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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市中关村西区综合管廊为

例，该综合管廊主线长 1.9 公里，包括

水、电、冷、热、燃气、通讯 6 种市政管

线。根据工程数据对两种施工方式进行

对比，传统直埋方式建设中的经济成本

初始投资为 3126.91 万元。据测算，采

取直埋方式铺设管线导致的间接成本达

12763.4 万元。采用综合地下管廊建设的

初始投入分为管廊结构、管廊铺设、辅

助设备三个部分，建设中的经济成本初

始投资为 6380 万元。同传统直埋方式综

合成本相比，综合管廊的间接费用如管

线重新敷设成本、道路开挖对交通车辆

的影响、道路开挖对道路质量影响等外

部费用均为零。在管廊内部对管线的日

常维护费用普遍低于同等规模的直埋管

线。据测算，采取综合地下管廊方式铺

设管线导致的间接成本为 4040.43 万元。

虽然综合管廊的直接工程费造价比传统

直埋方式高出 104%，但是在考虑了各

种外部费用因素条件下，综合管廊在其

生命周期中带来的综合效益高于传统方

式。因而，采取综合管廊建设方式，并

且由于地下面积的开发和利用，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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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的经济收益。

支持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财政政策

建议

我国目前已建和在建的综合管廊基

本上都是通过各种财政手段来筹措，后

期运营中又较少采取收费方式筹集资

金，仍由财政收入来保证管廊的运营。

如建设中关村西区的综合管廊，总相关

成本为 10420 万元，相当于每公里 5210

万元，高昂的造价对地方财政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伴随着综合管廊建设与运营

规模不断扩大，没有资金回报的巨额建

设投资势必难以为继。要实现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体制改革的深化，为综合管廊

建设长期稳定发展提供长效保证，需要

打出“组合拳”。

一是制定统一的政策法规体系。加

快城市地下管线的立法进程，规范综合

管廊建设中的资金分摊与回收、关键技

术参数等问题，明晰产权关系及运营

维护的权责，使城市地下管线的规划设

计、投资建设有法可依。

二 是 推 广 PPP 模 式，加 大 民 间 资

本引入力度。根据财政部、住建部发布

的通知，中央财政对地下综合管廊试点

城市给予专项资金补助，对采用 PPP 模

式达到一定比例的，将按补助基数奖励

10%。鼓励非公有制经济通过特许经营、

投资补助等方式参与地下管廊的建设与

运营，有助于在未来逐渐形成以国有为

主导、多方参与、合理竞争的格局。

三是完善用户收费制度。地下综合

管廊运营费用的稳定来源离不开合理的

用户付费制度。目前，基础设施产品价

格普遍较低，政府应逐步推进价格体制

改革，尊重市场调节，使价格反映真实

社会成本，从而有效抑制浪费，满足管

线管理者的利益诉求。

四是完善配套税收优惠措施。对于

地下管廊建设与生产的企业给予税收优

惠，如对于生产配套管线的企业、弱电

群管理企业等，可以考虑通过减税来提

高地下管廊的投资回报率。对于取得特

许经营权的投资者，可以考虑减免企业

所得税。

（作者单位 ：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分行）

责任编辑  韩璐

图
片
新
闻

专家学者献策中国—东盟互联互通

11月26日，财政部亚太中心在广西南宁举办了“构建

多元投融资机制，促进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座谈会。围绕如

何促进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如何构建多元投融资机制等问

题，来自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广西财政厅、广西国际博

览局、北京大学、广西发展研究中心、广西社科院等单位的

专家学者展开讨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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