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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榕政办〔2017〕231 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州市海绵城

市建设项目规划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有关单位：

《福州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规划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十五

届政府2017年第2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

织实施。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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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

规划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缓解

城市内涝，削减径流污染，充分利用雨水资源，保护和改善城市

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福州市海

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结

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海绵城市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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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建筑、道路、绿地和水系

等系统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雨水径流，实

现雨水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良性城市发展方式。

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是海绵城市建设的主要途径之一，强调

通过源头控制设施，维持和保护场地自然水文功能，有效缓解不

透水面积增加造成的洪峰流量增加、径流系数增大、面源污染负

荷加重等问题。主要措施包括：控制不透水面积比例，建设雨水

湿地、下沉式绿地、植被缓冲带、屋顶绿化、透水铺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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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本市市区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项目，

以及既有建筑和市政设施项目的整治提升工程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市政府设立福州市海绵城市建设指挥部，统筹全市海

绵城市建设工作。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的牵

头单位，市园林、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是海绵城市设施的维护

主管部门，市住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配合做好海绵城市设施的维

护工作，市发展改革、财政、规划、水利、国土、环保、气象等

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工作。

各区人民政府负责统筹本区域内海绵城市的建设与管理工

作。

第五条 新建项目海绵城市设施必须与主体建设工程同时规

划设计、同时建设、同时交付使用。既有建筑及市政设施项目应

结合环境整治、道路改造、屋顶绿化等工作，按照海绵城市建设

专项规划及试点建设要求逐步实施提升改造。

第六条 建设工程项目的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应根据海绵城市

专项规划、可用绿地空间条件、径流污染严重程度、所在排水分

区雨水系统要求等综合制定，原则上以开发后的场地雨水径流量

和外排水总量不大于当地自然条件下的径流量和外排水总量为标

准。

第二章 立项与规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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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在可行性研究编制阶段应明确

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和措施，并将相关建设费用纳入项目估算。

第八条 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时，应明

确规划区域海绵城市建设的总体控制要求，包括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指标与面源污染控制、峰值径流控制等方面要求，制定低影响

开发雨水系统的实施策略、原则和重点实施区域。同时，将相关

要求纳入“多规合一”与生态保护、城市水系、排水防涝、绿地

系统、道路交通等相关专项规划中。

第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应与城市总体规划、海绵城市专项

规划衔接，并将海绵城市控制指标落实到地块。

第十条 建设工程项目的选址意见书或规划条件、用地规划

许可证、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均应明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海绵城

市建设控制指标。

第十一条 尚未编制海绵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区域，占地

面积在 10公顷以上或周边条件受限的建设工程项目应编制低影

响开发雨水系统规划；占地面积小于 10公顷的项目原则上按照年

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小于 75%的控制标准直接进行低影响开发雨水

工程设计。

第三章 设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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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建设项目应根据专项规划的要求制定地块海绵城

市设计目标，并结合气候、土壤及土地利用等条件，合理组合以

雨水渗透、净化、储存、调节等为主要功能的技术及设施。

设施的规模应根据设计目标，经水文、水力计算得出，有条

件的应通过模型模拟对设计方案进行综合评估，并结合技术经济

分析确定最优方案。

第十三条 在建设工程项目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

设计等设计阶段，设计单位应编制海绵城市设计专篇。设计文件

应包含设施的种类、平面布局、规模、竖向设计与构造，及其与

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的衔接关系等内容。

第十四条 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对建设工程海绵城市技术措施

设计进行审查，对于未达到选址意见书或规划条件中控制指标的

设计文件不予核发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第十五条 各类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设施应满足：

（一）建筑场地径流雨水应通过有组织的汇流与转输，经截

污等预处理后引入绿地内的以雨水渗透、储存、调节等为主要功

能的低影响开发设施。因空间限制等原因不能满足控制目标的建

设项目，雨水径流还可通过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引入城市绿地与广

场内的低影响开发设施。

（二）城市道路径流雨水应通过有组织的汇流与转输，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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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红线内、外绿地内，并通过设置在绿地内的以雨水渗透、储

存、调节等为主要功能的低影响开发设施进行处理。

（三）城市绿地、广场及周边区域径流雨水应通过有组织的

汇流与转输，引入城市绿地内的以雨水渗透、储存、调节等为主

要功能的低影响开发设施，消纳自身及周边区域径流雨水，并衔

接区域内的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水排放系统，提升区域内涝防

治能力。

（四）城市水系应根据其功能定位、水体现状、岸线利用现

状及滨水区现状等，进行合理保护、利用和改造，在满足雨洪行

泄等功能条件下，实现相关规划提出的海绵城市控制目标及指标

要求，并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水排放系统有效衔接。

第十六条 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建设项目招投标、

施工、监理、竣工验收、备案等建设环节加强监管，落实对海绵

城市建设相关指标和建设内容的审查。

第四章 建设管理

第十七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时总结海绵城市试点建设

经验，编制技术导则、标准图集，及时发布海绵城市成品或半成

品的应用目录，推广高效、经济的新型海绵建设技术。

第十八条 建设工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涉及海绵城市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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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重大变更设计或在建设中因特殊原因要调整原设计内容的，

在不降低海绵城市建设目标的前提下，经设计单位重新设计核算

后，由建设工程主体单位按规定程序报原审批部门重新批准。

第十九条 加强施工过程中的日常监管，海绵城市设施所用

的原材料、半成品、构配件、设备等产品进入施工现场时必须按

照相关要求进行现场验收。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主体单位应将海绵城市设施作为工程

竣工验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主体工程内容同步申报验收移交，并

在竣工验收报告中写明海绵城市项目相关落实情况，提交相关备

案机关。

第五章 维护管理

第二十一条 政府投资的公园、城市道路、河道等建设项目

的海绵城市设施维护管理，分别由市园林、城市管理等相应行政

主管部门及区政府确定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维护管理费用列入

专项养护资金，由财政统筹安排。

房屋建筑项目海绵城市设施由市住房行政主管部门与属地

政府共同开展维护监管。公共建筑的海绵城市设施由产权单位负

责维护管理；住宅小区等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海绵城市设施由其物

业管理单位负责维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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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会同园林、城市管理、

住房等部门编制海绵城市设施的维护指导文件。

第二十三条 海绵城市设施移交前，项目建设单位应提供设

施的使用与维护说明，并会同维护管理单位做好设施的交接及管

理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

第二十四条 海绵城市设施维护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维护管

理制度和操作规程，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和相应的监测手段，对管

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加强专业技术培训，并做好雨季来临前和雨季

期间设施的检修和维护管理，保障设施正常、安全运行。

第二十五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牵头建立全市海绵

城市设施监控平台，通过数字化信息技术手段，加强海绵城市设

施的运行监测与绩效评估，并提出布点规划与建设项目监测要求。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建设、规划、设计、施工、监理、施工图审查

等单位违反本办法的，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各县（市）政府参

照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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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 8月1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