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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住建复〔2019〕21 号

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对州十二届
人大四次会议第 84号建议的答复

徐丕学等 2 位代表：

《关于增加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项目上级补助资金的建议》已

交由我局办理，经研究，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一、楚雄州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工作推进情况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也称为市政综合沟，是指在城市地下用于

集中敷设电力、通信、广播电视、给水、热力、燃气、供排水等

市政管线的公共隧道，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

集约化、规范化管理的新型市政基础设施。国务院办公厅 2015

年 8 月印发了《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管廊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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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到 2020 年力争建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准的地下综合管

廊，使反复开挖地面的“马路拉链”问题得到明显改善，管线安

全水平和防灾能力明显提升，城市地面景观明显好转，住建部和

财政部已确定了沈阳、哈尔滨等 10 个城市作为试点开展地下综

合管廊建设工作。你们所提的增加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项目上级补

助资金的建议很好，我们也一直在努力为各县市的地下综合管廊

项目争取上级资金。

我州从 2015 年组织开展地下管线普查，于 2016 年完成普

查工作。在此基础上，各县市从 2015 年开始组织编制完成了《城

市地下综合管廊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规

划》，并制定了 2016 年至 2020 年五年滚动规划和分年度建设计

划，2017 年 5 月全州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已经完成，并通过省级专家评审，编制的专项规划对项目建设起

到了很好指导作用，为实现地下管廊项目开工建设打下了坚实基

础。2016 年，楚雄州下发了《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全

州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实施意见》（楚政发〔2016〕23 号），

从 2016 年开始，凡新建、改建城市道路、新区开发、旧城改造

等必须将地下综合管廊纳入同步规划设计和建设，全州遵循“先

规划、后建设，先设计、后施工，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地

上地下一起抓、“里子面子”一起建，不断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

廊建设。

楚雄州“十三五”期间计划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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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自 2016 年正式进入项目施工阶段，2016 年全州计划实施

4.4 公里，实际开工建设 4.91 公里，完成投资 0.5089 亿元，完

成省级下达 5000 万元任务的 101.78%。2017 年全州开工建设

12.68 公里，完成投资 3.05 亿元，完成省级下达楚雄州的 10.24

公里建设任务。2018 年全州开工建设 12.04 公里，完成投资 2.85

亿元，完成省级下达楚雄州的 11.5 公里建设任务，完成州级下

达 12 公里的建设任务。2019 年 1 至 6 月底，全州地下管廊开工

建设 4.636 公里，完成投资 1.86 亿元，完成州级下达 12 公里建

设任务的 38.63%。

2016 年至 2019 年 6 月，全州城市地下管廊累计开工建设

34.266 公里，完成投资 8.2689 亿元，各县建设的地下管廊目前

还未形成闭环，暂无运营管廊。

二、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建设成本高。综合管廊投资较大，初期建设费用约

5700—9000 万元/公里（据管仓数量多少），采取直埋管线方式初

期建设费用约 2680 万元/公里，综合管廊虽然是一次投入、长久

受益，既解决了多线路重复开挖的混乱和浪费，也让管线得到很

好的保护，维护也变得简单易行，减少了维修费用。由于目前综

合管廊建设主要由政府投资，受财政资金有限的影响，多数新城

区在市政基础建设中暂时不能开展地下管廊建设。

（二）投资模式单一。综合管廊投资主体单一，主要以政府

全额出资或政府与管线单位联合投资为主。政府财政压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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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管理水平较低、政府承担全部或主要风险是其主要特点，因

各级财政困难，投入不足，导致工作进度缓慢。

（三）配套政策不完善。国家综合管廊建设法律法规不完善、

技术规范不健全、投融资和运营模式不明确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综

合管廊的建设发展速度。

（四）管线入廊工作滞后。因地下管廊投资成本较高，目前

全州 10 县市地下管廊未形成闭环，没有任何收益，且涉及管线

入廊的电力、通讯、网络等相关部门的微观局部利益观制约了综

合管廊入廊工作，管线部门入廊积极性较低，各管线部门之间没

有交集，基本都属于垄断行业，其利益具有不可调和性，也阻碍

了综合管廊的发展。

三、下步工作措施

2015 年 1 月，国家财政部下发《关于开展中央财政支持地

下综合管廊试点工作的通知》，为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财政部对

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作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达

