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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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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进一步深化城市有机更新，加快改善市民群众居住条件，保

障居住安全，完善功能配套，提升社区品质，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根据《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结合本

市实际，进一步规范旧住房拆除重建项目建设，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以拆除重建方式，对本市以不成套为主的公有旧

住房以及与公有旧住房同属更新范围的私有房屋实施的更新活动。

旧住房拆除重建项目设计除应符合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本市

相关法律法规及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1.0.3 拆除重建项目是指将建筑结构差、年久失修、功能不全、存在

安全隐患且无修缮价值的旧住房予以拆除和重新规划建设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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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0.1 拆除重建项目实施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以构建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为目标，完善生产、生活的配套服

务，促进城市功能融合，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2、统筹小区和周边区域的资源配置，通过区域资源整合、社区

布局优化，完善项目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3、建筑间距、退让、密度、面宽、绿地率、交通、市政配套应

当按照环境改善和整体功能提升的要求，因地制宜、合理设

置；

4、以居住功能完善为出发点，突出“小居室、大功能”的设计

要求，通过居住空间的合理划分，实现实用性和经济性的有

机统一。

2.0.2 拆除重建项目应根据区域更新要求和公众意愿，以项目所在地

块为核心划定城市更新单元，并符合城市更新相关规划政策。

2.0.3 拆除重建项目鼓励区域平衡统筹资金、配置土地资源、提升整

体环境、共享公共服务设施。

2.0.4 拆除重建项目在土地容积率有余量且新增房源单独成栋的，其

设计标准鼓励参照本市保障性住房有关设计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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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拆除重建项目应统筹供水、排水、供气、电力、通信等相关部

门的改造内容，提升工程综合水平。

2.0.6 拆除重建项目应按照规划条件和消防、环保、卫生、民防等其

他相关技术标准，编制规划设计方案，方案中应明确实施范围以及

建筑和环境提升设计的相关技术指标。

2.0.7 拆除重建项目实施中可根据规划技术要求，改善社区环境面

貌，完善无障碍设施、健身设施、室外活动场地，有条件的还可增

加居住小区停车场（库）、物业管理用房、党群服务中心、社区综

合服务站、养老托幼服务、助餐点等公共服务设施，进一步提高社

区品质和活力。

2.0.8 拆除重建项目实施中应鼓励采用绿色、低碳、智能技术，推动

节能环保高标准实施。

2.0.9 拆除重建项目的操作程序按基本建设程序实施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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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设计

3.1 规划总体

3.1.1 拆除重建项目应注重土地集约利用及存量管理，挖掘盘整资

源，充分利用地上、地下空间，优化用地布局。

3.1.2 拆除重建项目的规划设计应当按照规划导向，明确区域功能优

化、公共设施和道路交通完善、居住品质提升、小区环境改善、基

础设施完善的目标和要求。

3.1.3 拆除重建项目在遵循国家有关强制性规范、标准的前提下，可

适当放宽建筑密度、容积率等技术指标。容积率指标原则上应在符

合日照、间距、退界等有关要求的前提下尽量满足地块内原有住户

安置需求，有条件的可适当增加建筑容量。

3.1.4 拆除重建项目的建筑间距，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拆除重建项目范围内建筑与范围外建筑之间的建筑间距，应

当符合《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以下简称《技术

规定》）的要求，不影响周边小区或周边民用建筑；

2 拆除重建项目范围内多层居住建筑之间的建筑间距，应符合

《技术规定》的相关规定。如确有困难，不应小于原有倍数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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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底层改为商业服务网点的，计算建筑间距时可以将商业

