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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综合管廊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策略探讨
□  王继红

[摘  要] 本文以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城区综合管廊项目建设为例，针对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

地制宜地提出对策和建议，可供类似城市综合管廊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部门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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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统

一部署，引导城市转型升级，保障地方经济发展的重大

举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但是综合管廊项目建设任

重道远，不可回避、不能忽视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期间

各种困境和问题。本文以山西省运城市综合管廊项目建

设为例，分析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相应对策和建议。

1  规划设计方面
1.1  管廊规划在市城区没有全覆盖

运城市城区禹都公园以东新区、经开区、盐湖机电

工业园区、盐湖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廊规划没有全

覆盖。

1.2  强制排水管道入廊政策在运城市中心城区

不适用
为了进一步发挥综合管廊的作用，2016年，国务

院要求所有管线必须入廊，住房城乡建设部多次强调污

水管道必须纳入综合管廊。运城市规划局编制规划时也

明确4舱室干线管廊需单独设置污水舱。

但是市政排水管线一般采用重力流，排水管道入廊

将增加综合管廊埋深、增大断面尺寸、增加工程投资；

排水管道入廊还会带来清淤困难，容易积聚有毒、有害

气体[1]。特别是运城市中心城区地处平原地带，地形地

貌特征不适宜采用排水管道强制入廊政策。

1.3  管廊覆土深度不合适
综合管廊覆土需考虑沿街单位、居民小区的雨水、

污水支管穿越道路的高程，需要考虑入廊管线支管跨越

相邻舱室高出部分。运城市规划的干线、支线管廊覆土

不小于2.5米，深度偏深；缆线管廊覆土小于或等于1.5

米，深度偏浅。

1.4  管廊交叉口节点设计形式不明确
规划确定的管廊呈网格状布置，交叉口存在十字或

丁字交叉。不同方位的综合管廊建设时序存在差别，规

划设计时若没有协同考虑交叉口节点设计形式，建设期

间就容易疏忽。其他方位管廊连接口若没有同步预留，

势必产生二次开挖，造成重复建设。

1.5  入廊管线支架支座设计欠缺
根据运城市实际，综合管廊建设一期完成廊体土

建，二期完成入廊管线安装及廊体附属设施安装。综合

管廊专项规划由运城市规划局完成，包括廊体土建及附

属设施安装、专业管线安装三部分内容。可研阶段与初

步设计阶段由管廊项目建设单位委托，包括廊体土建及

附属设施安装两部分内容；施工图设计阶段廊体土建及

附属设施由管廊项目建设单位委托，附属设施安装施工

图可由专业单位进一步优化，专业管线安装部分由入廊

管线单位自行委托。

综合管廊规划及廊体土建设计阶段已统筹考虑廊体

布置方位及断面尺寸、管线安装位置及管径，对专业管

线及附属设施设计考虑简单，容易忽视专业管线支架、

支座设计。

1.6  管廊监控系统等廊体附属设施设计欠缺
综合管廊规划主要考虑廊体布置方位及断面尺寸，

对廊体土建附属设施如照明、排水、消防、通风排烟、

监控及报警系统考虑简单。

针对以上规划设计方面存在问题，考虑运城市中

心城区实际情况，建议一是尽快补充完善市城区地下

综合管廊规划。二是将已规划的4舱室干线管廊中的污

水舱取消。市政排水管线应因地制宜采用直埋方式。

三是干支线管廊覆土按2米～2.5米考虑，缆线管廊覆土

按1.5米～2米考虑。四是对道路交叉口等节点处规划设

计方案专题研究，一次设计到位。十字或丁字交叉口一

般采用局部加高、上下两层立体交叉方式。对于重要节

点区域，可通过口字形环廊将其内部管线进行整合，并

可结合人防、地下交通或商业开发共同建设。管廊重要

节点处预留连接口，道路交叉口管廊建设应一次完成。

五是管线支架、支座应与廊体土建同步设计，一次预埋

