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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任务及工作机制

（一）相关背景

·



 

 

全国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项目

普 查 内 容

自然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
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

水旱灾害、海洋灾害、森林和草原火灾

承灾体调查与评估
人口、房屋、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系统、三次产业、资源和环境

其他调查与评估 历史灾害、综合减灾资源（能力）、重点隐患

评估与区划 主要灾害风险、灾害综合风险

一、调查任务及工作机制



 

 

一、调查方案简述

（一）相关背景、总体要求



 

 

   通过调查，掌握翔实准确的全国城镇房屋建筑承灾体数量、空间分布及属性特征

，建立城镇房屋建筑调查成果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    
    为非常态应急管理、常态灾害风险分析和防灾减灾、空间发展规划、生态文明建
设等各项工作提供基础数据和科学决策依据。   

（二）调查目标

（三）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及范围（时空）：
    城镇房屋包括城镇范围国有土地上所有现存的住宅类及非住宅类建筑。    
    空间范围为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含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调查标准时点：2020年12月31日。

一、调查任务及工作机制



 

 

（三）主要内容

城镇房屋

农村房屋 市政设施

• 调查导则
• 培训教材
• 工作机制

• 调查导则
• 培训教材
• 工作机制

• 调查导则
• 培训教材
• 工作机制

底图制备
信息系统建设

• 底图配置
• 信息系统建设
• 数据采集
• 数据审核汇交

一、调查任务及工作机制



 

 

（五）工作机制与技术方法

1、普查工作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
”的原则组织实施。

1）统一部署，分级实施。成立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

负责普查组织实施中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设立相

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即国家、省、市、县等级的调查工作均由同级的普查办来统一协调，各专业部门

配合实施。技术方面省、市、县、基层等的住建部门均按照住建部的技术导则、培训

教材、底图、调查软件等执行，也可制定技术细则。

一、调查任务及工作机制



 

 

一、调查任务及工作机制



 

 

2）因地制宜，构建体系。充分利用各地已有的信息系统，统一数据指标体

系，建立全国城镇房屋建筑抗震设防基本信息数据库平台。

3）先试点后全部。调查工作首先在试点地区开展，试点完成后在全国范围

内全面开展。

   本次调查既不是抗震鉴定、也不是排查，是摸清现有房屋底数、对其建筑
信息、抗震设防基本信息、使用情况等进行的普查。

一、调查任务及工作机制

（五）工作机制与技术方法



 

 

明确承灾体
调查范围

试点
调查

试点数据采
集分析审核

底图及信息
系统建设

制定
调查导则

制定普查
技术方案

建立普查
工作机制

编制调查
培训教材

组织
人员培训

形成成果

全面调查
数据采集
审核汇集

一、调查任务及工作机制



 

 

2、住建部建立部级与地方技术专家对接机制

    在住建部质安司的指导下，建立了“部省级住建普查专家技术群”，群内

包含住建部质安司相关负责人、部级城镇房屋、农村房屋、市政（道路、桥梁、

供水设施及管线）技术导则编制专家、底图软件专家以及各省各专业技术专家

等。

    对接方式为各省专家将省内试点普查中遇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进行汇总梳

理后发到群里，由部级相应专家进行针对性地解答，并每隔一段时间在部质安

司的管理下将所解答问题进行整理汇总，形成问题汇编后，发到群里，这样各

省专家在提问时首先阅读问题汇编，属于新问题的接着在群里提，这样问题汇

编不断更新和扩充，目前已形成200多条问题汇编；

一、调查任务及工作机制

（五）工作机制与技术方法



 

 

（六）成果

数据成果

建立互联共享的覆盖国家
、省、地市、县四级的集
房屋等承灾体各要素信息
为一体，反映承灾体数量
、属性与设防情况的调查

成果数据库

图件成果

在统一的底图上
建立全国房屋等

含有属性信息的承灾体
地理位置分布图

调查成果

报告成果

工作报告
成果分析报告

质检审核（自检）报告

质检等成果

一、调查任务及工作机制



 

 

（一）准备

全国自然灾害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下达任务
国家层面：技术导则、实施方案、开展培训、底图、软件等
由省级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统一部署准备。

二、城镇房屋调查流程

组织准备

各级普查办成立

专业部门分工

划分调查区域

技术准备

实施方案

底图制备

软件平台

技术培训

人员准备

经技术培训

调查人员

质检审核人员

工具准备

可上网电脑

可上网及拍照手机

测距仪、手电筒

便签纸、签字笔等



 

 

