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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期 “人气冷”，二
期“资金难” 

　　天水有轨电车一期通车至今
已有 3 年多，客流量却始终得不
到保障。这个当地政府重金打造
的“民生工程”，为何得不到百
姓待见？
　　有天水市民反映称，天水有
轨电车时速比公交车都慢，线路
还偏离市区，他们宁可站着挤公
交。
　　还有网友在天水市政府“政
民互动”留言称：我市有轨电车
的线路规划还有待商榷优化，我
认为有轨电车项目线路应尽量靠
近城市内部，在人口密集区下功
夫。天水市有轨电车现阶段运营
或规划线路中，大部分处于成纪
大道中路、东路沿途以及藉河南
路沿途，非高峰时期客流量较少，
造成资源的浪费。还有人乘车后，
在网络平台留言戏称其为“有鬼
电车，没人坐”。
　　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
者乘坐天水有轨电车 1 号线体验
时，发现全程经过 12 个站点，每
站上车的乘客都寥寥无几，车内
大约只有十余名乘客，甚至有时
还是个位数，整个车厢显得非常
空荡。大约 13 公里的线路，历时
28 分钟。
　　针对网友的留言，2022 年 4
月，天水通号公司回复称，一期
工程开工建设前，已经由省内外
轨道交通、城市规划等行业专家
完成了线路规划和论证，经过批
准通过，目前，已开始二期工程
的开工建设。二期综合考虑了城
市未来发展的各方面需求，连通
秦麦两区，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
方便的出行条件。
　　孙亮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因地质和设计等问题，一期项目
运行速度没有起来，二期设计时
速可达 60 多公里，而且有独立路
权，行驶时没有红绿灯。“二期
线路在市区运行，2 元钱可以坐
完二十多公里的全程。沿线经过
城市里面的商铺、住宅等，对市
民来说非常方便。”
　　然而，被寄予厚望的二期工
程却因“资金困难”停滞了。
　　去年以来就有多位天水网友

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吐槽。
有人问，“天水的有轨电车二期
工程还继续建设吗？如果不再建
设，请将人民群众出行的马路恢
复平整，天天尘土飞扬，眼睛都
成沙眼了，马路凹凸不平，有非
常大的安全隐患”。
　　还有人留言说，天水有轨电
车二期项目从 2022 年开始一直烂
尾，整个羲皇大道被铁皮围挡围
得乱七八糟，道路狭窄且颠簸不
堪，作为沟通秦州麦积二区的主
干道，亦为前往天水高铁站的必
经之路，该路因此一到周末节假
日就堵车。建议先撤去该路段围
挡，恢复正常交通秩序，不要久
拖不决，影响民众出行和天水市
市容市貌。
　　天水有轨电车有限责任公司
称，因资本金问题未到位，导致
项目融资资金无法到位，大部分
项目建设内容不得不暂时停工。
此前，公司已经就围挡问题进行
了排查统计，有条件拆除的已经
全部拆除，有条件开放交通的，
已经开放了临时交通。因为部分
未完工程区域内有深基坑、临时
设施等，若拆除围挡后，对社会
车辆及行人等产生较大的安全隐
患，此类围挡目前尚不具备拆除
条件。
　　近日，《中国新闻周刊》在
天水市马跑泉官泉农贸市场附近
的羲皇大道看到，道路中央被高
高的围挡遮挡，仅留下两边供车
辆通行，路中央覆盖着绿色防尘
网。围挡上写有“内有深基坑施工，
严禁靠近围挡”等提示语。
　　多位路人和沿街店铺店主表
示，有轨电车二期项目开始建设
以来，羲皇大道简直成了天水市
脏乱差的道路代表。早晚高峰时
非常拥堵，尘土飞扬。
　　从天水市财政局发布的相关
文件中，可以看到当地的资金困
境。
　　2023 年 9 月，天水市财政局
公开《天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天水
市 2023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在谈到当前存在困
难与问题时，报告指出市本级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短收较多，特
别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短
收严重，这直接导致市本级刚性
支出无财力来源，同时影响全市
大口径财政收入锐减。

