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入户收集“电梯故障”情况的路上，北京市丰
台区洋桥西里社区支部书记张久宏又被电梯“夹
住”了。当时，门关到一半突然卡住不动，按呼救器

也没反应。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年

底，全国电梯总量达1153.24万台。其中使用15年以上的老旧
电梯数量在2024年底达90万台。去年共发生电梯事故41起，
死亡27人。超期服役的老旧电梯数量还会持续攀升，群众对于
老旧电梯故障率高、运行可靠性差等问题的反映也越来越多。

2024年，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被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
资金支持范围，被列入“两新”（《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政策的重点领域。政策规定，使用15
年以上的电梯如果更新，每台可以享受15万元的补贴。这项
政策被视为解决问题的“曙光”。

这次更新行动，能否破解“少数反对全楼搁置”的困局？
这场关乎数亿城镇居民“上下安全”的民生工程，正面临从资
金落实到执行落地的多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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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15年以上
全国90万台电梯

深阅读
“电梯更新高峰期”来了
洋桥西里社区的沿街六栋塔楼，是1990年盖起

来的。其中两栋塔楼为14层，四栋为24层，每栋楼
配两部电梯。2003年前后，塔楼电梯经过一轮大
修，此后又满负荷运转了二十多年，早已不堪重负。

北京首开天宇设备设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
洋桥西里社区4号楼的电梯更新及后续维护，该公
司机电部副部长王磊告诉记者，电梯属于多部件设
施，国家对于整梯没有强制报废标准，只有零部件的
判废标准。所谓老旧电梯，目前也没有国家统一标
准，但一般业内认为交付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住宅
小区电梯属于老旧电梯。

王磊介绍，电梯日常维护靠业主、物业和维保单
位等三方共同努力。理想状态下，乘客不恶意损坏电
梯，物业稳定支付维护费用、负责日常清理，维保单位
按照相关法规进行至少每15天一次的维护保养。

“但在落地过程中，很难做到完美。”王磊举例，物业
和维保公司通常以年为单位续约，能否以“长期主义”为
原则投入高成本维修是一大挑战。此外，一些老型号电
梯已经停产，甚至工厂已经倒闭，难以找到“原厂件”，

“替代件”的品质也是影响电梯性能的一大因素。
同样深受电梯老化困扰的还有北京市朝阳区南

磨房乡的金海国际小区居民。小区建成于2005年，
运行了近20年的电梯已迈入“老龄期”。自2023年
起，卡梯、电梯门关不上、运行中突然停运等状况频
发。“去年情况最严重时，一天就接到过四五十起电
梯相关的12345投诉案件。”南磨房地区城乡建设办
公室副主任张野回忆。

张野介绍，金海国际小区的电梯困境并非个例，
2008年前后建成交付的小区，其电梯大多已经到了
需要大修更新的阶段。

北京市电梯商会秘书长宋业峰曾以北京为例介
绍，最早一批安装的电梯已经在2001年前后更换过
一次，目前运行的老旧电梯大多于1998年之后安
装。“北京是全国最早进入电梯更新改造周期的城
市，这两年将进入更新高峰期。”宋业峰表示。

全国电梯更新需求同样呈现加速上升趋势。广
发证券2024年发布的《电梯行业专题报告》测算结
果显示，2024—2027年全国电梯更新需求年复合增
长率达25%。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推动下，老旧
小区不仅存在加装电梯需求，既有电梯的更新改造
需求也正加快释放。

老了
关乎数亿城镇居民“上下安全”的
民生工程如何破局，面临多重考验

安全如何保障？

“更新后的电梯能维持多久，关键在于日常
维护保养，这需要改变物业与维保单位的旧有
合作模式。”张野举例，此前，物业与电梯维保公
司签署短期合同，通常以年为单位，小修由维保
公司负责，配件更换则需物业单独付费。这种
责任分配模式会导致“电梯出了小毛病拖着不
修，等到拖成大毛病再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大修”。为此，金海国际小区在使用超长期国债
过程中还探索了“修一保十”的新模式。

据介绍，新模式将电梯更新改造和后续维
保绑定，由施工方制定电梯更新改造方案，并为
电梯全部零部件质保十年，同时负责十年内电
梯的维保工作。

“这种模式明确了各方权责，有效解决了以
往因责任不清导致多方扯皮、维修延误的问题。”

张野解释说。经测算，新模式下的十年总成本
可比传统模式节省30%至50%的费用。

与此同时，当电梯更新方案的报价不断“内
卷”，产品安全质量无疑成为新的隐忧。一位刚
经历国补换梯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曾到南
方多个电梯厂商聚集的城市考察，同样层高，价
格可能只有北方城市的一半，“前期节省的费
用，大多会在质保期后以换件的方式收回。”同

样出于对电梯质量的担忧，北桃园小区物业选择
“协议每年一签”的方式，来约束电梯更新的品质。

为有序推进电梯国补落地，保障居民安全乘
梯，今年5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局发
文，公开征求意见。“在各地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也
接到一些反馈，有些地方出现了把电梯降低配置、
降低零部件寿命（的现象）。”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
备局电梯处处长夏勇强调，第一要保证安全，其次
从合理用旧的角度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6月11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了《进
一步做好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有关工作的通知》，
从统筹安全性与经济性、加强技术把关与服务、
强化责任落实和严格监管履职等四个方面提出
了一系列新要求。

