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1月28日 星期一主编 赵 波 美编 李 飞 审读 李 斌 排版 戚晓明

3

■市政设施建设

“看不见”的城市进化：地下“大动脉”正在延展
青岛已建成各类管廊达170公里，随着规划建设的推进，将持续为城市保障供给能力和安全体系“赋能”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冰洁

记者探访

“城市生命线”不断生长

现代化城市的地上空间寸土寸金，向地下要空间
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地下综合管廊是城市地下
用于集中敷设电力、通信、广播电视、给水、排水、热力、
燃气等市政管线的公共隧道，代表着城市的“里子”，是
综合利用城市地下空间的一种有效途径。

地下综合管廊最早发源于 19世纪的欧洲，世界第
一条管廊是 1833年在巴黎建设的，到现在已经持续运
行了近 200 年；1861 年，英国也在伦敦开始建设管廊；
1890年，欧洲的工业核心德国开始建设管廊；此外，日
本综合管沟建设开始于 1926年，目前日本也是世界上
地下管廊规模较大、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放眼当下，我国城镇化已处于快速发展的中后期，
正转向全面提升质量的新阶段，蕴含着巨大内需潜力
和强大发展动能，在此背景下，如今从中央到地方都在
积极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我国加快补齐地下
管网等严重不足的短板，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基础设
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方面，
强调“继续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十四五”住房和
城乡建设科技发展规划》提出，研究地铁暗挖及地下管
廊工程施工安全技术。地方层面也加紧规划，敲定地
下综合管廊建设方案。目前，北京、南京、西安、青岛、
广州等多个城市都相继发布地下综合管廊相关的建设
规划或管理条例。

根据《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地
下综合管廊长度加速增长，2018年、2019年中国城市地
下综合管廊长度分别为 3244.36公里、4679.58公里，分
别同比增长 34.16%、44.24%，在 2018年高基数基础上，
2019年我国地下管廊增速进一步上升。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技术中心副主任张广
厚曾在采访中透露，“十三五”期间我国城市年均新增
道路里程约2.5万公里，按10%配建地下综合管廊测算，
年均新增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需求 2000多公里。此外，
我国城市道路已形成50万公里规模存量，城市更新、老
城改造等带来的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保守估计超过1000
公里。

综合来看，未来我国地下综合管廊将以更快速
度不断生长，为城市保障供给能力和城市安全体系

“赋能”。

释放巨大社会和经济效益

《流浪地球》里科幻的地下廊道，如今已在我们的
城市地下变为现实。

在青岛，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是一个一以贯之的
过程。作为国内较早开展地下综合管廊探索的城市之
一，青岛于2008年率先在高新区启动建设了55公里地
下综合管廊，主要分布在智力岛路、聚贤桥路、火炬路、
河东路等16条主要道路的单侧绿化地下，已于2010年
投入使用。

投用后，高新区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地下综合管
廊“红利”。“经过多年的运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杜绝
了‘马路拉链’式开挖和空中‘蜘蛛网’现象，节省了道
路重复开挖、重复维修的费用，还节省了城市空间，提
高了城市承载能力。”高新区地下综合管廊负责人刘
祚昭告诉记者，经过近几年的发展，高新区目前已投
用地下综合管廊长度增至 78公里，同时还有十余公里
即将投用。

正基于此，一方面高新区在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中
获益匪浅，另一方面在此率先建设使用的 55 公里管
廊也孕育出“青岛模式”的雏形。此后，随着 2016 年
青岛入选第二批国家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城市，21个新
项目相继开展，为全市综合管廊建设飞跃式发展提供
新契机。

当下，在胶东机场，长约19公里的地下“大动脉”为
新机场建设和平稳运行保驾护航。“这个地下管廊工程
是国内第一个服务于集地铁、高铁、公交、航空零换乘
于一体的大型综合管廊项目，也是第一个将污水、燃气
管线入廊的机场综合管廊。”据胶东机场建设指挥部机
电总监苑明军介绍，如今各类管线的维护都能在廊内
完成。

