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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點

不能孤立地看待庇护所问题；在设计任何对策时都必须考虑到安置点或家庭在其中受到庇护的环
境。应始终考虑各种庇护所选择

应急庇护所对策应在满足拯救生命这一需求的同时，考虑到其可能的演变，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
是否还需要更持久的解决方案

庇护所设计标准应涉及灾害风险和安全、及时性和建造速度、使用寿命、隐私、保有权保障和文
化适宜性、热舒适性；环境因素、成本、标准和建筑规范

尽可能提倡本地设计和施工技术

让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收容社区在对策设计的早期阶段就参与进来，以便利用他们的能力和技能，
同时确保庇护所对策能够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求

与保护工作人员密切协调，监测并减轻与潜在剥削情况（租房、寄宿安排）、保有权得不到保障、
性别暴力等有关的保护风险。

概述1.

庇护所是一个可居住的非露天生活空间，为人们提供一个安全、健康、有隐私、有尊严的生活环境，
使其免受风吹日晒，拥有生活和存放物品的空间，以及享有隐私、舒适和情感支持。

庇护所对策通常涉及多种庇护所解决方案，在紧急情况下更是如此。庇护所往往是最重要的家庭开支
之一，在人们不得不逃离家园时更是如此。受影响人口的所在位置也会影响对策；密集的城市地区具
有特殊的特点，因此庇护所解决方案可能与农村地区或分散的环境有所不同。



在根据当地情况调整庇护所对策时，应考虑气候、文化习俗和习惯、当地技能以及建筑材料的供应情
况。根据被迫流离失所者或当地居民的喜好和习俗，使用他们熟悉的材料和住房类型，有助于制定更
加有效和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对策。

本条目中提供的指导适用于许多不同的环境（城市、农村和分散环境；正规和非正规安置点；等等）。
本条目应与住房需求评估条目一起阅读。

很少有一种庇护所解决方案能满足流离失所者的所有需求。最佳做法是尽可能提供多种选择，其中可
能包括现金援助、租金支持、建筑材料、过渡性住房、住房套件、塑料板、帐篷等。

與應急行動的相關性2.
在紧急情况下，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获得适足住房的权利至关重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
直接保护和身心健康。庇护所对策在决定受紧急情况影响者的总体生活条件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并有助于满足流离失所者的各种需求。

庇护所不仅是抵御风雨的物理屏障，还能提供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确保隐私、舒适度和安全感。
对于保护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免受恶劣天气条件的影响、提供居住和存放物品的空间以及在危机时
期获得尊严感和安定感而言，庇护所都是不可或缺的。

虽然紧急情况下的庇护所对策可能遵循的是临时性的标准解决方案，但所需庇护所的类型、使用的材
料和设计、由谁建造以及可持续多长时间等因素在每种情况下都大不相同。

主要指導3.

保护目标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首次承认了适足住房权。原则：“人人享有适足住房权”适用于
所有人，无论流离失所状况如何，因此在流离失所周期的所有阶段（流离失所之前、期间和之后）都
有效。住房的适足性包括保有权保障、服务、材料、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可居住
性、可及性、位置和文化适宜性。通过庇护所对策要实现的具体保护目标包括：

通过提供安全、健康、有隐私和有尊严的生活环境，满足拯救生命的需要，阻止进一步的流离
失所。庇护所应提供足够的非露天生活空间，以便进行基本的家庭和生计活动，包括做饭、睡
觉、学习、社交、存放物品等。
保护受影响人口免受一系列风险，包括驱逐、剥削和虐待、过度拥挤和难以获得服务。当受关
注人员未经许可在土地和财产上安置时，他们受驱逐的威胁会更大。
承认并鼓励其他行动者承认，每个人（包括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都有权根据人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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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
帮助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满足基本需求，有尊严地享受经济和社会权利，帮助他们自力
更生，并为自己找到长期解决方案。
确保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平等享有其权利，并能够参与影响其生活的决策（AAP原则）。
庇护所援助应优先考虑最弱势群体，包括妇女（尤其是女户主家庭）、儿童、老年人、残疾人、
边缘化群体等（年龄、性别和多元性方法）。

基本原则和标准

在所有情况下（城市或农村/分散的环境中，临时或更长久的住所中），庇护所对策都应考虑以下标
准：

庇护所的布局、大小和位置应能够提供适当的居住条件，足以让人们产生一种主人翁感，并帮
助他们恢复生计，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进一步流离失所的风险。
庇护所对策（包括设计和建造技术）应使流离失所者能够在必要的组织和物质支持下选择、建
造和/或维护自己的庇护所。
应注重成本效益，尽可能使用当地材料，并充分反映受影响人口的文化偏好和传统生活方式。
设计时应考虑：气候、地形、灾害和环境风险、国家和国际最低标准、生计以及当地可用的资
源，包括材料、技能和基础设施。在有地震风险的地区寻求专家的技术支持。
应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应认真考虑采购当地材料的可行性，以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
坏。
庇护所对策将需要根据空间限制来调整，特别是从中长期来看（例如，通过模块化方法扩建住
房或建造两层住房）。住房的设计应尽量允许居住者根据其个人需求对其进行改造，同时考虑
当地的法规和规定。

