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历
史，其实是一个持续迭代的过程，
不断在摸索中前进、在实践中成
长、在创新中推动。”赵静告诉记
者，20世纪80年代开始，厦门开
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序幕，陆续
兴建了大量隧道和地下停车场，
例如，在这一时期，建成了福建省
首座全地下变电站。不过，在这
个阶段，地下空间项目基本为结
建式，且多为点状布局、开发功能
单一，只能称为1.0阶段。

2006年后，厦门将目光投向
地下空间商业价值挖掘，相继建
成大量地下商业综合体和公共服
务设施，后又陆续建设了以万象
城为代表的一批地铁上盖商业综
合体项目，拉开以轨道建设带动
沿线地下空间发展“新范式”的大
幕，初步实现片区互联互通、协同
布局，迈入地下空间开发利用2.0
阶段。

而近几年，以轨道交通为骨
架，轨道商业综合体、TOD成片
开发项目陆续推出，为地下空间
建设带来发展契机，厦门地下空
间开发进入了3.0阶段，除了停
车、商业、人防功能以外，还引导
公共服务、交通设施、市政设施等
功能在地下空间综合布局，不仅
释放宝贵地面空间，还保持了地
面开发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完整
性。

在韦希看来，从1.0到3.0的
升级迭代，展现出厦门地下空间
总体形态从“地下一个个点”，转
变为“地下一条线、一张网”，再通
过区域整体开发打造出“地上地
下一座城”，逐步探索集中成片、
规模开发的全新模式。

“厦门从三维立体城市视角
来审视地下空间开发，更多围绕
人的需求来全面营造城市场景，
品质感越来越强。”韦希认为，这
样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方向，不
仅将给人们呈现全新的、产城融
合的都市生活方式，还有望带来
产业集聚效应，成为城市发展新
的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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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数据统计，目前我
市已建成地下空间总建筑面积约
2800万平方米，相当于15个鼓
浪屿。

不过，走进厦门的地下空间，
你会发现它和想象中的“城”有点
不一样——交通、停车、人防、市
政设施以及综合管廊等相关地下
空间项目占绝大多数，且较为分
散独立，与影视作品中人们可以
在“地下城”居住生活的场景还相
去甚远。

作为全省面积最小的城市和
全国面积最小的副省级城市，厦
门地上空间寸土寸金。“通过对城
市地下空间的分层开发、功能复
合等开发利用，可以为城市发展
打开新维度，有助于集约节约、高
效利用空间资源，有效缓解城市
土地资源及地上空间紧张状况。”
在厦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城市更新所所长韦希看
来，地下空间特有的功能优势可
以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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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难等难题中发挥重要
作用。而如何科学地开发地下空
间，考验着一座城市的规划、建
设、治理水平。

对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厦
门很早就开始探索，且久久为功
朝着一个目标迈进：向地下要空
间，向集约化土地利用要效益，惜

“土”如金，全力发挥土地使用效
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事实上，
随着厦门交通设施、停车设施、市
政设施逐步地下化，已催化出多
重利好。

在筼筜湖畔新建的南湖公园
西园，园内绿植摇曳，沥青跑道、
健身器材一应俱全，吸引不少市
民游客来此休闲锻炼。但在看似
寻常的公园地下，却藏着一座2.5
万立方米的调蓄池，相当于在地
下挖出了10个标准游泳池。

“地上建生态公园，地下处理
雨污，一地两用，综合效益大大提
升。”市市政园林局总工程师王艳
艳告诉记者，这处调蓄池可收集
筼筜湖11-15号沟范围内区域的
截流污水及初期雨水，汇流面积
约为5平方千米，约占整个筼筜湖
南岸总汇流面积的四分之一，可
有效削减南岸截污系统的高峰污
水，极大降低溢流污染，保证水清
岸绿。

来到集美新城，一组庞大复
杂的“生命线”正在地下有序运
行，每天源源不断地为新城片区
输送着水、电、气、通讯信号等。
这组持续汇集成网、建成投用超
20公里，集纳电缆、通信、给水、
污水和天然气管道等管线的综合
管廊，不仅让该片区告别“马路拉
链”“空中蛛网”，还释放了宝贵的
土地资源。

