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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次就无障碍环境建设制定专门性法律，无障碍环境建设法9月起施行

解决“急难愁盼”事 以法护航无障“爱”
广东建设报记者 刘丽莎

我国出台了一系列行业标准和地方性法规，
并于 2012 年发布了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在
无障碍建设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
问题，比如无障碍环境建设覆盖领域不够全面、
设施建设不够系统、设施之间衔接不够连贯等。
如今，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颁布实施，推动无障
碍环境建设从行政法规上升到法律层面，其意义
重大、影响广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石宏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是关于
无障碍环境建设的专门立法，通过制度设计为上
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石宏指出，无障
碍环境建设法对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全要素、全链
条、全场景作出系统规定，覆盖规划、设计、施
工、验收、使用、维护、管理、监督等全过程，
并区分未来新建和以往既有，统筹考虑地区城乡
差异，推动社会各方面共同发力，促进无障碍环
境建设高质量发展。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在保障重点人群的同时，
还强调全民受益，具有一定普惠性。据石宏介
绍，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定位明确，保障重点突
出，围绕残疾人事业发展需要，适应人口老龄化
的趋势，明确无障碍环境建设重点保障残疾人、
老年人。与此同时，该法还强化无障碍环境建设
的基础性、通用性、普惠性，明确残疾人、老年
人之外的其他人有无障碍需求的，可以享受无障
碍环境便利，让无障碍环境建设成果惠及全体社
会成员。

易兰 （北京） 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无障碍设计中心主任张屹，是一位坐轮椅的
建筑师。他在一场主题为 《无障碍环境离我们多
远》 的沙龙直播中表示：“在现实生活中，只要有
需求，就可以用无障碍设施，正常人和残疾人在
使用无障碍设施之间并没有鸿沟。”在张屹看来，
无障碍不只是残疾人的无障碍，而是所有人的无
障碍。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是建设无障碍环境的基
本保证，目标是消除环境中的障碍，但其最终目
标是消除“无障碍”概念。

全民受益

让“无碍”更“有爱”

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改善老年人居住
条件、解决“老人下楼难”问题的重要手段。近年
来，城镇居民对老旧小区既有住宅 （步梯房） 加装
电梯的呼声很高，但各地在实施该工作时却面临不
小的难度，主要原因在于住户之间难达成共识和资
金筹措困难。

对此，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从国家鼓励、政府支
持、居民配合三个方面作出相关规定，明确国家支
持城镇老旧小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或者其他无
障碍设施，为残疾人、老年人提供便利。同时，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创造

条件，并发挥社区基层组织作用，推动既有多层住
宅加装电梯或者其他无障碍设施。此外还明确，房
屋所有权人应当加强沟通协商，依法配合既有多层
住宅加装电梯或者其他无障碍设施。

在资金筹措方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
司副司长刘李峰表示，地方各级财政根据情况适当
支持一部分，包括中央补助资金，可以给予一些补
贴。另外还完善了一些支持政策，包括加装电梯可
以提取公积金、提取住宅专项维修基金以及申请专
门的低息贷款等，以此缓解老百姓的筹资难度。

据了解，2018 年至 2022 年，我国累计加装电梯
8.2 万部，截至 7 月底，今年已完成加装 1.8 万部。
在做好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同时，也将从
源头控制加装电梯需求增量。刘李峰表示，目前正
在组织编制住宅项目规范，将对“7 层及以上须设
置电梯”标准修改为“入户层为 2 层及以上应设置
电梯”，减少后期再加装电梯的需要。

多措并举

破解“老人下楼难”问题

无论是新城规划建设，还是城市更
新改造，“无障碍设计”越发成为城市
建设的重点，“无障碍需求”也得到越
来越多关注。根据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无障碍设施建设”章节内容，新建、
改建、扩建公共建筑、公共场所、交通
运输设施以及居住区的公共服务设施，
包括人行天桥和人行地下通道等，应当
按照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配套建
设无障碍设施；既有的上述建筑、场所
和设施不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
的，应当进行必要的改造。

在具体落实方面，无障碍设施应当
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
施工、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并与
周边的无障碍设施有效衔接、实现贯
通。同时，应当设置符合标准的无障碍
标识，并纳入周边环境或者建筑物内部
的引导标识系统。此外，国家鼓励工程
建设、设计、施工等单位采用先进的理
念和技术，建设人性化、系统化、智能
化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的无障碍设施。

值得注意的是，未按照法律、法规
和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开展无障碍
设施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工程，住房

