布置应方便居民使用，服务半径不宜

大于 150m; 

8.0.6.4 居民停车场、库的布置应留有必要的发展余地。 

8.0.6.5 新建居民区配建停车位应预留充电基础设施安装条件。 

【条文说明】 

8.0.6 本条对居住区内的居民停车场。库的设置做了规定。 

一、我国居民小汽车的使用比例有很快的提高，居住区内居民小汽车

的停放已成为普遍问题，居住区居民小汽车包括通勤车、出租汽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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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运输机动车等的停放场地日益成为居住区内部停车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生活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居

民小汽车拥有量相差较大，本规范从全国角度出发，只对一般情况提

出指导性指标，控制下限，即停车率 10%，对于上限指标不做具体规

定，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具体指标由地方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制

订。在确定停车率较低时，应考虑要留有发展余地。 

二、地面停车率是指居民汽车的地面停车位数量与居住户数的比率

（%）。有些地方地面停车采用立体方式，对于节约用地具有明显作

用。但本规范对地面停车率的控制主要是出于对地面环境的考虑，控

制地面停车数量，提出地面停车率不宜超过 10%的控制指标，停车率

高于 10%时，其余部分可采用地下、半地下停车或多层停车楼等方式。

因此，地面停车率计算，无论是采用单层还是立体停车方式，均以单

层停车数量计算。当采用停车楼的方式时，可在其他用地中平衡指标。 

三、停车场（库）的布局应考虑使用方便，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150m。

通勤车、出租汽车及个体运输机动车等的停放位置一般安排在居住小

区或组团出入口附近，以维持小区或组团内部的安全及安宁。 

四、为落实国家发改能源[2015]1454 号《关于印发〈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的通知》要求，增设本条款。考虑我

国各城市机动化发展阶段差异较大，电动汽车发展增速状况不同，建

议结合地方实际需求情况，新建居住区内的住宅配建停车位优先考虑

预留充电基础设施安装条件，按需建设充电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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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 居住区内的道路在满足路面路基强度和稳定性等道路的功能性

要求前提下，路面宜满足透水要求。地面停车场应满足透水要求。 

【条文说明】 

8.0.7 城市居住区内的道路应优先考虑道路交通的使用功能，在保证

路面路基强度及稳定性等安全性要求的前提下，路面设计宜满足透水

功能要求，尽可能采用透水铺装，增加场地透水面积。透水铺装可根

据城市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选择适宜的做法，例如人行道及车流量和

荷载较小的道路、宅间小路可采用透水沥青混凝土铺装，停车场可采

用嵌草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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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竖向 

9.0.2  居住区竖向规划设计，应遵循下列原则： 

9.0.2.1  合理利用地形地貌，减少土方工程量； 

9.0.2.2  各种场地的适用坡度，应符合表 9.0.2 规定； 

表 9.0.2  各种场地的适用坡度(%) 

场地名称 适用坡度 
密实性地面和广场 0.3~3.0 
广场兼停车场 0.2~0.5 
室外场地 

1. 儿童游戏场 
2. 运动场 
3. 杂用场地 

 
0.3~2.5 
0.2~0.5 
0.3~2.9 

绿地 0.5~1.0 
湿陷性黄土地面 0.5~7.0 

 

9.0.2.3  满足排水管线的埋设要求； 

9.0.2.4  避免土壤受冲刷； 

9.0.2.5  有利于建筑布置与空间环境的设计； 

9.0.2.6  对外联系道路的高程应与城市道路标高相衔接。 

9.0.2.7 满足防洪设计要求； 

9.0.2.8 满足内涝灾害防治、面源污染控制及雨水资源化利用的要

求。 

【条文说明】 

9.0.1～9.0.2 竖向规划设计应综合利用地形地貌及地质条件，因

坡就势合理布局道路、建筑、绿地，及顺畅地排除地面水，而不能把

竖向规划当作是平整土地、改造地形的简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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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内的道路骨架与地势起伏关系很大，往往因此能决定道路