服务网点高度扣除；

4 拆除重建项目范围内的高多层、高层居住建筑之间的建筑间

距，应当符合《技术规定》的相关规定。如确有困难，应满

足《技术规定》确定的日照要求和高多层、高层居住建筑最

小间距要求；

5 建筑间距应符合防火间距等标准要求，并符合安全、卫生、

环保、工程管线和建筑保护等方面的要求。

3.1.5 拆除重建项目的建筑退让，应按照《技术规定》中有关建筑退

让的规定执行。拆除重建前的退让距离不符合《技术规定》的，拆

除重建时不得再减小原退让距离，同时应保证与界外建筑的间距符

合要求。

3.1.6 拆除重建项目在符合间距、退让和日照等要求的前提下可在现

行控详规高度分区范围内适当调整。受现状条件限制确有困难的，

应由主管部门组织专项咨询论证或专项咨询评估。

3.1.7 拆除重建项目规划设计宜满足居住区空间品质在朝向、通风、

采光、道路、景观等方面的均好性、普惠性和共享性。

3.2 室外环境

3.2.1 拆除重建项目配建绿地面积不得低于现状绿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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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绿化宜选择本地植栽，充分挖掘潜力，结合建筑、公共广场空

间发展垂直绿化、屋顶绿化等，多层次丰富立体绿化景观。

3.2.3 景观设计应综合考虑适用、经济、美观、耐久，注重景观和空

间的完整性，处理好建筑、道路、广场、院落、绿地和建筑小品之

间及其与人的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

3.2.4 非机动车道路、地面停车场和其他硬质铺地宜采用透水铺装。

3.2.5 室外公共活动场地、健身器械设施等场地设计宜满足全龄化设

计要求。

3.3 交通及停车

3.3.1 拆除重建项目出入口宜利用小区原有出入口，道路系统应充分

考虑原有道路特点；拆除重建项目内部的小区路路面宽度不宜小于

6m；组团路路面宽度不宜小于 5.0m，单车道的组团路路面宽度不

应小于 4m；宅间小路路面宽度不应小于 2.5m，宜为 3m。

3.3.2 拆除重建项目配建停车库（场）的设计，应使小区出入口、主

体建筑主要人流出口、停车库（场）出入口以及内部道路之间的交

通关系合理通畅。

3.3.3 拆除重建项目机动车停车位原则上不得低于原有配置，并应符

合下列要求：

1 产权住户住房配置机动车停车位标准可参照上海市《建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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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标准》DG/TJ 08-7 中经济适

用房的标准执行；

2 非产权住户住房配置机动车停车位标准可参照上海市《建筑

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标准》DG/TJ 08-7 中公共

租赁房（成套小户型住宅）的标准执行；

3 受建设条件限制无法按照标准配置停车位的，应综合考虑居

民实际需求、户型比例、户均面积以及所处区域的道路交通、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等因素，形成专项方案，合理确定配置机

动车停车位规模。

3.3.4 拆除重建项目非机动车停车位原则上不得低于原有配置，并应

符合下列要求：

1 非机动车停车位指标宜满足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城市

居住区和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标准》DG/TJ 08-55 的规

定；

2 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标准可参考《上海市既有住宅小区

新增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导则》的相关规定执行。

3.3.5 拆除重建项目配建停车位应预留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原则

上预留充电设施、管线桥架、电表箱等的安装位置及用地。充电桩

负荷计算可参照新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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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人防建设

3.4.1 拆除重建项目有条件的应配建民防工程，民防工程应按甲类、

战时用途为二等人员掩蔽部建设。

3.4.2 拆除重建项目涉及拆除地块内原有民防工程的，应根据《上海

市民防工程建设和使用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办理拆除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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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拆除重建项目设计标准应与上海的地域条件、经济水平和现代

城市居住水平相适应，符合原住户生活习惯，并满足安全、适用、

卫生等生活起居的基本要求。

4.1.2 拆除重建后的住房应独立成套，除有约定外，不得减少原住户

房屋居住面积。

4.1.3 套型设计应综合考虑住宅实用功能和空间组合，户型应“小套

型、功能全、精细化”，并注重居住空间灵活多变，以提高空间形

态的适应性。

4.1.4 鼓励户型设计创新，鼓励按照“节能、节地、节水、节材、环

保”的要求，推广应用新型可再生材料。

4.2 室内公共区域

4.2.1 拆除重建项目住宅公共部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楼梯的梯段净宽，低层、多层住宅不应小于 1.00m，中高层、

