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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09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 [2009] 88 号）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

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

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编码原则

与代码结构；4、赋码规则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北京市建设信息中

心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

送北京市建设信息中心（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

院 3 号楼；邮政编码：100039）。 

本标准主编单位：北京市建设信息中心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参编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 

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产权产籍和测 

量委员会 

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沈阳市房产局 

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 

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南通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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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房屋代码的结构和编码规则，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房屋代码的编制。 

1.0.3 房屋代码编码除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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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户代码 unit code 

赋予房屋的户识别代码。 

2.0.2 幢代码 building code  

赋予房屋的幢识别代码。 

2.0.3 房屋代码 house code  

房屋的幢代码和户代码统称。 

2.0.4 形心  centroid 

房屋水平投影面的几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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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码原则与代码结构 

 

3.0.1 所有房屋军营作为编码对象，并赋予幢代码及户代码。 

3.0.2 房屋代码一经产生，永久有效，不得变更。房屋代码应

具有唯一性、适用性、规范性、简明性。 

3.0.3 房屋代码各码段赋码应按行政区划代码、幢编号、户编

号、校验码顺序从左至右依次进行。 

3.0.4 房屋代码应为特征组合码，并由 26 位字符组成。前 25

位为本体码，最后 1 位为校验码。从左至右排列应依次为（如图

3. 0. 4 所示）：9 位行政区划代码、12 位幢编号、4 位户编号、1

位数字校验码。 

 

  

□□□□□□□□□ □□□□□□□□□□□□ □□□□   □ 

 
户编码 

幢编码 

行政区划代码 

 

图 3.0.4   房屋代码结构图 

  

本体码 

校 验 码

码 

校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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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赋码规则 

 

4.0.1 9 位行政区划代码应以该房屋建筑物的形心所属的乡镇

（街道）级行政区划地域为依据生成。行政区划代码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前 6 位行政区划代码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 的规定； 

2 后 3 位行政区划代码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县级以下行

政区划代码编制规则》GB/T 10114 的规定。 

4.0.2 12 位幢编号可采用竣工时间法、坐标法、分宗法、分幅

法中任意一种方法，在一个城市应使用一种方法。 

4.0.3 当采用竣工时间法时，幢编号应以房屋的竣工时间为基

础，由 6 位竣工时间代码和 6 位幢顺序号组成，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6 位竣工时间代码应以房屋的竣工时间为依据生成。竣

工时间代码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能确定竣工年份月份的房屋，采用该年份月份的 6 位

数字（其中年份 4 位，月份 2 位）作为竣工时间代码； 

2） 能确定竣工年份不能确定竣工月份的房屋，第 1~4 位

采用该已知年份的数字，第 5~6 位使用“**”代替； 

3） 不能确认竣工年份但可确定竣工年代的房屋，第 1~3

位采用竣工年代的相应数字，第 4~6 位使用“***”； 

4） 仅能确认竣工所在世纪的房屋，第 1~2 位使用竣工相

应世纪数字，第 3~6 位使用“****”代替； 

5） 竣工时间未知的房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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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位幢顺序号应以产生该幢房屋的幢赋码顺序为依据生

