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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加快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部分试点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经验综述

在厦门东山变进出线二期综合管廊
项目施工现场 ， 顶管机有序掘进， 一个
个预制管节送入井中 ， 一辆辆渣土车穿
梭不停 。 作为国内第一批启动地下综合
管廊建设的城市之一 ， 厦门目前已建在
建管廊达 170 公里 ， 其中投入运营干支
线综合管廊 80 公里， 开工在建干支线综
合管廊 90 公里， 在建管廊项目总投资超
70 亿元。

作为当前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
方向和重点领域之一 ， 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是持续优化投资结构 、 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有效手段 。 今年 7 月 ，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 《“十
四五 ” 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 要
求 ， 因地制宜推进地下综合管廊系统建
设 ， 提高管线建设体系化水平和安全运
行保障能力 ， 在城市老旧管网改造等工
作中协同推进综合管廊建设。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 ， 从
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推进城市地下综合
管廊建设。 自 2015 年 1 月财政部、 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决定启动城市地下综合管
廊试点工作以来 ， 部分试点城市借着试
点 “东风”， 不断激活地下盲点， 点连成
线、 线连成片 ， 地下管廊网图上 ， 已然
实现 “多点开花”。 截至今年 6 月底， 全
国累计开工建设管廊项目 1647 个、 长度
5902 公里， 形成廊体 3997 公里。

综合 “一张图”
织密 “一张网”

试点工作启动以来， 部分试点城市
结合自身实际， 完善相关制度和标准规
范， 构建 “一张图” 运维新格局， 不断
探索和构建地下管廊规划、 建设、 管理、
运营可持续发展新体系、 新业态。

厦门先后出台 1 项地方立法 、 4 项
规范 、 8 部规章 ， 形成 20 多项配套政
策， 规划布局管廊建设工作。 完成 《厦
门经济特区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管理办法》
人大立法工作， 对规划建设、 运营管理、
绩效考核、 财政补贴、 管线入廊、 有偿
使用全流程做出明确的规范和界定； 编
制 《厦门市地下综合管廊专项规划》， 远
期规划建设干支线综合管廊超 340 公里，
形成全市干支线综合管廊框架体系， 实
现管廊跨岛跨区域联通； 出台 《厦门市
智慧管廊顶层设计》， 建设全市综合管廊
调度中心和管理平台， 实现综合管廊全
生命周期智慧化运维管理， 确保综合管
廊建设管理可持续。

2017 年 3 月， 杭州市政府批准实施
《杭州市地下综合管廊专项规划》， 结合
路网、 区域结构、 市政管道、 输电主要
廊道、 新区成片地块开发， 确定 “一片
三区、 多点多廊、 串联成网” 的综合管
廊建设发展格局， 计划到 2040 年规划建
设 522.1 公里地下综合管廊 ， 为杭州管
廊建设描绘建设蓝图。 2020 年出台 《杭
州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管理办法》， 对管
理部门职责、 投融资模式、 区域规划布
局、 管线入廊、 有偿使用、 安全保护等
作出了系统规定， 为杭州高品质建设综
合管廊提供法治保障。

综合管廊建设牵涉规划、 住房和城
乡建设、 交通、 财政等部门和电力、 通
信、 燃气等企业， 问题错综复杂。 厦门、
苏州、 景德镇、 杭州等试点城市成立专
门机构， 充分发挥牵头抓总、 统筹协调
的作用， 为地下综合管廊的发展提供有

效组织保障。
部分试点城市在综合 “一张图” 中，

织密 “一张网”， 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呈现明显加快态势。

上下“一盘棋”
加大管廊投资力度

今年 6 月 15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部署支持民间投资和推进一举多得项
目的措施 ， 强调地下综合管廊是城市
“里子 ” 工程 ， 投资潜力大 、 带动能力
强， 是一举多得的代表性项目。

今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决定， 运用政策性、 开发性金融工具，
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等筹资 3000 亿元， 用
于补充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在内的重大项
目资本金、 但不超过全部资本金的 50%，
或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 其中， 地
下管廊等城市基础设施成为重点投向的
领域， 厦门便享受了这一政策 “红利”。

近日， 厦门管廊公司获得国开行基
础设施投资基金 6014 万元， 用于建设东
山变进出线二期综合管廊项目， 实现了
厦门市首笔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资金
投放 。 据了解 ， 该项目总投资 60145 万
元 ， 获得的投资基金占项目总比 10%，
有效缓解了项目资本金出资压力。