戴上安全帽，记者顺阶而下，进入“巨龙”腹内看
到，不同于想象中阴暗潮湿的圆形管道，眼前的管廊是
由四个干燥明亮的矩形舱室组成，电力、通信、给水、再
生水、热力、污水和燃气管线，布置有序，互不干扰，最
大的单舱宽5.3米、高3米。走进其中的电力舱，明亮有
序，豁然开朗，两侧管壁上布设了多层支架，各类线缆
依托支架“各行其道”。

此外，综合管廊还配备了投料口、通风口、人员出
入口以及消防、通风、供电、照明、监控和警报、排水等
系统。“考虑到电力舱、燃气舱的特殊性，管廊里不仅装
有超细干粉灭火装置、智能化监测报警系统，每隔 200
米还设有一个防火分区，一旦管廊内发生火灾或气体
泄漏，灭火设备将会自动开启、防火门将会自动报警并
关闭。”苑明军说。

试点期间，青岛还摸索构建起了一套完善的综合
管廊“建设-运维-考核”制度体系，强化了制度保障。
与此同时，陆续编制了综合管廊专项规划、分区规划以
及建设、验收相关技术导则，形成独具青岛特色的综合
管廊规范标准体系。

在此过程中，青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也取得了明
显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可减少道路、管
线破路开挖面积约420万平方米，节约投资约22亿元，
极大减少“马路拉链”，提升道路交通效率；消除架空线
长度约 315 公里，释放节约土地面积约 630 公顷，实现
土地增值约 378亿元，有效集约利用地下空间，提升土
地资源价值；减少供水漏损量约 72万吨/年，降低漏损
损失约 273.5 万元/年；提高了城市道路和各类管线使
用寿命，降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

2019 年，随着试点任务完成，青岛地下综合管廊
的建设进度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结合城市更新建设和
城市道路、管网建设改造、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同步规
划。眼下正在如火如荼推进的唐河路-安顺路打通工
程，其建设过程中就结合了地下管廊，成为全市率先
使用整体式综合舱室预制管廊的项目。此外，今年青
岛在推进历史城区保护更新的过程中也因地制宜融
入地下综合管廊，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城市发
展韧性。

事实上，综合管廊建设不仅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内
容，也能促进土地集约利用，与传统管线相比，综合管
廊减少了架空线和管线直埋敷设的用地需求，各类管
线布置紧凑合理，有效利用了地下空间，进而节约了城
市用地。

有专家表示，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和推
进，地下综合管廊具有广阔的投资空间，将带来年均千
亿级的投资需求，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今年国务院提出稳住经济大盘 33条措施，其中之
一就是“因地制宜继续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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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 5 月份青岛推出的“稳增长 89 条”中，也重
点提到“在城市老旧管网改造等工作中协同推进管廊
建设”。此外，根据青岛批复实施的《青岛地下综合管
廊专项规划（2016-2030年）》显示，全市规划综合管廊
总长度约 195.7 公里，近期规划（2016-2020 年）建设综
合管廊约93.7公里，目前均已完成，远期规划建设综合
管廊约102公里。从长远看，这场“看不见”的城市进化
仍将为城市带来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

“地下大网”将越织越密

地下综合管廊被称为“一次投资、永续利用”的百
年工程，一旦建成后，虽然能让城市发展受益匪浅，但
建设成本的一次性投入仍然是各大城市不得不面临的
难题之一。

业内人士认为，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投资规模大、回
报周期长，问题的核心是盈利模式、盈利机制不健全。
要想长效运作，就要改变单纯的政府投资方式，让企业
成为建设和运营主体。

在《青岛市地下综合管廊规划建设管理办法》中就
明确提到，管廊建设运营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为
主。市区两级财政根据需要，统筹安排资金，用于管廊
的建设和维护管理。鼓励创新管廊建设运营模式，广
泛吸收社会资本参与管廊建设运营。