成。幢顺序号应在行政区划代码和竣工时间代码所限定的范围内

进行赋码，并按照生成幢的时间顺序从 000001 开始编排。 

4.0.4 当采用坐标法时，幢编号应以房屋基础地理坐标为基础，

由该幢的 6 位横坐标码和 6 位纵坐标码组成。 当幢为规则建筑

时，由幢西南角平面坐标表示；当幢为圆形或异性建筑时，可选

幢内任一点平面坐标表示。坐标数值应以米为计量单位，横坐标

数值在前，纵坐标数值在后，各取坐标值小数点前 6 位整数。坐

标系应与所在城市基础测绘使用的坐标系一致。 

4.0.5 当采用分宗法时，幢编号应以土地地籍分宗图（或房产

分丘图）为基础， 由 4 位街坊号或房产分区代码、4 位宗地号

（或丘号）、4 位幢顺序号组成。街坊号应以在所属街道（或乡、

镇）范围内以道路等自然形成的地块，按行政区划范围内的一定

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进行编号，从 0001 ~ 9999；房产分区代码可

按现行国家标准 《房产测量规范》 GB/T  17986.1 的规定进行

编制。  宗地号应以在街坊内统一按一定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进行

编号，从 0001~9999。 幢顺序号应以在街坊号或房产分区代码、

宗地号（或丘号）所限定的范围内进行编制，并应按生成幢的时

间顺序进行编号，从 0001~9999。 

4.0.6 当采用分幅法时，幢编号应以房产分幅分丘图为基础，

由 8 位分幅图分丘图号和 4 位幢顺序号组成。分幅图分丘图应按

现行国家标准《房产测量规范》 GB/T  17986.1 的规定进行编制。

幢顺序号在房产分幅图分丘图所限定的范围内进行编制，并应按

生成幢的时间顺序进行编号，从 0001~9999。 

4.0.7 4 位户编号应以生成该户房屋的户赋码顺序为依据生成。

户编号应在行政区划代码和幢编号所限定的范围内进行赋码；进

行户编号赋码时，按生成户的时间顺序从 0001 开始编制。当户编

号为 0000 时，该房屋代码表示为幢代码。 

4.0.8 1 位校验码应以 25 位本体码为依据，兵营按现行国家标

准《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校验字符系统》GB/T  17710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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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校验码的生成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 

4.0.9 房屋在发生户分割或合并时，幢代码应保持不变，发生

变化的房屋应按本标准第 4. 0. 7 条、第 4. 0. 8 条的规定生成新的

户代码和校验码。原户代码不得重复使用。 

4.0.10 房屋改扩建时，房屋幢代码没有改变时，产生变化的房

屋应按本标准第 4. 0. 7 条、第 4. 0. 8 条的规定生成新的户代码和

校验码，原户代码不得重复使用。当改扩建引起房屋幢定义发生

根本改变时，应按本规范的规定生成新的房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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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校验码生成规则 

A.0.1 校验码应已确定的本体码为基础，按按下列公式计算生

成： 

(((((((10+𝑎𝑛)||10 × 2)|11+𝑎𝑛+1)||10 × 2)|11 

+⋯+𝑎𝑖)||10 × 2)|11+⋯+ 𝑎1)||10 = 1      (A. 0.1) 

式中：𝑛——包括校验码在内的字符串的字符数目； 

𝑖——表示某字符在包括校验码在内的字符串中从右到左

的位置序号； 

𝑎𝑖——第𝑖位置上某字符的字符值（当𝑎𝑖为*时，𝑎𝑖取 0）； 

||10——除以 10 后的余数，如果其值为零，则用 10 代替； 

|11——除以 11 后的余数，在经过上述处理后余数的值不会

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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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照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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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 

2 《县级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制规则》GB/T 10114 

3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校验字符系统》GB/T 17710 

4 《房产测量规范》GB/T 17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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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房屋代码编码标准 

JGJ/T 246-2012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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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房屋代码编码标准》（JGJ/T 246-2012），经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2012 年 2 月 29 日以第 1308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总

结了我国在房屋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同事参考了国外先进技

术法规，通过试验，取得了房屋代码应用的成功验证。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管理、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

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房屋代码编

码标准》编制组按章、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

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

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13 

 

 

目 次 

 

1 总则 ············································································ 14 

2 术语 ············································································ 15 

3 编码原则与代码结构 ················································· 16 

4 赋码规则 ···································································· 17 

 

  



 

14 

 

1 总 则 

1.0.1 长期以来，在房屋管理工作中，由于不能准确标识房

屋管理对象，造成不同时期和不同管理部门间的房屋管理数据

难以准确对应，使管理工作的开展十分困难。本标准将为房屋

管理和响应相应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提供统一的房屋代码

编码标准，赋予房屋统一的、永久的、唯一的代码标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房屋代码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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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这里的户 可对其独立进行房屋权属管理的最小房屋