和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不予办理竣工验
收备案手续。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还提出“无障碍
环境建设应当与适老化改造相结合”，
并遵循安全便利、实用易行、广泛受益
的原则。针对住建领域如何推进适老化
改造，刘李峰表示，下一步要使城市建
设更加适应老年人的需求。在城市层
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继续和残联一
起组织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
（县） 的工作，通过典型示范，让各地
更加关注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
工作。在社区层面，继续结合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和完整社区建设等工作，建设
一些老年人需要的休闲健身场所和绿地
公园等。在住房方面，针对老年人易摔
倒问题，编制 《城市居家适老化改造指
导手册》，加快改造威胁老年人健康的
风险点，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

刘李峰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
继 续 加 大 无 障 碍 设 施 建 设 和 改 造 力
度，完善配套政策法规，抓好相关标
准规范的实施监督及加大执法力度，
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全面有效贯彻
实施。

法治护航

“无障碍”携手“适老化”

自 2016 年 《广东省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
规定》 出台，广东各地积极将无障碍环境建
设发展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
及城乡规划，推动广东无障碍环境建设驶入
快车道。

早在 10 年前，广州已被列为首批全国无
障碍设施建设示范城 （区） 创建城市。那
时，广州提出在天河公园建立全国首个无障
碍“爱心公园”，公园内的指示牌均标有盲
文，同时实现盲人语音引导系统全覆盖，通
过遥控器或手机 APP 就能“听”风景。之
后，广州推出无障碍电子地图，推进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采用公益诉讼方式对无障
碍环境问题进行督办。

今年 6 月，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
《广州市无障碍环境建设发展规划 （2021—
2035）》，持续推进广州无障碍设施互联互通
一体化、智能化、适老适幼化建设和改造，
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无障碍出行，到 2025 年，
广州进一步巩固全国无障碍环境示范市地
位，成为全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标杆城市。同
时根据 《广州市残疾预防行动计划 （2022—
2025 年）》，到 2025 年，广州公共建筑无障碍
设施建设率将达100%。

深圳作为全国最早开展无障碍建设的城
市之一，于 2009 年颁布实施 《深圳市无障碍
环境建设条例》，在全国制定无障碍相关法规
政策方面起到先行先试的作用。2018 年，深

圳出台 《深圳市创建无障碍城市行动方案》，
提出创建全国首个全面无障碍城市。2019
年 ， 发 布 《深 圳 市 无 障 碍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2020-2035 年）》，提出对新建住宅、小区、
福利机构等各类建筑进行无障碍验收，逐步
推进无障碍一票否决制。后续又推出 《深圳
经济特区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以及 《无障
碍设计标准》《深圳市无障碍城市专项规划》
等政策文件，搭建起一套无障碍城市建设体
系。今年 7 月，深圳无障碍电子地图发布，打
通公交、地铁、出租等公共交通资源，实现
个性化规划无障碍路线、室内无障碍导航功
能。

值得一提的是，福田区是深圳市无障碍
城市建设的典型案例，其通过系统化和精细
化布局，建设了连续盲道、零高差路口、过
街盲道钟、智慧灯杆等设施，成为全国首个
零高差中心区。

珠 海 近 年 来 也 积 极 推 进 无 障 碍 环 境 建
设。2019 年，珠海高速公路服务区、长途汽
车站、民用机场、城际铁路等交通场站的无
障碍设施设置率已达 100%。为进一步规范无
障碍设施的设计、施工和管养环节，2022 年
珠海颁布了 《珠海经济特区无障碍城市建设
条例》，是全国第二个出台相关条例的城市。
今年，珠海在 《政府工作报告》 中首次将

“推进无障碍城市建设”纳入工作计划，进一
步推动珠海打开无障碍城市建设新局面。

领先样板

广东跑出建设“加速度”

贴墙式电梯可以减少占地面
积，电梯外墙贴上了瓷砖，与居
民楼融为一体。刘丽莎 摄

无障碍停车位。网络图片

连廊式电梯。张海涛 摄

广州市越秀区师好巷社区大部分居民楼已加装电梯。 张海涛 摄

广州市五羊邨地铁口附近的人行天桥已安装便民电
梯。刘丽莎 摄

越秀区老龄人口众多，持续推进老旧
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张海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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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婴儿车上天桥，既辛苦又不安
全；老人住在老旧小区高层，每天
爬楼梯总喊膝盖疼……市民生活中
遇到的这些问题，如今在解决层面
有了法律依据。

9月 1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
式施行，这是我国首次就无障碍环
境建设制定专门性法律。无障碍环
境建设立法过程中，通过深入基层
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保障残疾人和老年人平等、充
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
促进社会全体人员共享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