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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特殊群体需求待满足

“上了年纪， 腿脚不利索，
要是能有电梯就好了。” 今年80
岁的杨阿姨住在位于马家堡的一
栋6层楼房中。 “我是2003年搬
到这里的， 住在3楼。” 杨阿姨介
绍， 搬到楼房住时她不到70岁，
上下楼不吃力。 但是随着年纪增
长， 现在即便是上3层楼， 也需
要走走停停才能完成。

据了解 ， 2010年 ， 市住建
委、 市规划委、 市质监局和市公
安局消防局四部门联合发布 《关
于北京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
的若干指导意见》， 允许旧楼加
装电梯 ， 以满足老 、 弱 、 病 、
残、 孕等住户群体对楼宇垂直交
通的便利性需求。

去年， 本市首部由居民自发
出资筹建的 “座椅式” 电梯， 在
东城区东花市北里小区安装。 这
部由5户居民自筹16万元的电梯，
可载重137公斤。 “老旧楼能安
装这样的电梯 ， 确实不容易 。”
调查中， 不少市民对本市首部由
居民自发出资筹建的 “座椅式”
电梯拍手称赞。

同时， 也有人表示， 电梯的
后续管理和维护问题也需要跟
上。 根据2010年出台的 《关于北
京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的若
干指导意见》， 已建成投入使用，
且未设电梯的城镇多层住宅， 符
合本意见条件的， 可申请增设电
梯。

申请增设电梯， 须经具有相
应资质的单位提出安全性、 适用
性、 经济性意见。 本市既有多层
住宅增设电梯工作， 遵循业主自
愿、 利益协调、 安全可靠、 政策
支持的原则， 资金以自筹为主、
社会其他资金为辅。 住宅增设电
梯 ， 应当经用地权属单位同意
后， 由本楼业主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 》 的规定共同决
定。 同时， 应征得因增设电梯后
受到采光、 通风和噪声直接影响
的本单元业主的同意。

值得注意的是， 《意见》 中
提到， 同意增设电梯的业主应当
达成以下方案： 增设电梯工程费
用筹集方案； 电梯运行维修费用
(电费 、 维修保养费 、 更新费 、
管理费) 分担方案； 电梯运行维
护保养委托方案。

而对于管理和维护 ， 《意
见》 提到， 业主可以共同决定委
托物业服务企业对电梯进行运行
管理， 并由物业服务企业与有资
质的电梯安装、 改造、 维修单位
签订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合同， 对
电梯进行日常维护保养。 业主也
可以共同决定直接委托有资质的
电梯安装、 改造、 维修单位对电

梯进行运行管理和日常维护保
养。

“不仅是这种座椅式电梯，
对于老旧楼房加装的不管是外挂
厢式电梯 ， 还是楼道内代步电
梯， 都需要专人的管理和维护。”
市民王启瑞表示 , “电梯属于特
种设备 ， 需要更为专业化的管
理。”

调研：
加装电梯遭遇多重困难

老旧楼房加装电梯这个问
题， 也得到了北京市政协委员们
的关注 。 岳鸿声委员在提交的
《关于应高度重视无电梯经适房
和老旧楼房改建工程改善老龄人
口居住和出行状况的提案》 中表
示， 养老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社
会问题、 民生问题， 如何在城市
建设和发展中预见并妥善解决这

个问题， 应摆在政府工作的重要
位置。

委员们调查发现， 在城区住
宅中， 一些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
建造的五、 六层楼住宅均无电梯
配置。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很多
在2003年以前建成的六层住宅 ，
均未设电梯， 这让生活在其中的
居民尤其是老年人、 病人出行十
分不便。

随着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和
老人的不断增多， 居民对便捷垂
直的交通工具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这个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
一些住户强烈要求加装电梯。 北
京市于2010年出台 《关于北京市
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的若干指
导意见》， 但是本市五、 六层住
宅楼成功加装电梯的个案却屈指
可数。

至于为何难推广， 岳鸿声在
提案中提到， 首先面临的困难就
是资金难筹。 根据上海市的试点

经验 ， 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水
平， 加装老旧楼外挂电梯每户居
民大约需要摊销 7000元成本费
用， 这对大多数靠养老金维持生
活的老人确实有一定的支付困
难。