单元。 

2.0.2 这里的幢是指独立的、统一结构的、包括不同层次的

房屋，一般针对楼房为自然幢，针对平房为院落。 

2.0.3 这里的房屋是指人工建造的有固定基础、固定限界且

有独立使用价值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特定空间。它是幢和户

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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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码原则与代码结构 

3.0.1 房屋代码由专门部门统一赋码，并在房产测绘、权属

登记、房产交易等领域应用，具有唯一性及适用性。同时，把

房屋代码设计为特征组合码，生成过程中引入地理信息系统

（GIS）技术，易于赋码及阅读，具有简明性及规范性。 

3.0.2 为确保房屋管理信息的可追溯性，房屋代码一经产生，

不可变更，永久有效。当行政区划代码发生变化时，对已完成

房屋代码赋码的房屋，不再重新赋码；未进行赋码的房屋，则

根据最新行政区划代码，按本标准第 4 章的规则，进行房屋的

代码赋码。 

3.0.3 房屋代码各特征段存在依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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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赋码规则 

4.0.1 在编制房屋代码规则时，行政区划代码选择了 9 位，

直接管理到街道办事处（乡镇）所管辖的地理范围和区域，这

样房屋数量易于控制和管理。 

4.0.2 幢编号中竣工时间法、坐标法、分宗法、分幅法 4 种

方法主要顾及当前房屋编码的实际情况。但在一个城市（或地

区），应从这 4 中方法中选择唯一一种方法。 

4.0.3 以竣工时间法为例，幢编号应以房屋的竣工时间为依

据生成。 

1. 标准分别考虑了能确定准确竣工年份月份、竣工年份、

竣工年代、竣工世纪和不确定等 5 种情况，并提出了相应年份

代码的赋码方式。 

1) 能确定竣工年份月份的房屋，以该年份月份的 6

位数字表示，如 1990 年 5 月的房屋，记为 199005； 

2) 能确定竣工年份不能确定竣工月份的房屋，第 1~4

位采用该年份的数字，第 5~6 位使用“**”；如

1990 年竣工房屋，记为 1990**； 

3) 不能确定竣工年份但可确定竣工年代的房屋，第

1~3 位采用竣工年代的相应数值，第 4~6 位使用

“***”；如 20 世纪 50 年代竣工的房屋，记为

195***； 

4) 仅能确认竣工所在世纪的房屋，第 1~2 位使用竣

工相应世纪数值，第 3~6 位使用“****”；如 17

世纪竣工的房屋，记为 16****； 

5) 竣工时间未知的房屋，使用“******”。 

2. 幢顺序号，在确定行政区域（街道办事处或乡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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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竣工时间的基础上，即前 15 位代码相同的幢按顺序进行赋

码。基于房屋平均占地面积、街道级行政区域面积以及同一年

度竣工房屋数量等因素，设置 6 位幢顺序号较为合理。 

4.0.4 按照房屋的坐标生成幢编号，如图 1 所示。图中房屋

西南角坐标为：（385779.053,526259.898），房屋幢编号为：

385779526259。 

 

图 1  坐标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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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按照房屋的分宗法分丘方法生成幢编号，如图 2 所示，

××市卫生局所在具体房产分区（街坊）号为 0008，如图 3 所

示，亥房屋的丘号为 0011，该房屋栋号为（1）栋，编号为 0001，

则该房屋幢编号为 000800110001。 

 

图 2  房产区（街道）、房产分区（街坊）划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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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分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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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 按照房屋的分幅方法生成幢编号，如图 4 所示。××市

卫生监督业务综合楼所在 1:500 图幅编号为：85-26-32，如图 5 

 
图 4  1:500 图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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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分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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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该房屋的丘号为 11，该房屋栋号为（1）栋，编号为

0001，则该房屋幢编号为：852632110001。 

4.0.7 代码中的 4 位户编号，根据管理的房屋户对象（户），户

编号从0001开始编排，其顺序应按照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确定。

对现有房屋也可以简单按照房屋序号简单排序，对已进入测绘管

理系统的房屋，可以按系统现有的排序作为依据顺序编号。不论

以何种方式排序，需保证在同一幢内管理的房屋户对象顺序码唯

一，不足 4 位的前面补零。 

4.0.8 本校验码参考引用了国家标准《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校验字符系统》GB/T 17710 中的混合系统校验公式的方法。