（二）调查、审核、汇总

    基本信息收集具体工作由基层部门负责，基层调查组获取基本数据信息的途

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项：

所在地
测绘
部门

所在地
房产交易

系统

房屋安全

管理系统

建造五方

（设计院）

所在地
城建

档案馆

产权单位
或

物业部门

获取基本信息、建筑信息的几种途径

二、城镇房屋调查流程



 

 

（二）调查、审核、汇总

调查：

再内业

PC端

校核整理
自检无误

上传

    内业

PC端

已有
基本信息
建筑信息
数据输入

外业

现场手机
APP核实
内业数据
并补充

使用情况
拍照

二、城镇房屋调查流程



 

 

（二）调查、审核、汇总
数据审核内容   

完整性

与调查区建筑名录比
保证所调查区域的

建筑物无遗漏

与信息采集表内容比
所调查建筑物的

调查数据资料不缺项

规范性

填报数据的要求
应符合

相关数据格式
与导则要求

一致性

上传的内容及
影像资料

与调查对象
一致

准确性

数据

准确
符合实际情况

二、城镇房屋调查流程



 

 

（二）调查、审核、汇总
数据审核初步规则   

特别关键信息
6

 
建筑面积

设计建造时间
是否专业设计建造

建筑层数
结构类型
房屋用途

全部正确算通过

关键信息
9

建筑名称、建筑地址、
产权登记、建筑高度、

是否进行过改造及改造时间、
是否进行过抗震加固及加固时间、

有无明显的裂缝变形倾斜等静载缺陷、

1个数据有误需整改，
1个以上数据有误不通过

一般信息
6+1

小区名称或单位名称、
产权单位、住宅套数、

有无物业管理
是否采用减隔震
是否保护性建筑

信息填报人（必填）

4个数据有误需整改，
4个以上数据有误不通过

二、城镇房屋调查流程



 

 

（二）调查、审核、汇总

审核汇交流程    

省级普查办县区级普查办 市级普查办

审核方式：内业软件审核和现场人工核查相结合   

注：房屋建筑调查数据的质量审核，具体应按照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房
屋建筑和市政设施普查数据汇交与质量审核相关规定进行。

部级审核县区级自检 市级审核 省级审核数据
自检报告 数据

审核报告
数据

审核报告

国务院普查办

二、城镇房屋调查流程



 

 

（二）调查、审核、汇总

    正确性抽样调查审核的房屋建筑基础数据时，采用分层抽查的方法，抽查数量可根

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
    县区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进行自检，采取软件质检、人工核查相结合的方式
，对数据的完整性、规范性、一致性进行检查。对出具数据自检报告和工作报告、成果
分析报告。

    地市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收到县（区）级纵向汇交的数据和县（区）级自检

报告后，采取软件质检、人工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数据的完整性、规范性、一致性进

行检查，形成市级质检核查报告，在调查数据纵向汇交的同时一并提交。 对县（区）

级汇交的房屋建筑调查数据进行软件质检时，应使用国家统一开发的软件系统。对县（

区）级汇交的房屋建筑调查数据进行人工核查时，外业抽检的比例原则上不小于 0.4%

。

二、城镇房屋调查流程



 

 

（二）调查、审核、汇总

    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对市级质检核查工作进行过程监管，重点检查市级对县级汇交数据开展质检核查的

工作模式、管理制度及其落实情况，作为评价市级质检核查报告的重要依据。

    收到市级纵向汇交的数据和市级质检核查报告后，采取软件质检、人工核查相结合

的方式，对数据的完整性、规范性、一致性进行检查，形成省级质检核查报告，在调查

数据纵向汇交的同时一并提交。 

    对市级汇交的房屋建筑调查数据进行软件质检时，应使用国家统一开发的软件系统

。对市级汇交的房屋建筑调查数据进行人工核查时，外业抽检的比例原则上不小于 

0.3%。  

二、城镇房屋调查流程



 

 

（二）调查、审核、汇总

    每个抽样调查工作组成员应由2名取得专业调查培训合格证的人员和1名其他人员组

成，应采取避让原则，不得核查本人参与过调查的房屋建筑基础数据。

    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对本级房屋建筑调查实施中的每个环节进行监督检查，发现的

问题，及时解决。  

    国家层面的对省级上报的数据进行审核。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还应有工作报告、成果分析报告。

二、城镇房屋调查流程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城镇住宅
建筑调查
信息采集
表;

城镇房屋
建筑
(非住宅)
调查信息
采集表

住宅用地

非住宅用地

用地性质



 

 