线型及走向。建筑物的布局也往往因地形地质的制约而影响其朝向、

间距及平面组合，在地形变化较大的地区，一般要求建筑物的长边尽

可能顺等高线布置，力争不要过分改变现状等高线的分布规律，而只

是局部改变建筑物周围的自然地形。 

市政管线，特别是重力自流类管线（如雨水管、污水管、暖气管

沟等）与地形高低的关系密切，力求与道路一样顺坡定线。居住区的

平面布局只有与竖向规划在方案编制过程中不断彼此配合互相校核，

才能使整个居住区的规划方案更切实际逐趋完善。 

良好的竖向规划设计方案，必须建立在对现状水系周密的调查研究基

础之上。一般在山区或丘陵地带，必须根据居住区所在地域的地面排

水系统，确定居住区内规划排水体系，以确保建设地区地面水的排除

及安全排洪。 

正文表 9.0.2 中适用坡度是参照有关技术规范及手册编制的，下

限值为满足排水要求的最小坡度。 

对于广场及场地的竖向设计坡度，往往因使用功能不同或地面材

料不同而分别采用适宜的控制值。当广场兼作停车场时，停车区内的

坡度不宜过大，以防溜车。据测试，小汽车在不拉手闸的情况下发生

溜滑的临界坡度为 0.5%。 

居住区内场地的高程设计应利于场地雨水的收集与排放，应充分结合

建筑布局及雨水利用、排洪防涝进行设计，形成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 

9.0.4 取消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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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综合技术经济指标 

11.0.1  居住区综合技术经济指标的项目应包括必要指标和可选用指

标两类，其项目及计量单位应符合表 11.0.1 规定。 
 

表 11.0.1  综合技术经济指标系列一览表 

项目 计量单

位 
数

值 
所占比

重(%) 

人均面

积 
（m2/
人） 

居住区规划总用地 hm2 ▲ - - 
  1.居住区用地(R) 

hm2 ▲ 
 

▲ 

住宅用地(R01) hm2 ▲ ▲ ▲ 
②公建用地(R02) hm2 ▲ ▲ ▲ 
③道路用地(R03) hm2 ▲ ▲ ▲ 
④公共绿地(R04) hm2 ▲ ▲ ▲ 

  2.其他用地 hm2 ▲ - - 
居住户(套)数 户(套) ▲ - - 
居住人数 人 ▲ - - 
户均人口 人/户 ▲ - - 
总建筑面积 万 m 2 ▲ - - 

  1.居住区用地内建筑总面

积 万 m 2 ▲ 100 ▲ 

①住宅建筑面积 万 m 2 ▲ ▲ ▲ 
②公建面积 万 m 2 ▲ ▲ ▲ 

  2.其它建筑面积 万 m 2 △ - - 
住宅平均层数 层 ▲ - - 
高层住宅比率 % △ - - 
中高层住宅比率 % △ - - 
人口毛密度 人/ha ▲ - - 
人口净密度 人/ha △ - - 

住宅建筑套密度(毛) 套/ha ▲ - - 
住宅建筑套密度(净) 套/ha ▲ - - 
住宅建筑面积毛密度 万 m 2/ha ▲ - - 
住宅建筑面积净密度 万 m 2/ha ▲ - - 

居住区建筑面积毛密度(容积

率) 万 m 2/ha ▲   

停车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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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位 辆 ▲   
地面停车率 % ▲   
地面停车位 辆 ▲   

住宅建筑净密度 % ▲ - - 
总建筑密度 % ▲ - - 
绿地率 % ▲ - - 
拆建比 - △ - -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 ▲ - - 