　　四个月后，天水市财政局发
布的《关于 2023 年全市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与 2024 年全市和市级财
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天水
市财政运行管理中存在一些需要
深入研究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市
本级财政收入规模锐减，财政可
用财力严重萎缩。受经济下行、
房地产政策调控、减税降费等因
素影响，房地产关联收入断崖式
下降，2023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预计完成 15亿元，与 2021
年、2022 年同口径相比分别减少
6.5 亿元和 1.21 亿元，同口径分
别下降30.23%和 7.46%；财政“收
不抵支”的紧平衡特征日趋加重，
政府各类债务化解、PPP 项目支
出责任、城市更新棚户区改造、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刚性支出均
无财力保障落实。
　　孙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23 年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处在
停工状态。他表示，江浙一些区
县一年的 GDP 超过三四千亿元，
都没搞有轨电车，天水 GDP 才
七八百亿元，就敢上有轨电车项
目。“除了天水，甘肃的张掖等
城市也都争相建有轨电车，但也
不顺利。虽然作为施工方，但说
心里话，我也认为有轨电车这种
比较烧钱的项目，对于很多经济
不发达的城市是不适合的。”
　　蔡少渠表示，在全国多个城
市，有轨电车都亏损运营，但这
些城市财政状况好，不会出现天
水这样的局面。比如 2023 年，武
汉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完成
2961.42 亿元，完全有能力对有
轨电车的运营进行补贴，确保有
序运营。“相比之下，天水财政
收入有限，很容易暴露问题。”

　　 二 期 有 望 2025 年 运
营？

　　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通报对
天水有轨电车项目的定性，“这
一‘民心’工程成了建也没钱建、
拆也不能拆的‘闹心’工程”。
　　接下来，该项目何去何从？
1 月 30 日，天水市分管住建局的
副市长胡志勇告诉《中国新闻周
刊》，目前，天水市正在全力以
赴认真整改。同时，天水有轨电
车二期的资金问题会由省、市携
手解决，目前也正在有序推进。

甘肃天水有轨电车困局

　　他还表示，针对群众反映的因二期项目
带来的道路拥堵、出行不便等问题，目前也
基本解决完毕。“我们各方面都在加快项目
建设，避免二期项目出现烂尾、闲置浪费情
况。”
　　胡志勇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了一
个时间表：天水有轨电车二期项目力争今年
3 月全部复工，年内完成主体建设，经过一
定的调试周期，2025年第三季度投入运营。
　　近日，国务院下发通知，要求天津、内
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
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等12个省份，
原则上不得在一些领域新建 (含改扩建和购
置 )政府投资项目，其中就包括交通领域，
并点明了城市轨道交通。
　　按照通知所附的《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
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 ( 试行 )》，这 12 个
省份中，在建项目总投资已经超过 50%，已
落实后续建设资金，并视情况优化建设方案、
压缩投资规模的，原则上可以续建；项目总
投资虽然超过 50% 但存在重大问题的，或总
投资未超过 30% 的，都应缓建或停建。
　　“目前，天水有轨电车二期项目投资额
已超过 50%，在我们压减投资规划并落实后
续建设资金之后，是符合续建条件的。”针
对上述规定，天水市财政局有关人士曾向《中
国经营报》这样表示。
　　这名受访者还谈到了后续具体资金筹措
思路：一是与社会资本方磋商谈判，按照以
资源换资本的思路，积极筹措有轨电车二期
项目资本金，力争在 2024 年 3 月 1 日之前
筹措约 7500 万元；二是对接社会资本方联
合体，在已到位资本金的基础上，争取社会
资本方资本金优先到位，推动银行贷款落
地；三是加大财政预算资金保障力度，力争
在 2024 年 3 月底前市级财政到位资金至少
1000 万元。
　　除了上述通知，国家发改委近日也印发
相关文件，对政府与社会资本的投资冲动进
行约束。
　　2024年 1月24日，国家发改委印发《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特许经营方案编写大
纲 (2024 年版，征求意见稿 )》，对特许经
营的范围、实施方式、特许经营主要原则和
合作边界、特许经营者选择基本条件等作出
明确规定。其中，引人关注的一点是，明确
要求除作为政府出资人代表参与地方政府通
过资本金注入方式给予投资支持的项目外，
地方本级国企不得以任何方式作为本级 PPP
项目的联合投标方或股东。
　　一位参加过多地有轨电车项目评审的轨
道交通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5
到 2022 年，受益于 PPP 政策红利，很多地
方政府大上基建项目，部分央企也为了市场
业绩，纷纷与地方加强合作，这是当时多地
上马有轨电车的重要背景。
　　上述专家称，一段时期以来，地方政府、
国企、民企投资热情高涨，带来 PPP 项目数
量和投资额飙升。但地方政府超出自身财政
能力建设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对建成后客流
情况出现误判，为后来有轨电车的停工等埋
下了伏笔。
　　天水市政府对于或将重新开工的有轨电
车二期有所展望。“天水有轨电车现在客运
量之所以少，与运行路线没有形成网络有关，
二期项目通车后，会经过天水南站等区域，
到时候有轨电车的客运量会大幅度提高。”
胡志勇说，下一步，天水也将优化运营管理，
进一步降低建设成本、运营成本，同时增加
车体广告等非票收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