高层住宅不应小于 1.10m；

2 楼梯平台净深不应小于楼梯的梯段净宽，且不应小于 1.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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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楼梯开间为 2.40m 时，其平台净深不应小于 1.30m；

3 住宅安全出口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设计规

范》GB 50016 和《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 的相关规定；

4 防烟楼梯间、独立前室、共用前室、合用前室及消防电梯前

室等需要设置防排烟设施的部位，其设计宜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 和上海市工程建

设规范《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 08-88 的相关规定；

5 当每单元设置不少于 2 个安全出口时，2 个安全出口应能通

过公共区域进行自由转换，且楼层任一点应可通至所有安全

出口。

4.2.2 拆除重建项目住宅电梯、电梯厅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住宅单元门厅、电梯厅净高不宜小于 2.40m，局部净高不应

小于 2.20m；

2 多层及以上住宅电梯部数和设置要求应符合现行上海市工程

建设规范《住宅设计标准》DGJ 08-20 的规定；

3 建筑高度大于 33m 的住宅应设置消防电梯，并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相关规定；

4 设置电梯的住宅每单元应设置至少 1 台无障碍电梯，每层均

可直达户门。

4.2.3 拆除重建项目住宅公共部位走廊，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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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走廊净宽不应小于 1.20m，净高不应低于 2.20m，局部净高不

应低于 2.00m；

2 住宅公共部位敞开外廊应采取防雨雪、防滑、排水和安全措

施；

3 设置无障碍出入口及无障碍电梯时，入口至电梯、电梯至户

门之间的通道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

通用规范》GB 55019 的相关规定。

4.2.4 拆除重建项目住宅公共部位管道井，不应设置垃圾管道井，除

可燃气体管道井外的其他管道井，可设在前室、合用前室内。

4.2.5 拆除重建项目住宅出入口，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有电梯的住宅出入口应设置无障碍坡道；

2 未设置电梯的低层住宅宜考虑设置残疾人坡道或采取无障碍

提升设备解决室内外高差问题；

3 住宅出入口处应有防雨措施，并应设置信报箱、信报间或信

报柜，投入口应设在门禁区域以外。

4.2.6 拆除重建项目附建公共用房，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附建公共用房（裙房）等不应布置有噪声及有废气污染的商

业性设施；

2 附建公共用房（裙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GB 5001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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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应统一设置安装空调室外设备的座板，并不得放置在阳台内。

4.3 套型设计

Ⅰ 基本要求

4.3.1 住房套型依据原住户套型结构及居住空间分配情况进行设计

及分配，各户型居室使用面积不小于原使用面积。

4.3.2 住房应按套型设计，功能分区应明确合理，洁污分离、动静分

离，合理安排各空间的序列，减少交通面积，组织好公共空间和私

密空间的关系，避免相邻住户的视线干扰。

4.3.3 套型内各居室空间的尺度，宜根据空间的功能特性、居住功能

所需的基本家具配置及与家具关联的使用空间尺度等因素来确定。

家具关联空间尺度由家具或设备占用的空间、人体尺度或人体操作

所需的功能活动空间所组成。家具关联空间尺度应符合人体工程学

要求。

4.3.4 套内空间配置提倡功能空间的复合利用，提高使用面积系数。

1 复合相关功能空间，缩减独立空间数量，可控制套型面宽，

扩大空间感，避免空间划分过小。可将书房、起居室和卧室

功能空间复合，餐厅和厨房空间复合；

2 过道交通空间和餐厅功能空间复合，设置过道厅。过道和盥

洗的操作空间重叠利用，节约套内使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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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入户过道净宽不宜小于 1.20m；通往卧室、起居室的过道净宽