在人们看不见的地下，变化
还在发生——厦门电力与清水进
岛隧道项目已迈入过海段盾构阶
段，正沿海底向本岛端掘进。这
座目前全国最长的过海综合管廊
隧道建成后，将替代原第三通道
过海220KV高压架空线路，保障
岛内居民用电需求。隧道内共廊
铺设的1.6米直径供水管，可实
现日供水20万吨。它的建成将
为厦门地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再
添代表性名片。

乘地铁抵达 2号线湿地公园
站，步行通过站厅，一个挑高9米、
面积约6000平方米的大型空间赫
然展现在眼前，这是湿地公园TOD
的城市客厅。“从地铁站刷二维码出
闸机后，很意外看到右手边就
有一个偌大的艺术空
间，走近发现展览内
容很丰富，空间也很
有设计感。”“五一”假
期，市民王先生一家
无意中与城市客厅邂
逅。

“这个城市客厅，
只是正在建设的湿地
公园TOD项目的‘序章’，
设置的初衷是为了让市民能更
好地理解轨道上的城市生活。”厦门
地铁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规划技
术中心总经理毛咏雯说，待项目各
个地块陆续建成后，城市客厅将更
像一个“都市核”，不仅是湿地公园
地铁站厅的集散中心，还是正在建
设的K11 Select购物艺术中心的
前广场，更是承载市民活动、艺术展
等多种城市功能的公共空间。经过
这里，人们可以顺畅通达商场、写字
楼等不同业态所在区域。

所谓TOD，是一种以公共交通
为导向的开发模式，这种模式的核
心在于将居住、商业、办公、文化、教
育等多种城市功能集成在一个紧凑
的区域内，通常是以公共交通站点
为中心，以400米至800米半径范
围建立的综合性的社区。

“TOD可不是在地铁上盖房子
这么简单，而是在建造‘长在’城市
轨道交通上具有生命力的迷你城
市。”毛咏雯介绍，湿地公园TOD项
目围绕地铁2号线湿地公园站进行
立体开发，以“交通一体化”为设计
核心，通过打造地下、地面、空中三
维立体交通体系，让该项目与地铁
出入口枢纽空间实现无障碍转换，
串联起高端住宅、商业、商务办公等
多元业态。以后市民到达地铁湿地
公园站，就可以“无风雨”地到达该
项目的每个地块空间，这种“零距离
交通”，是不少现代人心中理想的生
活方式。

当前，随着轨道交通进入发展
快车道，在立体空间内寻求土地高
效和多元化利用的以公共交通为导
向的TOD开发模式，正在为厦门城
市发展翻开全新篇章。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城市与建筑设计处副处长
赵静认为，“TOD开发模式，为厦门
地下空间拓展与发展带来更多新的
契机。”

2006年后，厦门将
目光投向地下空间商
业价值挖掘，相继建成
火车站—梧村地下商
业街项目等大量地下
商业综合体和公共服
务设施，后又陆续建设
了以万象城为代表的
地铁上盖商业综合体
项目，初步实现片区互
联互通、协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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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以轨道
交通为骨架，轨道商业
综合体、TOD成片开发
项目陆续推出，为地下
空间建设带来发展契
机。除了停车、商业、
人防功能以外，还引导
公共服务、交通设施、
市政设施等功能在地
下空间综合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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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划
补齐短板

“地下城”从蓝图变成现实
“地下城”建设愈发深入之后，也

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复杂问题和挑战。
不少专家指出，包括厦门在内的

很多城市，地下空间建设依然存在许
多短板，譬如地下空间资源利用率不
够高，尤其是浅层资源未能合理利用；
开发建设的标准不统一，不利于高质
量、大规模地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
等。

“地下空间是一种宝贵、有限、不
可逆的资源，需要先规划后建设。”“地
上地下的规划要相互协调、形成一体
化，地下的各项规划要相互衔接，促进

‘多规合一’，也就是说横向相互连通，
竖向分层安排，而且近期的、中远期的
推进要有衔接要有序。”中国工程院院
士钱七虎认为，科学规划是补齐现有
短板的关键之一。

厦门的探索已经在路上。在地下
空间的规划编制体系中，厦门创造性
地将其分为宏观、中观、微观，分层次
推进。宏观层面，编制《厦门市地下空
间专项规划（2021-2035年）》，主要
控底线、定目标、谋形态、分时序，注重
全市地下空间发展战略、空间布局的
整体统筹；中观层面，通过编制详细规
划，管控地下空间开发强度、功能等指
标，引导空间布局和互联互通，如岛外
新城就正在按时序组织编制重点片区
的地下空间详细规划，用以指导其科
学、有序建设；微观层面，通过地块城
市设计出让图则明确相关管控内容与
互联互通要求，补齐“最后一公里”，确
保规划能最终从蓝图变成现实。