       基本信息（七项） 住宅建筑 非住宅建筑

建筑名称、建筑地址
产权单位、产权登记

√ √

小区名称、套数 √

单位名称 √

（一）基本信息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1.建筑名称：

   如XX宿舍、XX教学楼等。无建筑名称的，填写文字性描述，如“某某的住宅”、“某某路北第

三排西起第二栋”等。

2.建筑地址：

    可通过手机APP在底图上选取定位，软件已有缺省项。应详细填写       省（市、区）          市（

州、盟）          县（市、区、旗）          街道（镇）         社区_____________路（街、巷）______号
_______栋。

3.小区名称（住宅建筑）：如XX园小区。没有小区的填写“无小区”。

4.套数（住宅建筑）：

         指房屋套数，只针对住宅。一套房屋指由居住空间和厨房、卫生间等共同组成的基本住宅

     单位。

（一）基本信息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5.单位名称：

    是指房屋使用单位的名称（非住宅），如某某公司。

6.产权单位：

    是指房屋产权所有人为单位（或机构）的，称之为产权单位（个人产权不填写）。非住宅

类房屋建筑就填写房屋产权所有单位（或机构）；住宅建筑,对于在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以前由单

位分给职工的、产权单位还存在的房屋按照实际产权单位填写，其余情况可以不填。

7.产权登记：

   是指被调查的房屋是否有正规权属。

（一）基本信息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建筑信息（九项） 住宅建筑 非住宅建筑

建筑层数、建筑面积、建筑高度、
设计建造时间、结构类型、是否采用减隔震、

是否保护性建筑、是否专业设计建造
√ √

房屋用途 √

（二）建筑信息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1.建筑概况（建筑面积、建筑层数、建筑高度、建造时间）

    

    建筑面积：建筑面积是指建筑物各层水平面积的总和，包括使用面积、辅助面积。如在相关

信息系统中有登记数据的，可经核实无误后采用登记数据（按照规范（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

GB/T 50353）规定的计算建筑面积，即如果没有进行增加面积改造，就是图纸的竣工建筑面积）。

    没有登记的需要进行现场简单测量，建筑面积以平方米为单位，测量误差精确到10.0平方米，

面积大于3000平米的测量相对误差不宜超过5%。

    发现信息系统登记面积和实际面积有明显出入时，初步判断房屋进行过改扩建。

    

    建筑层数：建筑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的主体结构最大层数，不含屋面阁楼、电梯间等附属部

分。  

（二）建筑信息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二）建筑信息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1.建筑概况

    建筑高度：指房屋的总高度，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板板顶或檐口的高度，半地下室

从地下室室内地面算起，全地下室和嵌固条件好的半地下室可从室外地面算起；对带阁楼的

坡屋面应算到山尖墙的1/2高度处。以米为单位，精确到1.0米。

    山地建筑的计算高度的室外地面起算点，对于掉层结构，当大多数竖向抗侧力构件嵌固

于上接地端时宜以上接地端起算，否则宜以下接地端起算；对于吊脚结构，当大多数竖向构

件仍嵌固于上接地端时，宜以上接地端起算，否则宜以较低接地端起算。   

    如在相关信息系统中有登记数据的，可经核实无误后采用登记数据。没有登记的需要进

行现场简单测量（可用数层数、相似比的方法），现场测量时对于砌体结构房屋高度误差不

超过1米，其他结构类型测量误差尽可能接近该值，并不超过10%。

    通过信息系统登记高度和实际高度有明显出入情况，可初步判断房屋进行过加高改建。

（二）建筑信息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二）建筑信息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二）建筑信息

山地建筑结构：

    建于坡地上,底部抗侧力构件的约束部位不
在同一水平面上且不能简化为同一水平面时的
结构。
    按接地类型可分为吊脚结构、掉层结构等
形式。

掉层结构：在同一结构单元内有两个及以上不在同一水平面的嵌固端,且上接地端以下
        利用坡地高差设置楼层的结构体系。
 

吊脚结构：顺着坡地采用长短不同的竖向构件形成的具有不等高约束的结构体系。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2.结构类型：

   砌体结构（若中小学幼儿园教育建筑\ 医疗建筑\福利院建筑\养老建筑\救灾建筑\基础设施建筑

\大型商业建筑、文化、体育建筑等）底层框架-抗震墙 内框架结构  其他）--非住宅建筑；

   钢筋混凝土（若中小学幼儿园教育建筑\ 医疗建筑\福利院建筑\养老建筑\救灾建筑\基础设施建

筑\大型商业建筑、文化、体育建筑：单跨框架 非单跨框架）--非住宅建筑；

   钢结构     木结构     其他

（二）建筑信息

1.建筑概况

  建造时间：指设计建造的时间，精确到年。如在相关信息系统中有登记数据的，可经核实

           无误后采用登记数据，没有登记的需要调查询问。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2.结构类型：