不应小于 1.00m；通往厨房、卫生间、贮藏室的过道净宽不应小于

0.90m。

4.3.6住房层高宜为 2.80m，卧室、起居室的室内净高不宜低于 2.50m。

局部净高不应低于 2.20m，且其面积不应大于室内使用面积的 1/3，

厨房、卫生间的室内净高不应低于 2.20m。

II 卧室、起居室（厅）

4.3.7 卧室功能布局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卧室应提供住户睡眠、休息、贮藏基本居住空间；

2 卧室最低使用的面积应满足基本居住需求的家具配置及关联

空间尺度；

3 卧室应有机组合各组家具关联空间，复合利用各组家具的使

用空间，降低纯交通空间，保证空间利用紧凑合理，提高空

间利用的经济性；

4 为充分利用贮存空间上空，同时使卧室空间较完整，卧室宜

设嵌墙壁柜；

5 卧室空间应综合分析和确定适宜的面宽、进深和使用面积，

同时满足使用的基本舒适性，充分发挥空间实效。单人卧室

轴线宽度不宜小于 2.40m，使用面积控制在 6～8m2。双人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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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轴线宽度不宜小于 3.30m，使用面积控制在 10～12m2。

4.3.8 起居室（厅）功能空间尺度及最低使用面积标准应满足基本起

居、就餐需求，并应尽量减少直接开向起居室的门的数量。

4.3.9 在受条件限制时卧室和起居功能空间可复合并应符合下列条

件：

1 在卧室中应增加沙发、茶几、电视柜等家具关联空间；

2 空间尺度应兼顾卧室和起居双重需求，且至少一侧的墙面直

线长度不应小于 3m。

III 厨房

4.3.10 应按户配置独用厨房，并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1 厨房应预留设置燃气灶、水斗、热水器的位置；

2 当使用燃气时，厨房必须封闭；当采用过道式厨房即厨房与

户内过道空间合一时，必须与卧室、卫生间等其余独立功能

空间采用隔墙和门隔离；

3 厨房应优先采用自然通风；当厨房通过公共走道或楼梯间间

接对外时，应确保公共走道或楼梯间的对外有效常开面积，

可设花格或百叶窗，使厨房通风方式满足自然通风要求；

4 厨房宜设置垂直排烟道；若条件限制可采用水平烟道将厨房

脱排油烟机、热水器废气直接排放至室外，不影响其他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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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卫生安全及正常使用需求。

4.3.11 厨房的功能布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厨房内设备、设施、管线应按使用功能、操作流程整体设计。

宜配置洗涤池、灶台、操作台、吊柜，并应预留脱排油烟机、

热水器等设施的位置。操作面的净长不宜小于 2.10m；

2 厨房使用面积不小于 3.5m2；

3 单排布置设备的厨房净宽不宜小于 1.50m，双排布置设备的

厨房净宽不宜小于 2.10m；

4 厨房内设备、设施及管线应进行综合整体设计，管线应集中

隐蔽，垂直管设在墙角，水平横管设在低柜与墙角之间。

IV 卫生间

4.3.12 应按户配置独用卫生间，并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1 卫生间应敷设上下水管，设置地漏，并预留坐厕、淋浴位置；

2 卫生间宜采用自然通风、直接采光，无自然通风窗口的卫生

间宜预留通风换气管道位置；

3 卫生间不应直接布置在下层住户的卧室、起居室、厨房和餐

厅的上层；

4 卫生间内设备、设施及管线应整体设计。

4.3.13 卫生间的功能布局应符合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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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卫生间应保证为满足沐浴、用厕、盥洗所需基本功能空间，

对于无阳台套型考虑洗衣机位置的预留；

2 卫生间使用面积（包括干、湿两个区域）不应小于 2.2m2；

3 卫生间设备布置应紧凑、适用，根据卫生间内人体活动与卫

生设备组合的基本尺度因素，结合洁具布置方式、门窗位置，

确定卫生间的空间尺度；

4 布置便器的卫生间的门不应直接开向厨房，确有困难时，可

将盥洗盆移至前室作为干区；

5 有无障碍设计要求的住房，卫生间应设置无障碍扶手等设施，

其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 以

及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无障碍设施设计标准》DGJ 08-103

的相关规定。

V 阳台

4.3.14 阳台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1 应有组织排水，且应与屋面排水分开设置。屋面雨水管不得

