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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

六盘水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

一、项目概况

六盘水市地下综合管廊位于六盘水市中心城区，共 14

条管廊工程，长度 39.8 公里，估算总投资 32.64 亿元。该

项目由六盘水市住投公司先行独资注册成立了市管廊公司，

开展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工作，然后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中

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股份）作为社会资本方，

向管廊公司增资 7亿元（占股 77.78%），市住投公司代表市

政府出资 2亿元（占股 22.22%）共同组建了管廊 SPV 公司，

负责项目建设、运营、管理工作。

二、运作模式

（一）项目具体模式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先由市住投公司在六盘水市独资

注册成立项目公司，由该项目公司进行 2015 年需开工工程

的初步设计、管线迁改等前期工作及部分已开工工程的建设。

增资完成后，由六盘水市人民政府授权六盘水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与项目公司签订《六盘水市地下综合管廊 PPP 特

许经营协议》，授权项目公司组织本项目的投资、融资、建

设、运营与维护。项目公司通过向管线单位收取廊位租赁费、

管廊物业管理服务费（简称“管廊管理费”）和政府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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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补贴等方式取得合理投资回报。

图十 投融资结构图

六盘水市综合管廊 PPP项目结构图

（二）财务测算

项目收入来源包含三部分，即廊位租赁费、管廊管理费

和政府可行性缺口补贴。

1.廊位租赁费定价机制

廊位租赁费按各种拟入廊管线传统直埋成本，综合考虑

资金占用年成本，分 28年等额支付的办法计算得出；廊位

租赁费由各管线单位按传统敷设方式土建投资的比例进行

分摊。

2.管廊管理费定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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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同类项目运营费用现状，结合六盘水市实际情况，

测算六盘水市综合管廊管理费。综合考虑专用截面分摊法和

直埋成本分摊法，对这两种方法的结果取平均值得到本方案

综合管廊管理费的分摊比例。

3.政府可行性缺口补贴

为保证项目的财务可行性，六盘水市政府已出台《关于

六盘水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项目市级补助资金列入市级财

政年度预算及中长期支出计划的批复》（六盘水府函〔2015〕

34 号）。政府将每年向项目公司提供可行性缺口补贴。政府

可行性缺口补贴金额将在选择投资者时，作为竞标标的，由

各意向投资机构竞标产生。根据本方案的投资规模、投融资

结构以及项目公司在运营期的收入和成本，在满足投资者自

有资本内部收益率的条件下，测算政府每年应支付的可行性

缺口金额。

三、借鉴价值

按照“要做全国试点中的示范，示范中的样板”和“要

争创全国一流样板工程”要求。在近三年的项目实施中，六

盘水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中建股份的社会担当和

锐意进取，使六盘水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呈现出不少亮点：

（一）灵活运用 PPP 模式，提升项目吸引力

将中央财政对项目的专项补助资金作为投资人的施工

收益保障，将地方政府可行性缺口补贴纳入中长期财政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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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引入有效竞争降低项目总成本。采用 A 模块（PPP 特

许经营）+B 模块（施工建设）合并公开招标，整合施工利

润与投资回报，切实增强项目吸引力，提升项目市场竞争

力，有效降低项目成本。同时采用 A+B 模式招标，按照《政

府采购法》和《招投标法》相关规定免去施工单独招标程序，

合理节约大量工作时间。

（二）广泛开展市场测试，合理确定准入条件

对市场潜在社会投资人公开发布项目基本信息和相关

边界条件，开展市场测试，调整必要的边界条件，保证项

目吸引力，实现充分市场竞争。在资格预审环节和招标环

节将确定的边界条件作为准入条件，选择能够响应项目需

求的社会资本，有效控制谈判进度，确保项目成功率。

（三）建立科学的财务模型，确定项目边界指标

与咨询机构综合分析项目影响因素，并根据影响因素

搭建科学的财务模型，得出初步边界指标，用于市场测试

有意向社会投资人。根据市场测试反馈结果，在保证项目

吸引力的前提下，开展运营和施工的利润分析，合理设定

多项边界指标，经过反复论证，结合敏感性分析，确定重

点控制指标，得出社会投资人和政府方均可接受的政府付

费成本上限，即政府可行性缺口补贴。通过搭建科学的财

务模型，确保投资收益、施工利润、后续融资利率等指标

匹配，实现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各阶段收益均衡，保障

项目全过程有序推进。

（四）合理分担项目风险，建立动态财政补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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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入廊管线数量众多、情况各异，且现行政策规定

入廊费用的收取由地方政府与入廊管线单位根据市场化原

则共同协商决定，导致入廊费用收取存在不确定因素，其

入廊费用的收取风险成为投资人最大的投资风险。为合理

划分项目风险分担，增强项目可操作性，在当前入廊收费

政策和运营经验尚需完善的条件下，将收费职责明确由政

府履行，实行财政可行性缺口补贴机制动态调整。即：地

方财政根据中标结果每年考核补贴，对入廊企业付费部分

按实际的收取额计算，可行性缺口补贴额根据入廊费情况

进行动态调整。与此同时，对财政可行性缺口补贴设立考

核机制，且将财政可行性缺口补贴与社会投资人的运营管

理直接挂钩，确保项目后续运营规范管理。

（五）主动参与管廊定额编制

六盘水市作为首个具有山地特色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试

点城市，肩负着全国山地特色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积累经验

的重任。地下综合管廊实际施工工艺、工作内容与现行计

价定额有差异，现行定额计价依据无法完全满足，为保证

合理确定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投资控制，提高投资管理水

平，将地下综合管廊的施工特点结合六盘水山地特色，对

实际施工过程中的技术难点、关键控制点进行分析与总结，

及时测算地下综合管廊建筑安装成本，编制具有山地特色

地下综合管廊预算定额，并力争编成省级标准,为地下综合

管廊竣工结算、合同价款调整和争议处理及后续工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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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依据，有效发挥标准定额的引导和约束作用，适应全

面深化工程计价改革的需要。市管廊公司承担定额编制的

实施工作，通过收集资料、测算、归类、整理成具有山地

特色的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工程预算定额，为贵州省、六盘

水市后续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工程提供投资控制管理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