到一定比例的，将按上述补助基数奖励 10%，但只针对列入地下

综合管廊试点的城市（楚雄州 10 县市未列入试点），其他县市地

下综合管廊建设项目资金补助没有明确，住建部门也在积极向上

级反应争取资金支持，但自 2016 年开始建设以来，均没有争取

到相关专项费用。大部分县市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资金通

常采取政府投资和多渠道融资相结合的方式筹措。政府有关部门

大多通过投资补助、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城市地下



- 5 -

综合管廊项目建设运营，同时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地下综合管

廊的建设和运营，鼓励入廊管线单位参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建

设和运营，鼓励运用 PPP 模式建设和运营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下

一步，为加大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及运营管理工作，计划从以

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坚持政府引导，科学规划，按照“新区建设、旧城改

造”的思路，逐步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工作。积极向州人

民政府汇报，争取县市人民政府支持，根据国家现有政策，通过

国家、省推行的旧城区改造、城市双修、美丽县城建设等工作，

抢抓机遇，提前谋划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项目，科学合理制定

专项规划，尽量确保新区范围内新规划建设的主干线市政道路全

部建设综合管廊，并逐步与现有综合管廊相衔接，使综合管廊功

能最大化，逐步实现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形成环状，尽早产生投资

收益。

（二）探索建立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投融资平台，引导社会资

本参与投资。加大对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融资模式的研究工作，探

索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积极争取列入国家试点及资金补助，融合

管线使用单位资金，推行 PPP、EPC 等多种建设模式，以降低财

政投入，节约资金，并将社会资本引入综合管廊建设，使投融资

渠道多元化，组建项目建设公司建设、维护、管理和运营城市地

下综合管廊。创新投融资模式，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模式，通过特许经营、投资补贴、贷款贴息等形式，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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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社会资本组建项目公司参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和运营管

理。优先鼓励入廊管线单位共同组建或与社会资本合作组建股份

制公司，或在城市人民政府指导下组成地下综合管廊业主委员

会，公开招标选择建设和运营管理单位。积极培育大型专业化地

下综合管廊建设和运营管理企业，支持企业跨地区开展业务，提

供系统、规范的服务。

（三）争取将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列入楚雄州城市基础设

施专项债券发行项目范围。2019 年，楚雄州已有楚雄市第二污

水处理厂二期建设项目、开发区北片区火车站站前大道及广场建

设项目等 3 个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纳入专项发行范围。下一步，我

局将加大协调对接力度，充分发挥县市人民政府主导作用，协调

各县市人民政府按《楚雄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管理

办法（试行）》文件要求，在国家财政部下达的新增专项债券额

度内积极探索、试点发行楚雄州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促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项目推进，破解融资难题。

（四）建立管廊有偿使用制度。在实现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全

线闭环、可有偿提供管线单位使用的基础下，建立地下管廊使用

有偿付费制度，以维持综合管廊的正常运营，降低投资压力和风

险。建立适当合理的收费机制，按照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对

管线使用单位进行收费，由入廊管线单位向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运

营单位交纳入廊费和日常维护费，具体收费标准依市场化原则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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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确定。即可为综合管廊的设备维修更换提供资金来源，减少政

府压力，同时也能够提高管线单位对管廊运营状况的关注程度，

避免入驻管线单位各自为政而造成管廊运营混乱。在地下综合管

廊运营初期不能通过收费弥补成本的，建议州、县市人民政府视

情况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

感谢您对城市建设事业的关注和理解，给我们提出宝贵的建

议，下步我局将会在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继续抓好市政基础设

施建设工作，加大对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支持，积极向上级

反映争取项目资金，使全州城乡人居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人民群

众满意度得到较大提高。

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 年 8 月 20日

（联系人及电话：胡静 13312605850）

抄送：州人大选联工委，州政府办公室

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19年 8 月 2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