其次是产权分散。 由于城市
拆迁、 改造、 共建、 房产交易等
多种人口迁移因素， 大多数老旧
楼和经适房小区入住人产权关系
复杂、 分散， 给统一装修改造带
来了障碍。 而且， 诉求不一。 限
于业主年龄结构、 收入水平、 健
康状况等差异因素， 在须自行支
付较高费用的前提下， 采取一刀
切式的改造方法很难统一业主诉
求， 也不符合普遍的市场需求和
群众意愿。

再有就是需要改建的楼宇数
量巨大。 按目前可预见楼宇改造
数量和需求统计， 仅城六区所需
电梯一项大约就要几万甚至十几
万部。 技术支持和专项服务也
是短板 。 老旧楼宇外挂电梯 ，
不仅需要电梯 、 电力等设备条
件， 还需要后期维修、 服务和老
旧楼耐受力等配套技术条件， 既
要急民所需又不能留下安全隐
患。

行动：
政府出资破解加装难题

截至2015年10月底， 本市共
有电梯19.2万台。 是世界上电梯
拥有量第二大城市。

据了解， 今年， 本市将继续
开展老旧住宅电梯安全评估预
警， 并组建电梯应急救援队伍 ，

推进电梯应急处置平台建设。 同
时， 将尝试引入社会资本及采用
金融租赁等创新手段， 解决老旧
住宅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增设电
梯的资金难题。

今年将率先在东城、 西城、
朝阳、 海淀、 丰台和石景山城六
区， 各选一栋6层以下没有电梯
的老旧住宅楼 （一栋楼或有多个
单元）， 由政府出资为其加装电
梯， 解决老旧小区的电梯难题。

“年初， 本市提出对城六区
老旧楼加装电梯， 将选取老旧小
区的100个单元楼门试点， 目前
相关工作的财政资金已经拨付到
各区， 力争年底完工 。 这显然
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工程 。” 马
荣才委员近年来也非常关注这项
工作， 他认为， 为老旧居民楼加
装电梯也是一项进一步贯彻 《北
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 的民生
工程， 小小电梯就可以解决老年
人和行动不便人群的上下楼问
题。

“有了这100个试点 ， 就应
该趁热打铁， 制定向全市铺开的
计划 ， 要尽快制定实施细则 。”
马荣才提出， 应尽快出台住宅楼
加装电梯工作相关指导意见和实
施细则， 其中包括消防、 执法 、
规划、 土地、 房管、 质监和街道
等一条龙服务机构， 包括关于加
装电梯这一工程规划报建、 项目
审批、 税务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来提高申报的积极性。

针对此前本市发布的 《关于
北京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的
若干指导意见》， 进行修改 、 完
善， 对加装电梯政策进行调整，
覆 盖 所 有 没 有 安 装 电 梯 的 住
宅楼， 在物权法允许的范围内，
大 胆 些 创 新 工 作 机 制 ， 使 政
策 更 具灵活性 、 操作性 。 尤其
要分清六、 七层住宅楼形成的历
史原因， 对于特殊原因造成的住
宅楼楼层少， 导致未能安装电梯
的情况， 应该放宽限制， 降低门
槛。

马荣才还表示， 要加大政府
的资金投入以弥补低层居民的利
益损失。 住宅楼加装电梯工程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政府可以
从城市建设资金 、 房改房的住
房 基 金 等 划 拨 一 部 分 ， 设 立
专项基 金 ， 用 作 住 宅 楼改造 。
按照住建部、 财政部的通知， 发
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在老旧小区
和电梯更新改造中的作用。 没有
电梯的住宅楼， 经过三分之二业
主同意， 可以使用维修资金加装
电梯。

建议借鉴上海在住宅楼加装
电梯过程中的经验 ， 由政府牵
头 ， 政府和业 主 各 出 一 部 分 ，
出资比例为政府分摊 50％ ， 业
主出资 50％ 。 国 内 其他城市如
上海和厦门已经施行的一些加梯
资金政策也可以为北京提供借
鉴。

□本报记者 盛丽 孙艳

老楼加装电梯为何这么难？

近年来， 相关部门多次尝试推进老旧楼房加装电梯工作， 但由于各种原因， 试点经验和相关政
策推广起来屡屡受阻、 收效甚微。 一方是老人们对加装电梯的期待， 一方是资金、 产权等困难的阻
碍。 如何破解老旧楼安装电梯的难题？

本市今年将选取100个老旧小区单元楼门试点加装电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