“厦门正在建立地上地下复合空
间资源一体化管控机制。”赵静说，通
过规划统筹、层层传导，为的就是把每
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再开始建
设，让地下空间开发“精心推进不留历
史遗憾”。

同时，地下空间的治理考验着城
市的运行管理水平，厦门通过持续逐
步完善法规政策体系来破题。已出台
的《厦门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办法》进
一步明确部门权责分工，从规划、用
地、实施、不动产登记、信息、监督及使
用管理等方面理顺部门事权，避免“多
头管理”。在此基础上，针对地下空间
项目类型，又相继出台城市绿地地下
空间、轨道交通、海绵城市、停车场、地
下综合管廊的相关管理条例，为实现
精细化管理奠定根基。

一张事关地下空间安全的数字化
“大网”也正在推进中。现在，厦门综
合地下管线数据库已有各类地下管线
信息约40000公里，对各类管线的平
面位置、高程、走向、性质、规格、材质、
权属单位等属性信息有了清晰的反
映。“之后，地下市政基础设施普查及
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将持续铺开，通过
信息的互联互通、实时共享，实现全市
地下空间建设运营智慧管理、地下空
间有序开发利用。”市资源规划局相关
负责人说。

20 世纪 80年代开
始，厦门开启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序幕，陆续兴
建了大量隧道和地下停
车场，建成福建省首座
全地下变电站。这个时
期，地下空间项目多为
点状布局、开发功能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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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是全国面积最小的副省级城市
地下空间发展综合实力位列全国第九
目前已建成地下空间约2800万平方米

向地下要空间
探秘“未来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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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袁舒琪
生活在今天的厦门，地下空间已成

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乘坐地铁出行，在地下车库停车，去地下
商场休闲购物……你会发现，一天中总
有些时间是在地下空间度过的。

深耕城市地下这片广阔的“星辰大
海”，厦门正努力向地下要空间。在今

年新出炉的《2023中国城市地下空间
发展蓝皮书》中，厦门以位列全国第九
的成绩，跻身2022年底中国城市地下
空间发展综合实力排名前十席，相较
2021年提升了5个名次。

地平线以上，这里是高颜值生态花
园之城；而地平线以下，拓展地下开发
后又是一番别有洞天，看不见的地下空

间进化正悄然铺开。随着地上地下空
间互联互通、交相辉映，一座立体的“未
来之城”雏形初现。

厦门的“地下城”是何模样？一座
城市，究竟应该怎样去规划建设它的
地下空间？本期深读，让我们走向地
下，从中探究一座城市现代化
持续发展的可能。

开发新空间
用好新技术

地下空间是城
市发展的战略性空
间，是一种新型的国
土资源。东京、香港
等城市的实践表明，
开发利用地下空间，
是引导人车立体分
流、减少环境污染、
改进城市生态的有
效途径，合理利用地
下空间是解决“城市
病”的一剂良药。我
们可以大胆想象，未
来中国很多城市将
有两张地图，一张描
绘地上空间，一张描
述地下空间。

但不可忽视的
是，与城市地上建设
相比，地下开发有其
特殊性，城市的地下
开发不仅是空间问
题、技术问题，还是
规划问题、协调问
题，其跨功能体系、
跨权属关系、跨空间
单元，且开发、利用、
管理涉及的部门多
且杂。

因此，在地下开
发中，物联网、大数
据、智能识别等新兴
技术的运用就显得
尤为重要。业内人
士认为，厦门接下来
应把地下空间信息
化、智能化共享平台
建设作为地下空间
开发的重要环节来
推进，将信息与数
据、系统和服务、运
营和管理打通集成，
更好为城市地下空
间的规划、建设、管
理等提供智慧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