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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加快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改

革，分清政府与企业边界，确需政府举债的，应通过发

行政府一般债券或专项债券融资。开展城市基础设施

和综合管廊建设等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PPP）

试点。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

和综合管廊建设的企业，可以探索通过发行企业债

券、中期票据、项目收益债券等市场化方式融资。积

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完善特许经营制度，研究探索

政府购买服务协议、特许经营权、收费权等作为银行

质押品的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和运营。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

上，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鼓

励外资和民营资本发起设立以投资城市基础设施为主

的产业投资基金。各级政府部门要优化地下管线建设

改造相关行政许可手续办理流程，提高办理效率。

（十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大城市地下管

线科技研发和创新力度，鼓励在地下管线规划建设、

运行维护及应急防灾等工作中，广泛应用精确测控、

示踪标识、无损探测与修复、非开挖、物联网监测和

隐患事故预警等先进技术。积极推广新工艺、新材料

和新设备，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支持发展装配式建

筑，推广应用管道预构件产品，提高预制装配化率。

七、落实地方责任，加强组织领导

（十七）落实地方责任。各地要牢固树立正确的

政绩观，纠正“重地上轻地下”、“重建设轻管理”、

“重使用轻维护”等错误观念，加强对城市地下管线

建设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省级人民政府要把城市地

下空间和管线建设管理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大监

督、指导和协调力度，督促各城市结合实际抓好相关

工作。城市人民政府作为责任主体，要切实履行职

责，统筹城市地上地下设施建设，做好地下空间和管

线管理各项具体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要会同有关

部门，加强对地下管线建设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

查。对地下管线建设管理工作不力、造成重大事故

的，要依法追究责任。

（十八）健全工作机制。各地要建立城市地下

管线综合管理协调机制,明确牵头部门，组织有关部

门和单位，加强联动协调，共同研究加强地下管线建

设管理的政策措施，及时解决跨地区、跨部门及跨军

队和地方的重大问题和突发事故。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城市地下管线综合管理，发展改革

部门要将城市地下管线建设改造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财政、通信、广播电视、安全监管、能源、保密

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分工明确、高效

有力的工作机制。

（十九）积极引导社会参与。充分发挥行业组

织的积极作用。各城市应设立统一的地下管线服务专

线。充分运用多种媒体和宣传形式，加强城市地下管

线安全和应急防灾知识的普及教育，开展“管线挖掘

安全月”主题宣传活动，增强公众保护地下管线的意

识。建立举报奖励制度，鼓励群众举报危害管线安全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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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建

立全面的中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石油

领域一揽子合作，尽快启动俄对华供应天然气，以

开发俄境内煤矿和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等方式扩大煤

炭领域合作，积极研究在俄建设新发电设施，扩大

国际新闻

中俄联合声明：尽快启动俄对华供应天然气

对华电力出口。

双方均支持完善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包

括建立副总理级的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中俄经

济合作战略性项目高级别监督工作组，以及能源

领域专门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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