    砌体结构:指普通砖（包括烧结、蒸压、混凝土普通砖）、多孔砖（包括烧结、混凝土多

孔砖）和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等砌体承重的多层房屋，底层或底部两层框架-抗震墙砌体房屋。

  

    89规范：指粘土砖、粉煤灰中型实心砌块和混凝土中、小型空心砌块等砌体承重的多层房

屋，底层框架-抗震墙、多层内框架。   

    

（二）建筑信息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2.结构类型：

     

（二）建筑信息

砌体结构砌体结构

砌体结构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2.结构类型：

     

（二）建筑信息

砌体结构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2.结构类型：

     

（二）建筑信息

砌体结构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2.结构类型：

     

（二）建筑信息

框架结构

框架梁

钢筋混凝土结构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2.结构类型：

     

（二）建筑信息

钢筋混凝土结构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2.结构类型：

     

（二）建筑信息

钢筋混凝土结构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2.结构类型：     

（二）建筑信息

钢筋混凝土结构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2.结构类型：

     

（二）建筑信息

钢筋混凝土结构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2.结构类型：

     

（二）建筑信息

钢结构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2.结构类型：

     

（二）建筑信息

木结构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2.结构类型：

     

（二）建筑信息

砖木混杂结构 竹结构 土结构

其他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2.结构类型：

     

（二）建筑信息

混杂结构

其他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3.房屋用途分类：
    非住宅建筑：房屋用途有很多种，为便于普通调查人员填写，并与应急部门其他承灾体调查
内容相协调，将房屋用途分为以下17类：
□中小学幼儿园教学楼宿舍楼等教育建筑  □其他学校建筑 
□医疗建筑  □福利院  □养老建筑 
□疾控、消防等救灾建筑
□办公建筑（□科研实验楼  □其他）     
□商业建筑（□金融（银行）建筑□商场建筑 □酒店旅馆建筑□餐饮建筑 □其他）
□文化建筑（□剧院电影院音乐厅礼堂□图书馆文化馆 □博物馆展览馆□档案馆□其他）
□体育建筑（□体育场□体育馆）
□通信电力交通邮电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筑
□纪念建筑  □宗教建筑 
□综合建筑（□住宅和商业综合 □办公和商业综合 □其它）----用地性质为非住宅用地

    □工业建筑  □仓储建筑  □其他___（如除住宅外的居住建筑等）
_

（二）建筑信息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3.房屋用途：

       

       大型商业建筑、文化、体育建筑（结构类型）：   

    

    大型商业建筑：确切说是“人流密集的大型、多层商场”：大型指一个区段人流5000人,换

算的建筑面积约17000㎡或营业面积7000㎡以上的商业建筑。

    这类商业建筑一般须同时满足人员密集、建筑面积或营业面积达到大型商场的标准、多层建

筑等条件。所有仓储式、单层的大商场不包括在内。

   

（二）建筑信息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二）建筑信息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3.房屋用途：

大型商业建筑、文化、体育建筑：

    大型文化建筑包括大型博物馆、档案馆、展览馆、剧场、电影院、礼堂、图书馆和文化馆

等。

    大型博物馆、存放国家一级文物的、特级甲级档案馆。大型博物馆指建筑规模大于10000

㎡，一般适用于中央各部委直属博物馆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博物馆。按照《档案馆建筑设

计规范》JGJ25-2000,特级档案馆为国家级档案馆,甲级档案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馆。

    大型展览馆、会展中心指在一个区段的设计容纳人数一般在5000人以上。

    大型剧场、电影院、礼堂,指座位不少于1200座;图书馆和文化馆,与大型娱乐中心同样对    

    待,指一个区段内上下楼层合计的座位明显大于1200座同时其中至少有一个500座以上(相当于

    中型电影院的座位容量)的大厅。

（二）建筑信息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3.房屋用途：

     大型商业建筑、文化、体育建筑：

    大型体育建筑：特大型的体育馆，大型、观众席容量多的中心体育馆或体育场。

参照《体育建筑设计规范》JGJ31-2003的规模分级,观众座位很多的中型体育场指观众

座位容量不少于30000人或每个结构区段的座位容量不少于5000人,观众座位很多的中

型体育馆(含游泳馆)指观众座位容量不少于4500人。   

（二）建筑信息

体育建筑：作为体育竞技、体育教学、体育娱乐和体育锻炼等活动之用的建筑物。
体育场：具有可供体育比赛和其他表演用的宽敞的室外场地同时为大量观众提供座席的建筑物；
体育馆：配备有专门设备而供能够进行球类、室内田径、冰上运动、体操(技巧)、武术、拳击、击
剑、举重、摔跤、柔道等单项或多项室内竞技比赛和训练的体育建筑。主要由比赛和练习场地、看
台和辅助用房及设施组成。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二）建筑信息 4.是否采用减隔震：

