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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公共安全基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51)提出和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城市系统工程

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杭州鲁尔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弘、秦挺鑫、王皖、钟茂华、李瑞奇、张靖岩、朱伟、袁宏永、徐凤娇、朱立新、

王亚飞、付明、张超、周倩、胡辉、杨锋、闪淳昌、范维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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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城市运行系统日益复杂,城市安全发展面临新的态势,需要顺应

新的时代特点对安全城市的内涵进行发展和完善。安全韧性城市成为对安全城市内涵的最新诠释,是
城市安全发展的新范式。

建立安全韧性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韧性进行评价,一方面可以深入了解城市的安全状况,
为推进创建安全韧性城市工作的持续改进提供管理工具和评价依据,有效防止和减少各种安全事故的

发生,实现经济社会的安全发展、转型发展、和谐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评价指标体系的对比分析,找出城

市运行过程中潜在的各种不利因素,及时发现和掌握创建安全韧性城市工作的不足和薄弱环节,识别城

市系统的脆弱性,采取针对性改进措施,强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安全责任,落实安全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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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韧性城市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安全韧性城市评价目的和原则、评价内容和指标、评价方法和打分与计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政府及其相关管理部门、第三方机构开展的安全韧性城市评价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50413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

ISO22300 安全与韧性 术语(Securityandresilience—Vocabulary)

3 术语和定义

ISO2230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安全韧性 safetyresilience
社会系统(城市、社区、组织等)在灾害环境中承受、适应和恢复的能力。

3.2 
安全韧性城市 safetyresilientcity
在灾害环境中能够承受、适应和恢复的城市。

3.3 
安全韧性城市评价 safetyresilientcityevaluation
遵循合理评价原则,依照一定程序,运用科学方法,对安全韧性城市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分析,并

提出改进意见的行为和过程。

3.4 
评价指标 evaluationindicator
反映安全韧性城市建设情况的要素。

3.5 
生命线工程 lifelineengineering
对社会生活、生产有重大影响的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输油等工程系统。

4 评价目的和原则

4.1 评价目的

及时发现城市运行中在安全韧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改进安全韧性管理机制,完善安全韧

性城市体系,提高城市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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