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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应该考虑的几个问题

胡恩宏*

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山东� 250100

摘� 要：城市基础设施往往是一个城市的形象，既能够体现城市建设者的理念，也能反映一个城市的文化特色和

经济发展状况，在服务市民生活、经济建设上意义重大，对不少城市来说，在招商引资、人才引进方面也起到非常大

的作用。因此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工作，既要体现超前意识、全局观念，又要积极寻求与相关企业的合作，充

分利用333或(3��)模式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关键词：基础设施；限高杆；地标性建筑；333；(3��)

一、前言

基础设施（X�EDQ�LQI�DV��XF�X��）对城市来说至关重要，可以给市民提供各种方便，促进当地各项事业的顺利开

展，但现在很多城市基础设施已不能再充分满足实用要求，甚至对局部发展产生制约作用，其中有建设决策、使用

时间、城市发展、资金限制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资金短缺一度严重制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333���（3XEOLF�3�L�D���

3D��Q��V�LS）或(3��)（(QJLQ���LQJ�3�RFX��P�Q���RQV��XF�LRQ，finance）模式可比较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二、与城市基础设施有关的常见问题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景象：通铁路城市的某些区域内铁路两侧房屋门窗千疮百孔，房屋内外布满灰尘；雨天降水

量较大时，铁路桥下积水常导致涉水车辆熄火抛锚，非机动车更无法通过；不少车辆被铁路桥或两侧限高杆卡住进退

两难；去铁路对面直线距离很近的地方，却必须绕行很远。地铁站、火车站、长途客车站等交通枢纽附近人车混行，

交通拥堵严重。大型商超、医院、学校附近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混行，险象环生。一年到头各种管线埋设、检修

频繁，使本来宽阔平整的道路成为拉链，高低不平、有碍观瞻。不少繁华商业地段上空各类线路交织而成的“天网”

让人倍感压抑且隐患重重，线杆基础笨重丑陋，影响通行。汛期里城市内涝让市民苦不堪言……

以上情景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北方，东部还是西部，也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均有类似存在，这反映的不仅是

相应城市基础设施已老化落伍，不能继续积极有效为经济发展服务的问题，更折射出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一系列深

层次问题，包括基础设施的施工工艺、材料选用、工程标准等。

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传统理念

一般来讲，城市基础设施在城市生存和发展中作用极其重要，包括各类工程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既是

市民正常生活的重要保障，也是确保各种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正常进行的重要保障，是城市发展达到其文化、经

济、环境、各类社会甚至国际影响的必要保证。在工程性基础设施中，有交通系统、能源系统、给排水系统、通信系

统、环境系统、消减灾系统、健身娱乐系统等。

社会性基础设施则包括政府机关、医疗、教育、商业、金融、文旅、宗教、慈善及社会福利等方面。在我国，城

市基础设施一般指工程性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的管理通常归属不同部门，其规划、建设、维修等也由相应部门主

导实施。众所周知，城市基础设施的额权属单位之间相对独立，在开展具体工作时往往各行其责，并不主动与其他单

位进行交流，一旦相应基础设施建成投入使用，又有与之匹配的法律法规保护，即便出现整体不协调，也往往不能轻

易改建。

四、造成城市基础设施不合时宜的原因

大部分城市基础设施都曾经发挥重要作用并且都仍在使用中，其中有不少基础设施成为了城市亮点，甚至曾经做

过地标性建筑。以济南为例，如火车站天桥、八一立交桥等，而有些则已不复存在，如全福立交桥、辛庄高架桥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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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拆除。全福立交桥和辛庄高架桥均属于直通型结构，建成伊始便常被吐槽很“土”。两座桥均建成于��世纪��年

代，确实起到一些作用，但终因受限于规模和形式，只存在了十二、三年的时间。燕山立交桥是济南主城东部的一处

标志性建筑（如图�），����年�月建成通车时在和平路东首是落地平交的，����年与东二环高架桥连接时又不得不耗

巨资将落地的部分举升至需要的高度，只相隔不到�年时间就进行了改建。以上几处设施反映的问题，不只体现在全

寿命周期成本分析方面，近二十年几乎所有城市的飞速发展也是导致很多基础设施快速落伍的重要原因。

图1�夜色中的燕山立交

铁路是重要基础设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初期进行规划选址时一般在郊区，既可以方便施

工，保证工期，又不必支出太多的拆迁成本，一旦建成就不会再轻易改建了。随着城市建设建设推进，城市规模不断

扩大，原本位置不太好的区域逐渐列入城市规划中，铁路便成了穿城而过的一堵墙，不仅靠近铁路的位置得不到很好

地发展，同时铁路还在交通、通信等多方面阻断了两侧的互通。这受限于当时施工技术条件、建设成本等因素。

汛期城市内涝严重困扰城市居民，各类管线纵横交错，电力、燃气、自来水、排污、雨水、通信等，分别属于不

同的部门，各自参照自己行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为节省成本采用落实的施工工艺，结果令各种故障层出不穷。对

于地势有较大变化的城市，排洪管线的雨水入口很难在高程上进行控制，当部分排洪管线被淤塞时，就会出现排水不

畅，甚至往外冒水的情况。有的餐饮店将泔水等杂物偷导入下水道，也会有环卫工人为省事将垃圾导入下水道。各种

城市基础设施工作不能统筹考虑，同步开展，导致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济南经十东路（后改称经十路）在����年刚建成通车时在全国属于各项评定标准都名列前茅，属于一大亮点，