统计我国采用减隔震技术的建筑数量。可以同时选。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5.是否保护性建筑：指所调查的房屋是否为文物保护建筑或历史建筑。其中文物保护建筑

指依据《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认定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内，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

建筑物。历史建筑指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确定公布的历史建筑。

   

6.是否专业设计建造：是指该建筑是否是在建设方的统一协调下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勘察单

位、设计单位、建筑施工企业、工程监理单位等建造完成。

（二）建筑信息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使用情况 住宅建筑 非住宅建筑

有无明显可见的裂缝、变形、倾斜等 √ √

是否进行过改造、改造时间 √ √

是否进行过抗震加固、抗震加固时间 √ √

有无物业管理 √

（四）使用情况

（三）抗震设防基本信息（程序后台填写）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4.1 房屋有无明显可见的裂缝、变形、倾斜等

指房屋现状情况下有无严重静载缺陷，包括肉眼可见的裂缝、变形、倾斜等。

在进行房屋建筑普查时，并利用手机软件上网提交相应照片，以供后期人员核查。

（四）使用情况

注：一种缺陷只选一张典型图片上传，即缺陷总照片数不超过三张，再加一
张房屋外观照片，每栋建筑的照片不超过四张。如没有明显可见缺陷，则只需
一张房屋外观图片即可。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四）使用情况

裂缝
    房屋建筑中经常会出现各种裂缝，
本次初查的裂缝主要为肉眼可见的明
显承重构件的结构裂缝。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四）使用情况 砌体裂缝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四）使用情况 混凝土构件裂缝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四）使用情况

    结构构件的变形通常水平承重构件在竖向荷载下的过大挠度变形，竖向承重构件在水平
荷载下的侧移变形，以及其他结构构件的变形（如支撑的屈曲等）。
    水平承重构件主要指板、梁（含挑梁）、屋架等，竖向承重构件指柱、墙等的层间侧移、
变形等。 本次初查的变形主要为肉眼可见的明显变形。

变形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四）使用情况 变形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四）使用情况

   倾斜一般指房屋绕某轴发生一定程度转动或偏离原来的位置偏向某一方向，通常可观
察房屋顶点侧移或层间侧移判断，或者房屋两端点的沉降差与距离的比值来判断倾斜程
度。本次初查的变形主要为肉眼可见的明显倾斜。

倾斜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4.2 是否进行过改造

 指从竣工验收后的房屋改造情况，可登录房屋建筑所在地既有房屋安全管理系统，

获取房屋改造、抗震加固等相关信息，可现场通过房屋建筑面积、层数和高度校核改造

信息。

 房屋改造的一般内容有：节能改造、装修改造、结构改造（房屋墙体开洞、房屋楼

板开洞、原有房屋内增设夹层、原有房屋屋顶增层改造、原有房屋增设室外电梯等）。

 改造时间：房屋建筑竣工验收后再次进行改造的时间，一般指房屋改造设计建造的

时间，若多次改造可填写最后改造的时间，精确填写到年。

（四）使用情况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四）使用情况

结构构件开洞                                屋顶整体增层                                       增加夹层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4.3 是否进行过抗震加固

 指房屋建筑竣工验收之后，是否进行过结构抗震加固。
 抗震加固时间：房屋建筑竣工验收后进行抗震加固的时间，一般指房屋抗震加固设

计建造的时间，若多次加固可填写最后一次加固的时间，精确到年。
 房屋建筑普查时，房屋是否抗震加固，主要是通过房屋抗震加固竣工资料来获取相

关信息，或者通过询问业主（使用者）、房屋现场查看、相关房屋改造资料等方法来判
断房屋是否进行过抗震加固，并在房屋建筑普查表上填写相应的抗震加固时间和抗震加
固内容。

 结构体系的抗震加固主要有砌体结构增设圈梁、构造柱等加固，钢筋混凝土结构增
设支撑加固，隔震加固，增加减耗能构件的加固等。

（四）使用情况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四）使用情况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4.4 有无物业管理（住宅建筑）

（四）使用情况

信息采集人：       

三、城镇房屋调查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