记者采访获悉，2016年以来，青岛组建综合管廊投
资、建设、运营平台公司，引进大型央企参与建设，有效
提高综合管廊的建设效率。据统计，青岛90%以上的地
下综合管廊试点项目实行了市场化运作。但不可否
认，面对巨大的项目总体投资，未来仍要解决“经济账”
的问题。

“下一步，应给予社会资本参与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合理的投资收益。加强政府主导作用，加大资金投入，
将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列入专项债支持范围。通过
授予特许经营权、核定价费标准、给予政府补贴等，稳
定社会资本收益预期。”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
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宋建军介绍说。

与此同时，一方面还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体
系，明确传统管线入廊要求；建立专业化的地下综合管
廊管理机构，提高管理服务水平，提高入廊吸引力。另
一方面，要优化入廊收费机制，合理提高入廊收费标
准，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

对此，青岛已出台相应举措，比如出台收费标
准，加快管线入廊和有偿使用收费，采用“管线直埋
成本+开挖次数”的原则测算入廊费、采用“管线空
间+公共空间”的原则测算日常维护费，形成了符合
青岛实际的管廊收费标准；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综合
管廊管线入廊工作的通知》，明确各投资类型管廊项
目建设运维资金来源，入廊费、日常维护费的收缴主
体和资金用途等。

除了“经济账”以外，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成网成
片”也尤其重要，应该规划引领，否则“今天一小段，明
天一小段，很难发挥出它的综合效应”。同时还要进一
步完善法规制度和标准规范，加快完善综合管廊规划、
建设、运营维护的相关制度和标准规范，为高质量推进
综合管廊建设运营提供保障。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这场看
不见的“城市进化”已拉开大幕，未来，这个“地下大网”
还会越织越密，助力城市更新建设，让我们离“韧性城
市”越来越近……

一座城市地上的繁华景象展示着
当下的实力和创造力，而地下的开发
利用则能折射出其前瞻性以及未来的
潜力和竞争力。既要向上生长，又要
向下扎根，才能让城市发展更具韧性，
更加强劲。

今年以来，地下综合管廊被越来
越多国内城市重视起来，它不仅能解
决城市发展过程中各类管线维修、扩
容造成的“拉链路”和空中“蜘蛛网”问
题，改善提升城市品质和综合承载能
力，还能有效发挥投资拉动作用，为推
动经济增长贡献力量。

有行业专家认为，作为保障城市
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生命线”，地
下综合管廊已成为21世纪城市现代
化建设的热点和衡量城市建设现代化
水平的标志之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人民
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
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
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
居、韧性、智慧城市”。

近年来，伴随着城市地上空间肉
眼可见的发展变化，青岛的地下综合
管廊也在不断生长和延伸。2016年4月，
青岛入选全国第二批地下综合管廊试
点城市，借着试点的东风，结合新区开
发、重大基础设施和城市道路建设，青
岛在李沧区、西海岸新区、高新区、蓝
色硅谷核心区、青岛新机场等5个区
域建设了21个地下综合管廊试点项
目，总长度超49公里。

与此同时，青岛紧密结合城市更
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因地制
宜开展综合管廊建设，截至目前，连同
早期高新区已投入运营的55公里综
合管廊，全市建成各类管廊达170公
里。入廊管线全面涵盖给水、再生水、
雨水、污水、热力、燃气、电力和通信
等，总长度超2000公里。

如今，经过超前布局，科学谋划，
青岛地下管廊网图上，已然实现多点
开花。

■今年4月份，唐河路-安顺路打通工程首节预制地下综合管廊安装完成。王冰洁 摄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地下综合管廊内布设多层支架，
各类线缆依托支架“各行其道”。 刘 栋 摄

■图为青岛市级地下综合管廊监管平台，
这里是管理综合管廊的“大脑”，可以远程监测
和控制舱内设备。 王冰洁 摄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地下综合管廊热力舱。刘 栋 摄

■图为已投用的青岛西海岸新区贡北路
地下综合管廊通信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