实际上 ， 为解决资金难题 ， 早在
2015 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就印发 《关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实行有偿使用制度的指导意见》， 要求建
立健全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有偿使用制度，
形成合理收费机制， 调动社会资本投入
积极性。 如今， 不少试点城市在发布实
施的地下综合管廊各项政策中， 一方面
在收费标准实操层面提出具体规范， 另
一方面则不断探索拓宽投融资渠道， 为
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注入金
融 “活水”。

厦门制定 《厦门市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厦门市地下综
合管廊运营维护补贴资金管理办法》 等

文件， 通过将管廊建设资金纳入片区土
地平衡测算、 发行产业园区专项债并积
极向上争取管廊专项债额度和中央财政
补贴、 探索 PPP 模式等融资方式， 保障
综合管廊建设资金， 并确保综合管廊可
持续运营。

山东威海在 《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综
合管廊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 》 中表示 ，
在年度财政预算和建设计划中优先安排
地下综合管廊项目， 积极争取中央和省
级财政支持。 强化与国家开发银行的沟
通协调， 争取贷款支持。 鼓励商业银行
提供资本金及中长期信贷支持。 支持地
下综合管廊建设运营企业发行企业可续
期债券和项目收益债券， 专项用于地下
综合管廊建设项目。

部分试点城市还通过组建地下综合
管廊投资、 建设、 运营平台公司， 引进
央企等市场主体参与建设。 苏州通过苏
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牵头组建
苏州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开发有限公司 ，
吸收管线单位投资入股，并承担由苏州市
级财政覆盖的管廊投资、建设、运营及维
护管理工作，形成了管线单位与管廊公司
“共建、共治、共享”的创新模式。

全国上下 “一盘棋”， 多元化服务持
续拓宽投融资渠道， 加快地下综合管廊
建设。 据了解， 今年上半年， 全国在建
综合管廊项目 68 个， 规划建设规模 285
公里， 预算总投资额 294 亿元 ， 累计形
成廊体 33 公里 ， 完成投资 26 亿元 。 可
以预见的是， 未来， 地下综合管廊投资
建设力度将不断加大。

搭建 “一平台”
保障安全和稳定

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在积极扩大有效
投资的同时， 也将促进投资结构不断优
化调整。 近年来， 部分试点城市通过地
下综合管廊建设， 实现了数字基建的升
级以及地下管线设施设备智慧化管理。

在杭州钱江世纪城亚运村综合管理

中心指挥室内的一块超大高清屏幕上 ，
显示着地下综合管廊的实时动态： 设备
运行状态、 数据分析、 报警信息等。 打
开 “机器人监控”， 巡检机器人根据值班
人员指令， 可实时将电力舱的巡检数据
和画面传输到管理平台， 一旦发现火情，
还能联合灭火机器人快速扑救， 可实现
管廊环境的实时感知、 自主预警和智能
处置， 为地下管廊内管线安全运行提供
有力保障。

据了解， 这是钱江世纪城搭建的管
廊一体化管理平台。 该平台通过管廊内
布设的环境监测系统 、 视频安防系统 、
消防报警系统、 巡检机器人等一系列智
能化系统 ， 为管廊装上了 “眼睛 ” 和
“耳朵”， 对管廊内部的环境参数、 设备
状态进行实时监控， 实现管廊全面感知、
精密智控， 工作人员可以做大 “一屏知
管廊， 一键全联动”， 保障地下管线的安
全和稳定。

在江西景德镇， 以智慧管廊大厦的
监控指挥中心和智慧管廊平台为依托 ，
结合 “BIM （建筑信息模型 ） +GIS （地
理信息系统）” 技术， 着重打造 “一个监
控中心、 一个综合管理平台、 四大系统
（即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 、 安全防范系
统、 通信系统、 预警与报警系统）” 高度
集成的信息化管理与智慧化运营平台 ，
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 促进城市
的和谐、 可持续发展。

目前， 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已向信息
化、 智能化迈进， 部分试点城市将大数
据、 物联网、 机器人及智慧运维平台等
信息化、 智能化科技成果正不断集成应
用到地下综合管廊全生命周期建设运维
之中， 促进城市管线规范建设、 科学有
序， 保障城市安全。

如今， 一张张隐身的 “民生保障网”
正在各个城市地下变得四通八达。 在稳
增长政策不断加码、 基建投资力度不断
加大的过程中， 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按下
“快进键”， 这张惠及民生和城市发展的
“民生保障网” 将织得更密、 更牢。

（据中国建设新闻网）

广州中心城区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是目前国内在建以盾构法施工为主的规模最大最长的多功能地下环城隧道
（资料图片）

Y:\ 付印文件 \9.14\GDJS0914CSA4.ps 2022-09-13 1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