设置在封闭阳台内；

2 工作阳台宜预留洗衣机、污洗池、热水器等设施设置的位置；

3 燃气管、避雷装置等垂直管线，当安装在室外临近阳台或窗

的部位时，应有防攀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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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5 阳台净深不应小于 1.00m。住宅外墙面凹口净宽不宜小于

1.80m，且深度与开口宽度之比宜小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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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设计

5.0.1 拆除重建项目在前期应进行现场踏勘，并委托有资质的检测单

位进行地基基础检测，当地质勘察资料缺失或不足时，应进行补充

勘察，并查清相邻建构筑物和地下管线的情况。拆除重建项目地质

勘察资料应满足新建项目地基基础设计要求和现行规范、标准要求。

5.0.2 拆除重建项目结构设计应按照新建建筑的要求实施。

6 室内环境

6.0.1 拆除重建项目装修装饰材料的选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 50325 和《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的规定。

6.0.2 声环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环境噪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

的相关规定；

2 建筑外墙的空气计权隔声量应≥45db。分户墙及楼板的空气

计权隔声量应≥40db；

3 居住空间的外窗，其空气计权隔声量应≥30db。面临走道的

户门，其空气计权隔声量应≥25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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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梯井道不应紧邻卧室，紧邻起居室或其他居住空间时应采

取隔声措施。

6.0.3 建筑和围护结构的热工节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符合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GJ

08-205 的相关规定；

2 外围护结构的节能构造采用外墙外保温、内保温或内外组合

保温时，其保温构造的防火构造设计和材料的燃烧性能应符

合相关规范的要求；

3 综合考虑节能和日照、采光、通风等要求，保证围护结构的

保温隔热性能；

4 当设置建筑外窗外遮阳装置时，应满足国家和上海市现行有

关标准要求。

6.0.4 室内空气污染物的活度和浓度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相关标

准要求。

6.0.5 采光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卧室应有直接天然采光，起居室（厅）、厨房宜直接采光；

2 当卧室、起居室（厅）直接采光时，其采光窗洞口的窗地面

积比不宜低于 1/7。

6.0.6 通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卧室、起居室（厅）应有自然通风，厨房宜自然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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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层住宅卧室、起居室的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地板

面积的 1/15，中高层、高层住宅卧室、起居室的通风开口面

积不应小于该房间地板面积的 1/20；

3 厨房的直接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得小于 0.6m²，当厨房外设

置阳台时，阳台的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厨房和阳台地

板面积总和的 1/10，并不得小于 0.6m；

4 明卫生间的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地板面积的 1/20。

7 设备设计

7.1 给排水

7.1.1 拆除重建项目如纳入既有小区“二次供水”改造实施范围，可

参照“二次供水”改造相关政策和要求执行。

7.1.2 拆除重建项目给水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建筑内功能的划分和当地供水部门的水量计费分类等

因素，设置相应的生活给水系统，并应利用城镇给水管网的

水压；

2 二次加压给水的水泵房和水池（箱）间应为独立的房间，并

应环境良好、便于维修和管理，不应毗邻客房和需要安静的

房间或在其上层或下层；水泵房及设备应采取消声和减振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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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高层建筑的加压给水泵出水管应采取消除水锤措施；

3 消防给水及设施配置应符合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住宅

设计标准》DGJ 08-20 的规定，且户内生活给水管道上应设

轻便消防龙头。

7.1.3 拆除重建项目排水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雨水和污水管道不应混接；

2 如果拆除重建后的排水总量、排放口数量和排放的主要污染

物及其浓度发生变化，应向当地排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3 拆除重建项目的雨水系统应按照当地雨水排水系统专业规划

