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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综合管廊（日本称&ldquo;共同沟&rdquo;、中国台湾称&ldquo;共同管道&rdquo;），就是

地下城市管道综合走廊，即在城市地下建造一个隧道空间，将电力、通信，燃气、供热、给

排水等各种工程管线集于一体，设有专门的检修口、吊装口和监测系统，实施统一规划、统

一设计、统一建设和管理，是保障城市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ldquo;生命线&rdquo;。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市场发展现状与投资分析报

告》共六章 。首先介绍了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整体运行

态势等，接着分析了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城

市地下综合管廊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

或者想投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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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七、岳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八、十堰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九、铜陵市建设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十、中建地下空间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四）企业研发技术分析

 

第六章 中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未来前景展望

第.一节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融资模式分析

一、融资主体

（一）主体结构

（二）资源整合

二、融资模式

（一）破冰及初级建设阶段

（二）综合管廊快速发展阶段

（三）综合管廊成熟运营阶段

三、还款来源

四、风险缓释措施

第二节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类债券市场分析

一、地下综合管廊类债券市场分析

（一）2019年之前发行的管廊债券

（二）2015年之后发行管廊债信券

（三）2015年后发行的管廊中期票据

二、地下综合管廊类债券情况分析

（一）10嘉建投债（1080088.IB）

（二）16十堰管廊债（1680013.IB）



（三）16岳阳专项债（1680050.IB）

（四）16铜建专项债（1680092.IB）

（五）16盘山专项债（1680095.IB）

（六）16文专项债（1680112.IB）

（七）16金寨专项债（1680185.IB）

（八）16岳阳城投MTN001（101656015.IB）

第三节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发展前景展望

一、城市供气及排水管道长度分析

（一）城市供气管道长度分析

（二）城市排水管道长度分析

（三）城市供水管道长度分析

二、管廊成本与收益估算

（一）管廊综合成本分析

（二）地下管廊收益分析

（三）未来收益的影响因素

三、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前景展望

（一）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制约因素

（二）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发展趋势

（三）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前景展望

附件一：本报告专业术语解释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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