有关更详细的标准（非露天居住空间、高度等），请参阅应急住所解决方案和标准条目。

保护风险

如果人们居住在没有适当墙壁、隔挡或无法锁门的住房中，那么他们遭受骚扰、攻
击或剥削的风险可能会更大。
女性户主家庭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在寻找或建造自己的住房时可能会遇到困难，或者需要与他
人共用住房。除非他们得到有针对性的支持，否则可能不得不依赖于人，陷入朝不保夕、毫无
尊严的境地。必须根据他们的具体需求调整庇护所的设计和对策。

在冲突期间，族裔或宗教少数群体可能在当地人口甚至流离失所人口中不受欢迎，因此可能
难以找到庇护所。 
流离失所者在证明自己的身份和HLP权利时也会感到困难重重，这妨碍了他们在流离失所期间
和返回原籍地期间的生活。 
如果流离失所者的存在增加了租赁市场和当地服务的压力，使获得经济适用房和水等资源变得

https://emergency.unhcr.org/zh-hans/%E7%B4%A7%E6%80%A5%E6%8F%B4%E5%8A%A9/%E5%BA%87%E6%8A%A4%E6%89%80%E3%80%81%E8%90%A5%E5%9C%B0%E5%92%8C%E5%AE%89%E7%BD%AE%E7%82%B9/%E5%BA%87%E6%8A%A4%E6%89%80%E4%B8%8E%E4%BD%8F%E6%88%BF/%E5%BA%94%E6%80%A5%E4%BD%8F%E6%89%80%E6%A0%87%E5%87%86


更加困难，则可能会与收容社区发生冲突。
如果各种住所选择超出了被迫流离失所者的负担能力，他们可能会采取消极的应对机制，如：

在没有足够的保有权保障的情况下，顶帽被驱逐的风险；
生活在拥挤不堪的环境中；
占用公园、学校、广场等公共场所，从而破坏与当地社区的和平共处；
优先考虑廉价住房，以至于安置在高风险地区（例如，易受洪水/飓风侵袭的地区）和不
理想的土地上（例如，靠近垃圾填埋场、峡谷河岸、运河、公路或铁路、闲置仓库、工
厂或这些设施周围的土地），在这些地方，他们面临环境和健康风险，几乎得不到任何
服务；
拆散家庭：儿童可能被迫早婚，或被送去与他人生活在一起，从而遭受忽视和虐待；
从事生存性性行为或非法行为；
被房东剥削。

行动指导

在紧急情况下，人们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庇护所解决方案——有的由人道主义行动者和地方当局提供，
有的由受影响者自己寻找，有的由收容社区提供。任何行动部门都可能需要综合采用各种方法来满足
流离失所者的需求，包括现金干预（CBI）。决定提供哪些选择，将是受影响人口在流离失所期间能否获
得高质量生活的关键决定因素。

然而，如果需求评估和对策的设计需要一定时间完成，受影响人群可能会在新的地区安置下来，或寻
找其他安排（如寄宿家庭），或开始占用没有保有权保障的建筑物和土地，或开始居住在易受灾害影
响的地方。因此，最重要的是立即采取庇护所对策，至少满足最弱势群体的需求。

如果能找到空置建筑或其他解决方案，中转中心、集体中心和其他形式的多户住房就可以迅速满足对
非露天空间的需求。尽管如此，单户住房仍是首选，因为能提供更多的隐私、心理安慰和安全感，还
能为人员和财产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并有助于维护或重建家庭团结。

在流离失所人数众多的紧急情况下，以及当地建筑无法满足紧急住房需求时，难民署家庭帐篷经常被
用来拯救生命。帆布帐篷搭建好后，其使用寿命取决于使用前的存放时间、气候和使用者的维护情况。
应考虑提供维修材料。一般来说，帐篷的墙壁和屋顶的隔热效果有限，因此很难保持帐篷内的温度。
不过，难民署已为家庭帐篷开发了一套过冬工具，以应对寒冷气候。如果没有库存，家庭帐篷就可能
会很昂贵（空运费用）。

住房的设计应尽量允许居住者根据其个人需求对其进行改造。例如，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人们很可
能一整天都呆在住房内，因此需要更多的空间。在更传统的文化中，受影响人群可能会要求额外的隐
私保护，例如通过门廊或屏风来防止外人看到住房内的情况。