的要求，结合地区改建、道路建设等更新原有雨水排水系统。

7.2 燃气

7.2.1 拆除重建项目应按照住宅建筑相关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进行

燃气设计。

7.2.2 厨房排油烟系统应独立设置，其室外排风口不应设置于建筑外

立面上。

7.2.3 拆除重建项目家用燃气热水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燃气热水器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非居住房间、过道或阳台

内；

2 有外墙的卫生间内，可安装密闭式热水器，但不得安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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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热水器；

3 装有半密闭式热水器的房间，房间门或墙的下部应设有效截

面积不小于 0.02m 的格栅，或在门与地面之间留有不小于

30mm 的间隙，房间净高宜大于 2.4m；

4 可燃或难燃烧的墙壁和地板上安装热水器时，应采取有效的

防火隔热措施；

5 热水器的给排气筒宜采用金属管道连接。

7.2.4 如拆除重建项目加建燃气设施设备的，应符合《城镇燃气工程

设计规范》GB 50028 要求，涉及到住宅表前地上燃气管道改造工程

的应符合《上海市居民住宅表前地上燃气管道改造工程技术导则（试

行）》要求。

7.3 电气

7.3.1 拆除重建项目应按照住宅建筑相关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进行

电气设计。

7.3.2 供配电规划设计方案，按安全、可靠、经济合理、运行灵活、

便于管理等原则综合确定。变配电设施应设置在负荷中心，缩短供

电半径，提高供电质量，满足客户用电需求。

7.3.3 拆除重建项目应当按户设置计量电表，每户的配电标准不应低

于 8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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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智能化

7.4.1 拆除重建项目应按照住宅建筑相关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进行

智能化设计。

7.4.2 应合理配置智能化管理设施。包括智能车辆及人员管理系统、

公共区域智能监控、智能表计收费管理系统、社区公共信息平台等。

7.4.3 应做好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设，技防系统建设应按照《住宅小

区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DB 31/294 要求配置技防设施。

8 市政配套

8.0.1 有条件的应按照《城市居住地区和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标

准》DGJ 08-55 配置公共服务设施。

8.0.2 给水泵站、燃气调压站、小型垃圾压缩站等市政设施可根据实

际需求情况设置，如地块内布置确有困难，可结合周边地块综合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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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和其他规定执行的写法

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要求（或规定）”。



25

引用政策法规和标准名录

1 《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土地使用建筑管理）》（市府

令第 52 号）

2 《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沪府发〔2015〕20 号）

3 《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土地实施细则》（沪规土资详〔2017〕693

号）

4 《上海市旧住房综合改造管理办法》（沪房规范〔2020〕2 号）

5 《上海市旧住房拆除重建项目实施管理办法》（沪房规范〔2018〕

1 号）

6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住宅修缮工程项目流程管理的通知》（沪

住修缮〔2015〕1 号）

7 《关于旧住房拆除重建试点项目建设管理审批的指导意见》（沪

房管修〔2015〕231 号）

8 《上海市绿化行政许可审核若干规定》（沪绿容规〔2018﹞6号）

9 《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

10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11 《建筑模数协调标准》GB/T 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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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城镇燃气工程设计规范》GB 50028

13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

14 《住宅设计标准》DGJ 08-20

15 《保障性住房设计标准》（共有产权保障性住房和征收安置房分

册）DG/TJ 08-2291

16 《城市居住地区和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标准》DGJ 08-55

17 《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标准》DG/TJ 08-7

18 《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标准》DG/TJ 08-88

19 《住宅小区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DB 31/294

20 《三类旧住房综合改造项目技术导则》

21 《住宅成套改造设计技术要求（试行）》

22 《上海市保障性住房设计导则（经适用住房篇）（试行）》

23 《上海市保障性住房（大型居住社区）配套建设管理导则（基地

内市政公建配套）》（2019 年修订版）

24 《上海市居民住宅表前地上燃气管道改造工程技术导则（试行）》

25 《上海市既有住宅小区新增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导则》（沪

推进办〔2019﹞5 号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