也作为交通发展事业的骄傲被宣传，迄今为止仍属于济南市实用性最强、交通承载能力最大、景观效果最好的一条

城市道路。是连接济南市中心城区与章丘区的主要路径，沿线目前有奥体中心（体育主题）、龙奥大厦（济南政务

中心）、汉峪金谷（商业一体）、省博物馆和美术馆（文化传承）、齐鲁软件园（科技园区）、重汽集团（实业国

企）、青岛啤酒（内资企业）、可口可乐（外资企业）等，交通高峰期时企业班车、私家车、公共汽车、电动车、自

行车、行人等各类交通流均比较大，以舜华路路口为例，很多行人需要在此横过经十路，��米长的距离需要在一个信

号等时长内步行走完，并且由南向东和由北向西两个方向的右转车辆避让行人时也要等待很长时间。虽建议不断，呼

声很高，但此处的人行天桥或是地下通道却一直没有被列入建设计划，经十路上其他多处虽建有人行天桥但并没有太

多人使用。多年来这一现状并未得到根本改观。

在一些城乡结合区域或是行政管辖交界区域，往往路况很差，绿化、路灯等附属设施缺失，不对路面清扫、降尘

等。在一些偏僻区域，路面没被硬化，雨水、污水不能及时排出，没有路灯，没有指路标志等，市民常无奈而兴叹。

随着前几年济南市拆违拆临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更多的断头路、卡脖子路等历史原因造成的基础设施建设欠账需要

被清偿，这方面体现的一是财政紧张，融资困难的原因，二是不同行政区域之间需要协调发展。

五、解决方法探讨

（一）将发展的思路应用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中

几乎所有城市都有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这些新项目在申请上报立项之前，就应该进行深入地调查学习，可以去

已建成类似项目的城市学习，全面了解建设前、建设中和建成后可能遇到的问题，主要针对建成投入使用中遇到的

一些问题展开精细分析，提前将不利的因素规避掉，提前对可能出现的难题提出解决方法，用发展的思维思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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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用前瞻的眼光看待问题，结合自己城市各种力量充分考虑，必要时可以延请知名专家进行咨询，也可采取向社

会征求意见的方式进行，避免在遇到其他城市已经遇到的难题时无所适从，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也会影响政府部

门的公信力。

（二）从市民真实需求出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出发点应该立足实际需要，切实做到为经济建设服务和为广大市民服务比如有的路修的

很宽，建成后并不实用，不得不长期将半副封闭起来使用，浪费了大量的资金和土地，应听取来自社会各层面的声

音，广泛征求意见，切实让听证会起到集思广益的作用而不是走过场。对一些设施进行综合设计，充分考虑地面、空

中和地下空间充分合理利用，例如可将同期建设的商业综合体与地铁站、过街天桥（地道）等便民设施与基础设施的

主体结构建设统筹考虑，同时设计、同时施工，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即提升社会整体效益，又同时方便群众，改善

民生，还能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

（三）科学制定长期发展目标，确定为之服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经济建设是政府工作的中心，以经济发展为最重要目标引导着领导的施政观念，虽然有很多项目可以快速带动发

展，带来经济效益，但长远来看，这些项目却又在污染环境、牺牲城市文化传承方面有非常大的弊端，有不少是不可

逆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者应找准切入点，在城市特色气质方面多寻求发展的突破点。

（四）充分利用先进工程施工技术，提高工程质量

改变原有就地取材、带动当地建材业发展的思维，不片面追求节省财政支出，诸如水泥、钢材等建材生产都属于

污染较严重的产业，尤其是水泥生产开山采石。利用先进施工技术，可以提高工程质量，让工程主体结构与周边环境

更协调，还能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安全事故。

（五）与企业合作，解决财政不足问题

现在还有不少地方政府财政紧张，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虽有想法却没办法，很难解决基础设施落后制约经济

发展的问题。有的地方政府和国企、央企合作，实行333（公私合作）���和(3��)（工程总承包�融资）���等模式，由

企业垫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助推当地经济发展，再由政府在约定的时间内帮助企业通过相关利益点进行资金回笼，

实现政企的双赢。虽然企业来说有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风险，但在认真解读政策走向，做好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完

全可以稳赚不赔，或得客观效益。

较大城市应该紧跟时代，转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传统观念，兼顾整体发展与局部发展之间的同步、协调，向智慧

城市、海绵城市建设的方向转化，可以帮助城市越来越时尚，越来越生态，更多新技术带来的亮点进入群众的视线，

群众的生活更方便更智能，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也越来越有魅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还应该考虑留足发展空间，避

免在道路扩建、局部改线和新项目上马时支付高昂的拆迁费用。

六、关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设想

设想一：利用城市高架桥上方空间，进行商业开发。城市高架桥上方现在高架桥的建设已经成为很多城市的重要

基建项目，以双向六车道为例，主桥宽约��米，占有市区较大空间，如果在其正上方建楼，用于商用甚至民用，将可

以节省大面积的土地，其上人员活动对交通、消防、水电等需求的问题完全可以在技术上得到解决。至于产权问题，

完全可以由政府相关部门主导，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界定清楚，就能解决我国城市基础设施长期以来的供给不足

和效率低下等问题���。

设想二：将商业综合体与地铁站等交通枢纽整体开发。不少商业综合体的最大卖点是距毗邻地铁站等交通枢纽，

完全可以在规划时进行统筹考虑，更能发挥作用。

设想三：在一些基础设施设计时，应考虑应对战争、大型突发事件的需要。大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同战争和自然

灾害一样���，需要整个社会各方协同作战，共同面对，但在此类事件没有发生之前，较大城市应该在进行基础设施建

设时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就能赢得宝贵的事件，使事态得到控制。如本次新冠病毒疫情开始时就可以将大型体育

设施或是商场改造成医院，也可以在城市高架桥上搭建简易病房。

七、结语

总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既需要从实际出发，考虑各方面的实际与发展要求，也需要有一定的想象力，设想可能

出现的困难并提前解决好，才能实现超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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