如果符合某些标准，现金干预（CBI）就非常有助于快速、大规模、灵活地满足受影响人群的需求。CBI
确实可以帮助支付租金和/或其他与住房相关的费用，包括材料、修复或升级费用。应与部门专家共



同研究CBI的可行性，特别是要确定通过这种灵活的方式满足住房需求的可行性。

下表总结了在许多紧急情况下常见的各种安置方案及相关的住房解决方案：

安置点类型 最常用的住房解决方案

规划的安置点、中转中心、非正规安置点     ⚬ 帐篷
    ⚬ 住房套件
    ⚬ 塑料板
    ⚬ 临时住所
    ⚬ 当地建筑材料
    ⚬ 难民住房单元
    ⚬ 现金干预

独立住房（寄宿或租房安排）     ⚬ 塑料板
    ⚬ 住房套件
    ⚬ 当地建造（房间扩建）/修复/基本维修，以换取免
费租赁
    ⚬ 现金干预

集体中心     ⚬ 塑料板
    ⚬ 住房套件
    ⚬ 修复/维修/改造

 有关上述每种住房解决方案的利弊，请参阅应急住所解决方案和标准条目。

城市地区庇护所对策的具体考虑因素

在城市环境中开展行动需要采取一种整体的空间方法，而且往往是在现有的复杂系统内进行，该系统
在提供基本服务福利方面已经面临系统性挑战。尽管迄今为止的所有考虑因素仍然适用于城市地区的
对策，但以下因素将影响选择适当的住房解决方案：

无障碍。城市环境可能无法保证有特殊需要的人有足够的通道和出行便利。可能会更加难以获
得邻居的支持，尤其是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
有针对性。流离失所者可能会与城市贫民混为一体，这使得有针对性的援助变得困难，但更重
要的是要确保资源到达预定受援者手中。
住房、土地和财产(HLP)问题。大多数城市发展迅速，但不正规。土地使用规划和条例往往已
经过时，地籍记录也是如此。因此，被迫流离失所者和贫困居民被驱逐的风险都增大了。
民间社会。社区组织和民间社会可以在支持应对行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必须考虑到他们的能
力、专业知识和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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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获得更全面的城市对策指导，本条目必须与以下相关条目一并阅读——“安置概述”和“租房策
略考虑因素”。

管理的关键因素

与地方和国家当局以及受影响民众协商，并让他们参与其中。为了降低任何与HLP或不符合当
地标准相关的风险，从一开始就应与当地政府的技术部门密切合作，并了解当地关于土地保有
权、公共工程和住房的规章制度。
占用公共或私人建筑的许可应在法律协议中列明。这样就降低了被驱逐的风险。
识别与气候相关的灾害（如洪水、山体滑坡、强风）。如果存在地震风险，即使是设计一个简
单的住房，也要寻求专业技术建议。
在危机爆发之初，明智的做法是考虑住房和安置选择的组合方案，并与受影响人群、收容社区
和当局进行讨论。初步战略可包括改造闲置的公共建筑、与社区团体作出安排、为出租者和收
容家庭提供支持。还需要提供水、卫生、能源等基本服务。
制定信息战略，提高社区对住房规划和维护的参与度和自主权。
制定并实施质量保证措施。其中可能包括对工作人员和工人进行相关施工和质量保证技术的充
分培训。
与保护、HLP、现金、水和卫生设施、能源、生计等互补部门进行协调和联络，以确保将解决方
案综合在一起。
认真监测与简陋或负担不起的住房相关的保护风险；制定部门间应对措施来减轻此类风险。
与可能拥有互补专业知识和资源的发展机构和政府当局密切合作，特别是在城市项目方面。
与当地行动者、基层运动、组织和政府当局密切合作，请他们帮助绘制被迫流离失所者的位置
图，或评估被迫流离失所者所在家庭和地区的脆弱程度。

确保由足够的专业人员（内部或通过合作伙伴）实施和管理应急庇护所对策。考虑在紧急情况发生时
部署熟练的庇护所或安置点管理人员。

资源和合作

受影响人群
地方或中央政府当局、市政当局、市政府官员
社区和宗教领袖
收容社区
其他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和地方组织
学术机构
工程师和建筑师协会
私营部门

後緊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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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即时应急行动趋于稳定，救生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紧急情况后阶段将优先考虑更可持续的住房解
决方案和更长期的办法，确保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得到长期保护并增强他们的复原力。

在对住房需求进行全面重新评估后，根据受影响人群不断变化的动态调整对策。社区赋权、主人翁意
识、保有权保障、居留意愿和获得收入的机会变得至关重要，这将使受影响人群参与决策，并培养可
持续提供住房的技能。