安装。专业管线的管位、管径、管材在设计阶段已明确

时，管线支架、支座应一次安装到位；不明确时，可根

据规划设计方案确定的位置预埋钢板。六是管廊监控系

统等廊体附属设施应与主体一同设计，可分步实施。预

埋管线可与主体同步建设，设备及穿线随后进行。监

控中心可借用管廊周边公用建筑，或与公用建筑协同设

计，但设备安装可暂缓实施。对于拆迁难度较大的个别

路段可以先期建设电力隧道。

2  资金筹措方面
管廊项目前期建设投资巨大、投资模式单一。管廊

项目建设期间投资包括廊体土建，廊内照明、排水、消

防、通风排烟、监控及报警系统附属设施安装，专业管

线安装。不含土地房屋征收资金单舱造价约4000万元/

千米，双舱造价约7000万元/千米，三舱造价约9000万

元/千米，四舱造价约1.2亿元/千米。管廊设计寿命按

100年考虑，与管线直埋的建设期、运营期综合费用比

较，采用综合管廊费用较低，但廊体建安费投资较传统

直埋方式要高出1～2倍以上。目前，市城区管线单位自

行建设、自负盈亏，对廊体建设资金筹措难以联合，只

能靠政府投资解决。而且，管廊项目基本上靠市本级财

政投资解决，盐湖区和经开区没有分担。市本级财政资

金有限，难以解决管廊项目全部投资。

建议：一是采用多种方式筹措资金，缓解市本级

财政资金压力。结合当前财政金融政策，可将管廊项目

采用PPP模式；委托市城投公司单独发行管廊项目城市

建设专项债；将管廊项目纳入地方政府债券内委托省政

府发行，或将管廊项目纳入转型项目申请世界银行贷

款。二是将市城区管廊项目分解给盐湖区和经开区组织

实施。三是将管廊项目全部建设投资分开两部分，政府

投资廊体土建及附属设施安装，入廊管线单位自行投资

建设专业管线安装。四是管廊项目建设分期实施，可平

滑建设期间投资。廊体土建及附属设施安装、专业管线

安装在规划设计阶段通盘考虑，施工阶段分期实施。在

道路项目施工期间，管廊项目建设单位同步进行廊体土

建施工；专业管线安装可根据沿街用户需求，随后由入

廊管线单位自行组织建设；廊体附属设施根据入廊管线

“进驻”情况，由管廊项目建设单位最后配套完善。

3  建设组织方面
3.1  管廊项目建设责任主体单一

2018年4月以前，运城市城区管廊项目建设责任主

体还包含市城投公司。2018年4月以后，运城市政府安

排将城投公司实施的项目移交运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运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综合管廊建设推进考

核的行政主体，同时又是管廊项目建设组织实施的责任

主体。两种主体责任混同，建设主体单一。

建议：将运城市城区管廊项目安排给不同的项目建

设单位，便于推进考核。管廊项目采用PPP模式时，实

施机构可以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盐湖区政府、经开区

等政府部门，建设主体则是政府和社会资本成立的项目

公司；使用管廊项目专项债或直接采用财政投资时，可

以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盐湖区政府、经开区，也可以

交给市城投公司或其他专业项目管理公司代建。

3.2  管廊项目建设时序和建设区域安排不当
2016年以来，运城市在东部新区仅开工建设魏风街

一处缆线管廊；在北部新区仅开工建设一处中银北路支

线管廊，基本做到与新区道路建设同步实施。2017年供

热管道敷设开挖路面，未同步实施综合管廊。2018年实

施的后稷街、舜帝街支线管廊已变更为缆线管廊，2019

年实施的圣惠北路、解放路拓宽改造已确定变更为电力

隧道。但禹都公园以东新区，如何安排管廊项目建设尚

未确定。

建议：一是明确运城市城区管廊项目优先建设区，

力争做到管廊建设与新区建设同步实施，首先在新区形

成一个小范围的地下综合管廊网络。结合运城市城区商

务区、公共建筑集中区的详规，应将东部新区、北部新

区、高铁片区确定为运城市管廊项目优先建设区。东部

新区包括两个区域：围绕博物馆、体育馆、市民中心周

边形成的铺安街—韩信路—红旗街—学苑路之间约4平

方千米区域；禹都公园以东围绕文化艺术中心、双创大

厦周边形成的安邑西路—盐湖大道—运三路—禹都大道

之间约10平方千米。北部新区包括以涑水街为界形成的

南北两个区域：东至学苑路、西至圣惠路，南片区到条

山街，北片区到北环路，共计约15平方千米。高铁片区

指解放北路—大运高速—运三高速—北外环之间约8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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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千米。二是管廊建设应与新建、改造道路同步实施。

