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杆线林立，电缆在空中纠

缠在一起，有的电线还坠落悬

在半空中，这是省城一些道路

的现状。架空电缆不仅影响市

容，还给市民生活带来不便，

严重危及城市安全。电线为何

不能入地？电线入地又有哪些

困难？连日来，本报记者进行

了深入采访。

有部门说“婆婆”太多 有部门说缺资金

“蜘蛛网”入地咋就这么难
本报记者 王光照 崔岩 见习记者 刘帅

在世博会前，上海市政府
专门制定了《上海市2010年架
空线入地规划》，上海城区范围
内80%的信息通信缆线将移入
地下，而中心城区的主要景观
区域、交通主干道、交通枢纽、
旅游景点、历史风貌区、黄浦江
两岸核心区、协调区，以及苏州
河滨河景观道路、世博会场馆
周边道路50%的架空线都将敷
设入地。

格他山之石

上海：

借世博会

改造架空电线

深圳将电缆建设纳入城
市规划体系，由城市规划国土
部门进行统一规划，从拍卖土
地所得的“国土基金”里拨专
款建设电缆沟，无偿交给供电
部门使用，这种被称为“熟地
模式”的做法迅速使市区内的
地下电缆化率接近90%。

沈阳则是由政府专门成
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按照“统一规划、统
一运营、统一经营、统一维护”
的原则，集中财政投入、社会
集资、银行贷款等多种资金渠
道，根据城市规划的管理要
求，建造市弱电共同管沟租售
给用户机构使用，实施不同用
户，差别定价。

深圳：

政府拨专款

建电缆沟

昆明则实施市政道路架
空电线电缆入地改造，平均每
公里投资2000多万元。为解决
资金问题，昆明市政府与云南
电网公司签署框架协议：改造
范围内的电力管沟统一由昆
明市政府授权的昆明市城建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出资建设，
建成后的产权归出资者所有；
云南电网公司负责其所属电
气部分的投资与建设，原有架
空线路入地后无偿使用电力
通道，新增部分则采用购买或
租赁方式。 （宗禾）

昆明：

政企合作

建设管线沟

建设路与二七中路交界
处线缆飞檐走壁。

记者 崔岩 摄

▲建设中的二环西路管线共同沟。 记者 崔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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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改造完三年

电线仍未入地

6月19日，记者走访了省城多条
主干道，发现存在着不少“蜘蛛网”。
其中，历山路、和平路、浆水泉路、建
设路、纬十二路等交通要道两旁电
线杆林立，电力、通信、有线电视等
线路在空中盘旋，在建设路与二七
中路交界处，一根电线杆上密密麻
麻地缠着十几根各种电线，有的线
路甚至还出现了下垂。

“这些电线太乱了。”济南二
七新村的张先生表示，每到雷雨
天，途经此处的居民往往提心吊
胆。“上个月，一辆大车经过这里
时还被电线挂住了，幸好电线没
断，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在纬十二路北段，路两侧的
线路错综复杂地延伸到各个方
向，各种管线横跨街道，杂乱地伸
向附近居民楼或商铺。

在浆水泉路西侧，每隔二十
米就有一根电线杆，粗略计算共
有20多根。据了解，该路段2009年
已完成整修，但至今无法实施线
缆入地。

“婆婆”太多

要协调的部门太多

记者了解到，不仅浆水泉路，
历山路、解放路等省城多条道路
整修完成后，各种电缆都无法入
地，还是在空中悬着，像“蜘蛛网”
一样。

“杆线入地困难太多了。”济
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一位负责人
表示，线缆入地是城市建设的基
本要求，这些年来，济南市也一直
努力进行着高空线缆入地。按照相

关规定，新建或者新改造道路，线缆
应尽量入地。近几年文化东西路、玉
函路、张庄路等道路已经不留电线
杆，管线全部入地。但这几条路电线
杆入地，也是颇费周折。

“在路边建一个小小的变压
器，至少要协调5个部门。”济南市
市政公用事业局相关人员介绍，
电缆入地，需要市政部门完成土
建工程，也就是新建设电力沟，电
力箱、变压器等设施。然后，电力
部门负责铺设电缆等。

市政部门一位长期从事道路
建设的负责人说：“‘婆婆’太多，
施工过程协调各部门太难了。”文
化路改造时，路面工程完成半年
后，线缆才全部入地。当时他主要
负责协调各部门，“电线入地后要
在路边装电力箱，但如果想装电
力箱，至少需要协调城管局、园林
局，以及区政府、街道办事处、沿
线单位等5个部门，不耗上时间精
力无法完成。”

济南市供电公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历山路改造至今已四年，地上电
线杆依然没有全部移除，就是因为
历山路改造时没有预留电缆沟，只
能再等市里统一规划预留电缆沟，
才能进行线缆入地施工。

电缆入地难

各部门都说缺钱

“除了上述问题，资金不足是
电缆入地的最大难题。”济南市供
电公司配电工区负责人说。地下
电缆建设费用大约是架空电缆建
设费的四倍。市政部门相关人员
表示，管线入地必须要建管线沟，
而电力沟只是管线沟的一个组成
部分。电力沟的规模不同，建设费
用也不一样。以二环西路为例，电
力沟建设费用，一公里大约需要
一千万，这还不包括电力部门负
责的电缆费用。另外，地下电缆的
造价也远远高于架空电缆。

日前，上海市道路管线监察办
公室测算了电力空线入地的费用：
每公里道路至少需要463万元。

在济南，建设共同管线沟的
费用主要由政府出资，但从管线
沟走电缆的费用需要电力部门
出。由于资金短缺，一些由区级市
政部门实施的道路整修计划则无
法实现线缆入地。电力部门也表
示资金压力较大。

通信部门一位知情人士透

露，因为通信部门以营利为目的，
线缆入地还要交纳地下空间租赁
费。“租赁费不是小数，增加了企业
成本，我们也不想把线缆入地。”

“蜘蛛网”入地

还需政企合作

“一座城市地面电线杆的数
量，直接反映这座城市的管理水
平。”济南市政协常委孙建军曾提
交提案，希望尽快将和平路等路
段林立的电线杆入地。

为了有效管理地下管线，市
政部门近年来也开始修建地下管
线共同沟，如今旅游路、泉城路地
下共同沟已建成，二环西路地下
管线共同沟正在建设中。“目前，
济南市综合管道全长已经超过1
万公里。”19日，济南市城建档案
馆管线科的王成说，二环西路新
建的地下管廊，专门为电力管线
预留了单独的空间，以便于未来
线缆入地。

孙建军表示，线缆入地耗资巨
大，政府部门应有长远、整体的规划。

“城市的地下建设，是城市良心的体
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
同样是投资1亿元，建设到地上肯定
很出效果，建设到地下，“不出政绩”。
但对城市而言，地下管线和管网的
完善更关系到城市的未来。

杭州市电缆入地率高达80%
以上，是全国电缆入地率最高的
城市。6月19日，杭州电力局相关
人员在接受本报记者连线采访时
说，施工过程中需要各政府部门
相互协调，也需要多渠道筹资。

浙江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研
究所副教授曹康表示，电缆入地
费用很高，可以考虑市场运作或
者政府和企业相互协作，这是一
条不错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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