行动要点：

生计支持计划的连续性至关重要，可确保持续的自力更生和经济稳定性。这可能包括探索与住
房建造有关的创收活动。
优先考虑持久解决办法，重点放在让住房方案坚持“有尊严的生活”原则、且能够满足长期住
房需求。
倡导获得HLP权利的目的是减少驱逐风险，增加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
强有力的监测框架可为制定适应性战略提供指导，确保灵活应对持续反馈和新出现的挑战。
继续与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协调，同时寻求将被迫流离失所者纳入庇护所和住房
发展计划和融资机制。探索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以增加经济机会。

制定战略性庇护所对策

在紧急情况的前三天内应进行初步的快速住房和安置点评估，以便确定需求和资源。委托多
部门小组来确保所有问题都得到考虑。根据需要，利用调查结果设计和开展更深入的需求评
估。如需更多信息，请参见住房需求评估条目。

找到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人士的位置并绘制地图。

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拯救生命的活动和优先事项的轻重缓急，并预测中长期的住房需求。

确定并优先向风险最高的群体（女性户主家庭、大家庭、老年人、残疾人等）提供住房援
助。家庭和个人的脆弱性指标应与具体情况相结合。在开展这项工作时，要考虑到他们在社
会经济方面的脆弱性，因为这些脆弱性可能会妨碍他们获得负担得起的住房。

确定受影响人口喜欢的、可获得的住房解决方案的范围。如需更多信息，请参见标准条目。

分析现有的住宿选择、住房的可负担性和可用性，以及收容社区的吸收能力。

https://emergency.unhcr.org/zh-hans/%E7%B4%A7%E6%80%A5%E6%8F%B4%E5%8A%A9/%E5%BA%87%E6%8A%A4%E6%89%80%E3%80%81%E8%90%A5%E5%9C%B0%E5%92%8C%E5%AE%89%E7%BD%AE%E7%82%B9/%E5%BA%87%E6%8A%A4%E6%89%80%E4%B8%8E%E4%BD%8F%E6%88%BF/%E4%BD%8F%E6%88%BF%E9%9C%80%E6%B1%82%E8%AF%84%E4%BC%B0
https://emergency.unhcr.org/zh-hans/%E7%B4%A7%E6%80%A5%E6%8F%B4%E5%8A%A9/%E5%BA%87%E6%8A%A4%E6%89%80%E3%80%81%E8%90%A5%E5%9C%B0%E5%92%8C%E5%AE%89%E7%BD%AE%E7%82%B9/%E5%BA%87%E6%8A%A4%E6%89%80%E4%B8%8E%E4%BD%8F%E6%88%BF/%E5%BA%94%E6%80%A5%E4%BD%8F%E6%89%80%E6%A0%87%E5%87%86


确保受影响人群参与规划过程。

制定庇护所对策，包括从住房援助过渡到更加持久、更可持续的长期解决方案的安排。

评估供应和后勤要求及制约因素；做出相应安排以解决这些问题。

长期监测相关方案的影响和成效。

附录

UNHCR Policy on alternatives to camps, 2014

UN Habitat, UNHCR, Guidance for Responding to Displacement in Urban Areas, 2022

UNHCR Policy on Refugee protection and solutions in urban areas, 2009

UNHCR Shelter Design Catalogue Janua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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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所中心在线图书馆

难民署住房和可持续性指南

家庭帐篷

新型独立帐篷

庇护所战略标准格式

庇护所和安置点准备与响应检查清单

Refugee Housing Unit 1.2 Fact Sheet

http://emergency.unhcr.org/sites/default/files/UNHCR%2C%20UNHCR%20policy%20on%20alternatives%20to%20camps%2C%202014.pdf
http://emergency.unhcr.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1/unhcr_unhabitat_urban_guidance_report.pdf
http://emergency.unhcr.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1/UNHCR%20policy%20on%20refugee%20protection%20and%20solutions%20in%20urban%20areas.pdf
http://emergency.unhcr.org/sites/default/files/Shelter%20Design%20Catalogue%20January%202016.pdf
http://sheltercentre.org/consensus/#http://sheltercentre.org/consensus/
https://sheltercluster.s3.eu-central-1.amazonaws.com/public/docs/shelter_and_sustainability_overview-unhcr.pdf
https://emergency.unhcr.org/sites/default/files/Family Tent.pdf
https://emergency.unhcr.org/sites/default/files/New Self Standing Tent.pdf
https://emergency.unhcr.org/sites/default/files/Shelter Strategy Standard Format.docx
https://emergency.unhcr.org/sites/default/files/Shelter and Settlement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Checklist.pdf
http://emergency.unhcr.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1/RHU%201.2%20Fact%20Sheet.pdf


仅限难民署工作人员访问：难民署住房和安置评估工具箱（...

鏈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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