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虹口区北外滩核心区地下公共空间工程开工，浙江省杭州市将建设“第

二条地下环路”，江苏省南京市江北地下空间项目二期工程中央商务区站底板顺利

封闭……近段时间以来，多地推进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与利用。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与利用愈发受到关注。城

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与城市高质量发展之间有何关系？目前，国内城市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情况如何？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还面临哪些挑战？近日，中国冶金地

质总局矿产资源研究院院长易荣就上述话题接受了中国城市报记者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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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中国城市报：我注意到您

在《第四国土——地下空间与

未来城市》一书中，将地下空

间提升至领土、领空、领海之

后的“第四国土”高度加以认

识。在您看来，城市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与城市高质量发展

之间有何关系？

易荣：我国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已经超过65%，城市已经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空
间载体。以往我们只探讨地
表以上的空间，这显然已经不
能满足新时代城市发展的需
要。合理开发城市地下空间，
可以有效缓解“大城市病”，建
设资源集约节约、环境友好
型城市，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
发展。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可以
拓展城市空间，解决建设用土
地供需矛盾。在城市人口持
续增长的背景下，地表空间的
利用潜力逐渐达到饱和。通
过对城市地下空间的分层开
发、功能分区等开发利用，可
以为城市发展打开新维度，有
效缓解城市土地资源的紧张
状况。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可以
赋能城市更新，化解“大城市
病”。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是完善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城
市立体集约发展。地下空间
特有的功能优势可以赋能城
市更新，在扩大城市空间容
量、提升城市生活品质方面，
尤其是在解决城市交通拥堵、
停车难的沉疴顽疾中发挥重
要作用。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可以
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灾害
防御能力。全球极端天气日
趋频繁，地下空间的有效开发
利用可以为建立紧急避难所、
应急指挥中心、深隧排水系统
等关键设施提供可行路径方
案。地下空间的有效开发利
用，能提升特殊气候环境区域
的城市环境品质，提升城市安
全水平，提升城市抗灾能力。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可以
增汇减排，助力“双碳”目标的
实现。地下空间良好的恒温
特性，是建设生态低碳型、环
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城市的
最佳场所。城市基础设施及
商业服务综合体的地下化，可
以大大提高节能减碳力度。
同时，腾出的地表空间可打造

绿色生态，增加城市碳汇。此
外，大力发展地下清洁可再生
能源——地热能，能够提升碳
汇，加快能源消费结构转型。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可以
释放新动能，驱动经济倍速发
展。“十三五”期间全国地下空
间开发直接投资总规模约8
万亿元，按照1:2.6的GDP转
化率，拉动经济21万亿元左
右。大规模开发利用地下空
间，为促进就业、拉动内需、带
动土地增值、提升城市竞争力
及促进城市转型提供了强大
动能。

因此，城市地下空间的科
学规划和合理利用，已成为推
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
路，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与
现代化提供了更多可能。

中国城市报：相比地上空

间，城市地下空间有哪些开发

利用优势和潜力？

易荣：与城市地上建设相
比，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特殊
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地下空间具有多层
次利用性。地下空间资源按
开发利用深度竖向分层可分
为浅层、次浅层、次深层以及
深层。其中，浅层多用于地下
市政设施建设及商业娱乐空
间等；次浅层多用于地铁、雨
水调蓄、地下工业等；次深层
多用于地下高速公路、特殊管
道；深层多用于军事工程、危
险品仓库、冷库、油库等。地
下空间的多层次性实现了空
间的立体化布局和土地集约
节约利用。

二是地下空间具有良好
的抗灾和防护性。作为以土
体或岩体为介质的环境，地下
空间具有致密性和构造单元
的长期稳定性，这使其防护性
和抗灾性远优于地面建筑。

三是地下空间环境单一，
其恒温性、恒湿性、隔热性、遮
光性及隐蔽性远强于地表，既
能够降低噪声污染，也可节约

能源，降低碳排放，缓解环境
污染。同时，因环境优良，地
下空间也是储存能源、粮食、
核心机密以及设置地下实验
室的理想安全场所。

四是地下空间资源开发
潜力巨大。在拓展城市空间
容量方面，地下空间具有地上
资源无可比拟的作用。此外，
地下空间还蕴藏着丰富的地
热能源，可被多个行业领域广
泛应用。