注：▲必要指标；△选用指标。 

【条文说明】 

9.0.1～9.0.2 竖向规划设计应综合利用地形地貌及地质条件，因坡就 

11.0.1 技术经济指标是从量的方面衡量和评价规划质量和综合效益

的重要依据，有现状和规划之分。 

目前居住区的技术经济指标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土地平衡及主要技术

经济指标，但各地现行的技术经济指标的表格不统一，项目有多有少，

有的基本数据不全，有的计算依据没有注明。环境质量方面的指标不

多。因此，本规范要规定统一的列表格式、内容、必要的指标和计算

中采用的标准。 

正文表 11.0.1 为综合技术经济指标表，有必要指标和选用指标之分。

即反映基本数据和习惯上要直接引用的数据为必要指标；习惯上较少

采用的数据或根据规划需要有可能出现的内容列为可选用指标。 

居住区用地包括住宅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也称公建用地）、道

路用地和公共绿地四项，它们之间存有一定的比例关系，主要反映土

地使用的合理性与经济性，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及每人平均用地水平

是必要的基本指标。在规划范围内还包括一些与居住区没有直接配套

关系的其他用地，如外围道路或保留的企事业单位、不能建设的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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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级公建用地、城市干道、自然村等，这些都不能参与用地平衡，

否则无可比性。但“其他用地”在居住区规划中也必定存在（外围道

路），因此它也是一个基本指标，居住区用地加“其他用地”即为居

住区规划总用地。 

反映居住区规模有用地、建筑与人口（户、套）三个方面内容，除用

地外，人口（户、套）、住宅和配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筑面积及其总

量也是基本数据为必要指标。非配套的其他建筑面积是或有或无，因

此，是一个可选用的指标。 

平均层数与住宅建筑密度关系密切，是基本数据，属必要指标，高、

中高层住宅比例也是住宅建设中的控制标准属必要指标；毛密度由于

反映居住区用地中的总指标，反映了在总体上相对的经济合理性，所

以它对开发的经济效益，征地的数量等具有很重要的控制作用。住宅

建筑套密度是一个日渐被人认识、重视的指标，在详细规划的实施阶

段根据户型的比例、标准的要求等去选定住宅类型后，可以通过居住

区用地、住宅用地等基本数据计算；住宅建筑面积净密度是与居住区

的用地条件、建筑气候分区、日照要求、住宅层数等因素对住宅建设

进行控制的指标，是一个实用性强、习惯上也是控制居住区环境质量

的重要指标之一，属必要指标；建筑面积毛密度是每公顷居住区用地

内住宅有公建的建筑面积之和，它可由居住区用地内的总建筑面积推

算出来。由于公建在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还没有进行单体设计而是按

指标估算，因配建的公建与住宅建筑面积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即住宅

是基数，住宅量一确定，配建公建量也相应确定，因而以往宅建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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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毛、净密度、建筑面积毛密度（也称容积率）为常用的基本指标。 

环境质量主要反映在空地率和绿地率等指标上。与住宅环境最密切的

是住宅周围的空地率，习惯上以住宅建筑净密度来反映，即以住宅用

地为单位 1.00，空地率=1-住宅建筑净密度。居住区的空地率习惯上

以建筑毛密度反映，即居住区的空地率：1-建筑（毛）密度。住宅建

筑净密度和建筑毛密度越低其对应的空地率就越高，为环境质量的提

高提供了更多的用地条件。绿地率是反映居住区内可绿化的土地比率，

它为搞好环境设计、提高环境质量创造了物质条件，为此都属必要指

标。 

居住区建筑密度，是居住区内各类建筑的基底总面积与居住区用地面

积的比率（%）。是居住区重要的环境指标，属必要指标。 

由于旧区改建规划范围内一般都有拆迁，因此“拆建比”在一定程度

上可反映开发的经济效益，是旧区改建中的一个必要的指标，在新建

居住区中不作为必要的指标。 

为了可比及数值的一定精度，除户、套和人口数及其对应的密度数值

外，其余数值均采用小数点后两位。 

在居住区规划设计中，如采用的统计口径不准确（如把住宅正常间距

内的小绿地计入公共绿地）或计算口径不统一，则不能如实地反映规

划水平及其经济合理性，也难核实、审评和比较。为此，正文条文是

对各类各项用地范围的划定、面积和相关指标的计算口径作出规定。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5]75 号)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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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定的通知》（建规[2016]50 号）要求，“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控制

性详细规划以及道路、绿地、水等相关专项规划时，要将雨水年径流

总量控制率作为其刚性控制指标”。编制或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时，

应依据海绵城市专项规划中确定的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要求，并

根据《海绵城市建设设计指南》有关要求，结合所在地实际情况，落

实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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