如何杜绝“更新过程偷工减料”，如何堵塞“检
验监管流于形式”，推动维保从“打卡式”转向“预
防性”，是这场大更新开始后面临的更大挑战。

“想换却换不起”？

早在2020年，洋桥西里社区就启动了电梯更新
计划，其中五栋塔楼在接下来的一年陆续完成更换，
唯独4号楼迟迟无法开工。“究其根本，还是卡在了
费用上。”张久宏说。

“目前电梯更新技术已经很成熟。”宋业峰分析，
即便在老旧小区、复杂环境中作业，技术上也不存在
任何问题，电梯更新主要面临三大困境，分别是资金
问题、涉及多产权单位和居民意见难统一。

资金才是所有矛盾的根源。作为苏州市首批在
国债支持下成功实施更新的住宅老旧电梯项目，相
城区西子花园也曾面临“经费困境”。“小区44个楼
道，只有13个楼道安装有电梯，不能用全体业主的公
共收益去维修部分居民使用的电梯。”西子花园业委
会主任郭京琳坦言，针对停运电梯的故障维修，最终
由该单元业主自筹完成。而对于“带病运转”的老旧
电梯，小区仍一度面临“想换却换不起”的资金瓶颈。

因电梯故障频出，北京金海国际小区居民对更
新电梯几乎没有异议，“大家关心的是每一笔钱用到
了哪儿，要求信息公开，能省则省。”社区支部书记张
海丽介绍，不同城市电梯维修所使用的经费来源略
有差异，以该小区为例，电梯日常维护费用由物业承
担，每月2元/平方米的物业费中，包含0.18元的电
梯日常维修保养及其他设备的维护费。

但随着电梯老化，钢丝绳、变频器等动态部件损坏
率高，更换一次就需要万元左右。张海丽坦言，面对不
断攀升的电梯维修成本，物业因入不敷出而陷入两难境
地。而要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照相关规定，需满
足“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
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且“双半数同意”。
为达成这一要求，社区成立电梯公维业主监督小组并多
次召开居民议事会，带居民代表到“旧电梯机房”参观。

“前期投入了大量精力做居民意愿工作。”张海丽说。
到2023年底，金海国际小区居民对“电梯更新”

初步达成共识：先改造1号楼至3号楼的9部电梯作
为试点。然而，最初的更新方案中，每部电梯更新费
用高达35万—40万元。“专项维修资金的池子就那么
大，用一笔少一笔。”张野算了一笔账，专项资金同时
还要用于消防、楼栋外立面等项目维修，以高层建筑
设计寿命50年计算，仅电梯就要进行2—3次更换。
在张野看来，更大的挑战是：“如何最小额度地使用这
笔专项资金，同时将资金效果周期最大限度地延长？”

不能只靠“国债资金”
6月10日上午，金海国际小区2号楼刚完成更新

的电梯迎来了一波“突击检查”。当天到场的，不仅有
社区物业、电梯维保单位，还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中国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等部门机构。对于
纳入“国补”支持的更新电梯如何提升安全保障，他们
试图从既有实践中寻找答案。

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全国范围内老
旧电梯更新迎来政策“曙光”，千亿元资金将撬动
市场加速“以旧换新”。然而，在政策红利背后，复
杂的产权归属、高昂的居民自筹费用、难以统一的
居民意见，以及物业与维保单位间博弈等现实难
题，仍使不少社区的电梯更新陷入“议而不决”的
僵局。

2024年国家出台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政
策，将老旧电梯更新纳入了资金支持范围，使用
15年以上的电梯如果更新，每台可以享受15万元
的补贴。这项政策被解读为“雪中送炭”之举，但
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得知获批后比前期申请时还忐忑。”郭京琳
还记得，去年8月，业委会收到相关政策通知，当
月中旬提交申请。去年“双11”当天，郭京琳接到
电话通知，其中3部电梯未达到15年以上使用年
限，其余10部通过审批，共计补贴150万元，但要
使用国债补贴资金，更新电梯必须在2024年12
月31日之前开工。

“每台15万元的定额补贴标准为选择更新方
案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张野说，经过一年多的
讨论和推演，北京金海国际小区最终采用了“合理
利旧”的方式，每台更新电梯的报价降到了17.67
万元，节省了近一半费用。

据住房城乡建设部信息，2024年国补资金投入
了62亿元支持各地对4.1万台住宅老旧电梯实施更
新，惠及居民近170万户。截至2025年2月，全国
已开工国补资金支持更新电梯3.6万台。

据央视新闻披露，截至2025年一季度，全国
电梯总量为1169.24万台，其中使用20年以上电
梯29.62万台。而今年纳入国补支持的老旧电梯
更新预计在10万台左右。

“如果符合年限的老旧电梯全部提交申请，意
味着今年约2/3无法获批国补。”一位街道工作人
员表示。

据《中国新闻周刊》

电梯施工人员在检查新电梯的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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