现状：
总体呈“三带三心多片”特征

中国城市报：如您所述，

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地下空

间，已经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

的必经之路。目前，我国城市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情况如何？

易荣：从发展格局看，国
内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呈
现出“三带三心多片”的特
征。其中，“三带”指城市地下
空间开发利用连绵带，分别为
东部沿海带、长江经济带和京
广线连绵带；“三心”指北部发
展中心（京津冀都市圈）、东部
发展中心（长三角城市群）、东
南发展中心（粤港澳大湾区）；

“多片”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
不同规模城市群为主体的集
中发展片区，分别为成渝城市
群发展片区、中原城市群发展
片区、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片
区、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片
区、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片
区、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发展片
区、北部湾城市群发展片区和
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片区等。

从开发利用场景看，国内
城市地下空间主要用于建设
地下交通（地下轨道交通、地
下公路和地下停车场等）、地
下市政（市政管线、综合管廊
等）、地下综合服务设施（地下
商业、地下图书馆、地下行政
办公等）、地下仓储物流、地下
工厂、地下人防工程以及地下
军事工程。

挑战：
三大短板亟待补齐

中国城市报：您在《第四

国土——地下空间与未来城

市》一书中提到，当前，我国城

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呈规

模化、快速化发展态势。伴随

这种态势，我国城市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还面临哪些挑战？

易荣：我国城市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在规模化、快速化发
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挑战：

一是缺乏系统科学的地
下空间总体规划。少部分城
市地上地下缺乏统筹、浅层占
满深层利用不足，造成地下空
间资源浪费、有的项目先建设
后规划，建设推着规划走。

二是多头管理与无人管
理。城市地下空间管理呈“九
龙治水”局面，开发利用表现
为单点化、碎片化开发，各自
为政先占先用。这致使地下
空间资源浪费，安全责任主体
不明确，从而导致建设和营运
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

三是立法规范滞后。作为
城市重要资源的地下空间，权
属界定、获取、转让、登记等法
律依据缺失。投资建设地下设
施后如权属不能确认，无法形
成法律意义的资产，将影响社
会资本参与城市地下空间投资
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制约和
影响城市地下空间发展。

中国城市报：对于城市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所面

临的挑战，您有哪些建议？

易荣：针对上述问题和挑
战，城市在对地下空间开发利
用时，应加强全局性谋划、整
体性推进，突出开展基于地质
调查评价的地下空间协同规
划，以“总体规划引领，地质调
查先行”主导城市地下空间开
发建设全过程。

同时，坚持问题导向，补齐
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等短板。
鉴于地下空间在功能上的综合

性、空间上的多样性、开发实施
的关联性以及工程建设的不可
逆性，从立法层面明确地下空
间综合管理机构和管理机制，
有效协调自然资源、发改、住
建、交通、人防等相关部门。

此外，推进政策法规的新
立和修订。在国家层面和地
方层面，加快推进地下空间权
属确认及相关立法，积极探索
以市场化融资来支持城市地下
空间建设。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的引导作用，通过“产业化发
展、企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
积极探索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
市场化商业融资模式。

未来：
地上地下应协同发展

中国城市报：城市承载着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

往。关于城市的未来，人们提

出了种种设想。在您看来，未

来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

易荣：地下空间被称为
“第四国土”，具有提高城市安
全韧性、推动城市有机更新、创
建宜居城市环境、推动城市数
字化转型等多方面的优势，可
以有效缓解大城市病，实现土
地资源的集约节约综合利用，
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
城市。城市地下空间将专注于
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开创地上
地下协同发展的未来城市。

未来城市必须以人为本，
注重地上地下空间的塑造与
功能衔接组合，进而满足人们
多样化的社会需求。未来城
市是宜居的、和谐有序的、绿
色的城市。

未来城市必须立体集约，
要以土地为载体，用足城市存
量空间，减少盲目扩张，加强
对现有地下空间的更新与改
造，从而节约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成本；城市建设相对集
中，密集组团、生活和就业单
元尽量减少，即从平面化向立
体化发展。

未来城市必须是透明的、
智慧的，从河湖、森林以及城
市地上建筑物、各类设施到地
下空间各类设施、地层结构、
地下水、地热能源均一览无
余，并利用现代数字技术、信
息技术、物联网技术，将城市
的信息与数据、系统和服务、
运营和管理打通集成，让所有
数据尽在掌控之中，使城市管
理运营更智慧、更高效，人们
生活更便捷、更有安全感。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大有可为
——访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矿产资源研究院院长易荣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