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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城市地下管道综合走廊也称&ldquo;共同沟&rdquo;、&ldquo;共同管道&rdquo;，是在城市地下

建造一个集约化的隧道空间，将电力、通讯，燃气、供热、给排水等两种以上市政管线集中

敷设在该隧道内，并设有专门的检修口、吊装口和监测系统，实施统一规划、设计、施工和

维护。具有综合性、长效性、可维护性、高科技性、抗震防灾性、环保性、低成本性、投资

多元性和营运可靠性等特点。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作为一种绿色发展方式，践行了新发展理念。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好比是城

市&ldquo;地下管线之家&rdquo;，具有资源集约化、使用寿命长、安全性能高、环境效益佳、

管线运行维护方便等优势。作为国家&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的重点民生工程，城市综合管

廊建设在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是一项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满足民生之需的重要举措。据

住建部最新数据显示，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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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13日，由中国市政工程协会综合管廊建设及地下空间利用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单

位&mdash;&mdash;中冶京诚主编的国家标准《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标准》

正式获批并公告发布，标准编号GB51354-2019，自2019年8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作为我国城市

综合管廊建设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施将为保障我国城市综合管廊的安全稳定运行

，提升综合管廊的运营管理水平提供重要技术指导，同时也弥补了我国城市综合管廊运营管

理期国家技术标准的空白。2019年6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印发了《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规划技术导则》，《导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19年11月2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

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要结合城市发展阶段和城市建设实际需要，科学编制综合管廊建

设规划，合理布局干线、支线和缆线管廊有机衔接的管廊系统，因地制宜确定管廊断面类型

、建设规模和建设时序，统筹各类管线敷设。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行业前景展望与投资可行性报告》共

十章。首先介绍了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概念，接着对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情况、建设管

理模式、PPP模式发展情况、技术应用情况、相关案例进行分析。随后分析了城市地下综合

管廊相关领域的投资态势以及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的投资潜力，最后报告对城市地下综合

管廊未来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并对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相关政策及发展进行了监测和解析。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住建部、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

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



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城市地下综合管

廊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相关领域，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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