例：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办事处 2006 年 5 月规划建设的某

房屋，幢编号为 000109，户编号为 0001，依赋码规则该房屋的

前 25 位代码字符串为 1101010102006050001090001，确定最后 1

位校验码。具体计算步骤如表 1所示（𝑛 = 26；𝑗 = 1，2，„26）： 

表 1 校验码计算步骤 

步骤𝑗 𝑎25−𝑗+1 𝑃𝑗 |11 + 𝑎25−𝑗+1 = 𝑆𝑗  𝑆𝑗 ||10 × 2 = 𝑃𝑗+1 𝑃𝑗+1|11  

1 1 11+1=11 1×2＝2 2÷11＝0 余 2 

2 1 2+1=3 3×2＝6 6÷11＝0 余 6 

3 0 6+0=6 6×2＝12 12÷11＝1 余 1 

4 1 1+1=2 2×2＝4 4÷11＝0 余 4 

5 0 4+0=4 4×2＝8 8÷11＝0 余 8 

6 1 8+1=9 9×2＝18 18÷11＝1 余 7 

7 0 7+0=7 7×2＝14 14÷11＝1 余 3 

8 1 3+1=4 4×2＝8 8÷11＝0 余 8 

9 0 8+0=8 8×2＝16 16÷11＝1 余 5 

10 2 5+2=7 7×2＝14 14÷11＝1 余 3 

11 0 3+0=3 3×2＝6 6÷11＝0 余 6 

12 0 6+0=6 6×2＝12 12÷11＝1 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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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𝑗 𝑎25−𝑗+1 𝑃𝑗 |11 + 𝑎25−𝑗+1 = 𝑆𝑗  𝑆𝑗 ||10 × 2 = 𝑃𝑗+1 𝑃𝑗+1|11  

13 6 1+6=7 7×2＝14 14÷11＝1 余 3 

14 0 3+0=3 3×2＝6 6÷11＝0 余 6 

15 5 6+5=11 1×2＝2 2÷11＝0 余 2 

16 0 2+0=2 2×2＝4 4÷11＝0 余 4 

17 0 4+-=4 4×2＝8 8÷11＝0 余 8 

18 0 8+0=8 8×2＝16 16÷11＝1 余 5 

19 1 5+1=6 6×2＝12 12÷11＝1 余 1 

20 0 1+0=1 1×2＝2 2÷11＝0 余 2 

21 9 2+9=11 1×2＝2 2÷11＝0 余 2 

22 0 2+0=2 2×2＝4 4÷11＝0 余 4 

23 0 4+0=4 4×2＝8 8÷11＝0 余 8 

24 0 8+0=8 8×2＝16 16÷11＝1 余 5 

25 1 5+1=6 6×2＝12 12÷11＝1 余 1 

26 𝑎１ １＋𝑎１＝S25   

根据校验公式： 

𝑆26||10(𝑚𝑜𝑑 10) 

即：              (1 + 𝑎1)||10 = 1 

得出：                𝑎1 = 0 

由上式得到校验码𝑎1的值是 0，加在字符串右端，则该房

屋完整的 26 位代码为 11010101020060500010900010。该房屋

代码结构图如图 6 所示。 

本体码               校验码 

110101010 200605000109 0001   0 

 
户代码 

幢代码 

行政区划代码 

 

图 6 房屋代码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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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 房屋户对象在进行房屋分割和合并等操作时，原房屋代

码所代表的房屋对象虽然物理上可能没有发生变化，但本质上

管理对象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即改变了房屋户的定义，因此需

要按第 4 章的规则对新的房屋管理对象进行赋码。 

4.0.10 房屋改扩建时，没有改变房屋幢定义的继续沿用原房屋

幢顺序码，产生变化的户应使用新的户顺序码。 



 

 





 

 





 

 





 

 





 

 

 

 

1511221791 
1511221791 
1511221791 
1511221791 
1 5 1 1 2 2 1 7 9 1 

统一书号：15112·21791 

定    价：   1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