三是圣惠北路供热管网敷设时，应避免破坏现有绿化

带，应在绿化带外侧已经预留出的6米辅道内开挖，并

同步建设其他管廊舱室。

3.3  老城区管廊建设未开展
老城区规划道路拆迁不到位，地下管线情况复杂，

前期摸底调查、房屋征收困难，施工期间需要封闭交

通，连接临时管线，开挖基坑需要支护、监测临近建

筑，工期长、投资大，管廊建设难以开展。2016年解放

路—河东街人防工程改造时未同步实施管廊建设。

建议：老城区道路改造，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地

下空间开发如人防、停车场等交通设施改造时同步实施

管廊建设。

4  运营管理方面
4.1  管廊项目投入运营管理时，责任主体不明确

目前，运城市管廊建设处于起步阶段，运城市政府

还未确定管廊项目建设完成后，移交运营管理的责任主

体。当前市城区存在三种公共管线，分别是直埋弱电管

线（电信运营商共用弱电套管和井室）、电力管沟（电

力部门单独使用）、综合管沟（强弱电两家共用或强弱

电给水管三家共用）。运城市政服务中心作为当前市政

管线的使用管理部门，分别委托城通公司管理直埋弱电

管线、供电公司管理电力管沟、管线产权单位共同管理

综合管沟。

建议：运城市城市管理局作为市政公用设施行政管

理部门，尽快成立运城市城区综合管廊运营管理服务机

构。使用财政资金或专项债资金的综合管廊，可由运城

市政服务中心直接管理，也可委托专业公司管理；采用

PPP模式建成的综合管廊，则由PPP项目公司自行承担

运营管理服务。

4.2  管廊建成后，管线入廊难
由于管廊项目建设计划、建设区域安排不当，建

设时序存在差异，造成一定时期内、一个区域内仅一处

或一段管廊可以投入使用。区域管廊并未形成网络，且

与专业管线需求段落不匹配，管线单位难以入廊；或者

管廊建设的投入运营期严重滞后，管线单位为了用户需

求，已将管线敷设到位。入廊时需要二次投资管线安装

费，重新与用户接驳，管线单位入廊还需另外缴纳入廊

费和日常维护费，管线单位不愿入廊。

建议：一是合理安排管廊建设时序，尽量做到与管

线单位需求匹配；二是市政府制定相关综合管廊建设、

运营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具有地下综合管廊的路段，各

种管线必须强制入廊，不准直埋敷设；三是市政府层面

成立管线入廊协调小组，协调解决管线入廊时存在的各

种问题，督促推进管线单位与管廊运营管理服务机构或

PPP项目公司签订入廊协议。

4.3  管廊运营期收费难
地下综合管廊的所有权应归政府所有，管理服务机

构或PPP项目公司具有经营权。管廊项目属于准经营类

项目，政策规定管廊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方，

可向入廊管线单位收取相关费用，具体包括入廊费和日

常维护费。入廊费一般以管线直埋成本上浮30%计算，

日常维护费按管线占用空间分摊。管廊运营管理服务机

构或项目公司只负责管廊运营维护管理和入廊管线运营

安全监管，管线单位自行负责各自管线维修。但由于目

前缺少管廊收费的标准依据，管线单位并不愿缴纳此项

费用[2]。

建议：一是由运城市政府物价管理部门会同各管线

单位，沟通协商确认入廊费和日常维护费，并下发物价

标准文件；二是运城市政府给予管廊运营补贴；三是确

保管廊安全运营，让入廊管线单位体验物有所值，提高

满意度。可采取高科技手段，建立管廊安全监控服务综

合信息平台；明确政府部门、管廊服务机构、入廊管线

单位职责分工，统筹协调，共同管理，形成危机监控、

安全防范与及时处理的联动机制；建立应急预案，将安

全风险事故防患于未然。

5  结语
各级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建设的督查考核主体、

组织实施单位以及运营管理部门，在行使主体责任时既

要遵循国家政策规定，又要结合地方实际，统筹兼顾，

因地制宜地推进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建设并建立和完善运

营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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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景耀

[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变化，民众生活观念的转变，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也面临着危机与消失，毛南族石刻技艺也不例外，在当前城镇

化建设快速发展中，毛南族石刻技艺应该是保护传承与发展的最佳时期。为促使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保持地域民族文化性和城

镇化独特性，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剖析毛南族石刻技艺，为城镇化建设和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中相互促进作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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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大量石材运用，而毛南族

石刻技艺使石材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满足城镇建设发

展需求。当下，谈毛南族石刻技艺，其目的是吸引地方

政府的关注，思考城镇建设发展和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

保护传承中的相互促进作用。

毛南族是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

广西西北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上南、中南、下南山区

和水源、木论、川山、洛阳、思恩等乡镇，以及周围的

河池、南丹、宜山、都安和贵州的惠水等县（市）。毛

南族与其他民族一样，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作出本

民族灿烂的文化并坚守着本民族记忆。石刻手工技艺是

毛南族传统文化中的典型技艺，主要活动分布在环江毛

南族自治县西南部地区的下南乡境内及水源镇上南村一

带的大石山区。

1  石刻技艺现况

1.1  历史渊源
历史上，毛南族石刻技艺大多用于生活生产中的房

屋建设，如石墩、马勺、猪勺和墓碑、牌坊等。详见于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南乡堂八村西北部凤腾山东南面斜

波古墓群、谭三孝墓碑（见图1），水源镇三才村盘江

屯祠堂建筑，水源镇的宋村石牌坊以及用于生活的石水

槽、石水缸、石水盆、石磨、石碾等，可见，清朝时期

毛南族就掌握了该技艺并一直使用。龙纹、虎纹、狮纹

以及植物纹样（图案）展示技艺更为精湛。1999年至

2000年，毛南族石刻传承人谭火炼还曾在北京中华民

族园展示毛南族民居建筑物石刻技艺。

1.2  基本特征
毛南族石刻技艺融中原文化、闽越文化于一体。

雕刻艺术的豪放壮伟、精美的特色便是石刻手工技艺这

一风格特征的重要标志，主要体现在毛南族石刻的代表

作——龙柱、石狮以及圆形石水缸、四方形石水缸栩栩

如生的人物、动物的雕刻（见图2）。石狮大部分呈蹲

状，虎视眈眈，具有威武凶悍的特征（见图3）。清朝

年间，雕匠们创造性地把“南狮”改成摇头摆尾站立

浅谈毛南族石刻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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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墓石碑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