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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有轨
电车亏损严重

甘肃天水盲目举债搞“有轨电车”年亏损竟然高达3840万元

民心工程咋成了闹心工程

化解地方隐性债务是这几年各地政府
的重要工作，也是中央下定决心要完成的事
情。地方债的形成与很多因素有关，其中最

重要的莫过于部分地方政府为求政绩和面子
盲目借债上马各类项目造成浪费和财政资金
紧张。1月15日，中央有关部门公开通报3起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其中之一
是甘肃省天水市盲目举债上马“有轨电
车”项目，该项目一期年运营亏空
三千多万，二期成“闹心”工程。

近日，甘肃省天水市盲目举债上马
有轨电车项目，造成巨大资金浪费一事
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近年来，诸如“地铁站建成五六年
未启用”“高铁站日客流量不足百人亏
损严重”“贫困县投资 70 亿建设大学
城”等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一些地方
打着“适度超前”的名义大搞基建工
程，最后却都被现实所打败，不仅建成
的一些基础设施数年后因种种因素得
不到启用，有些已经启用的也因亏损严
重关停“落灰”，成了摆设。这种不顾客
观实际蛮干硬干、片面追求短期效益的
做法，不仅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作风，最
终也留下了一堆问题，落了个劳民伤财
的局面。就此去看，地方主政官员显然

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能为了自身“政
绩”给地方留下债务窟窿。

此次天水市被当作典型案例通报，其
实也是一个鲜明的警示。尤其是对那些
人口和经济体量不足以支撑有轨电车项
目建设和运营的城市而言，与其浪费大量
资金投入有轨电车、地铁等项目搞“超前
基建”，不如依据本地现实踏踏实实走好
发展之路。总而言之，无论是此前落马官
员李再勇主政贵州六盘水期间盲目举债
搞旅游，还是此次被当作典型通报的天水
市举债搞有轨电车，都在背离新发展理念
的同时，加重了基层的经济负担。就此去
看，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盲目举债搞所谓

“超前基建”这事儿一定要喊停。
据新华社、第一财经、新京报、上游新闻等

天水盲目举债搞“有轨电车”亏空其
实在全国并非个例，对于“有轨电车”建
设，各地网友也是纷纷喊话，希望不要再
盲目建造。下面这些案例同样是把“民
心”工程弄成了建也没钱建、拆也不能拆
的“闹心”工程。
1.广安耗巨资打造的云轨至今没有通车运营

广安云轨曾经规划了 4 条线路，其中
在 2017 年 2 月先期开工建设了云轨 1 号线
一期工程，从广门站至邓小平旅游中心，
全长 9.9 公里，设置 7 个站点，预计投资 20
亿元，原计划 2018 年开通。然而事与愿
违，时至今日，广安云轨不仅未能实现通
车运营，甚至大部分车站仍处于封闭状
态，列车也停放在维修库内，整个项目处
于半完工的状态。
2.广西首条轻轨被叫停，看着揪心

柳州轨道交通首条线路于 2016 年开
工建设，起点站为上板桥，终点为尚琴站，
全线设立车站 35 座全长 42.42 公里，总投
资为 225.5 亿，但是由于未批先建被叫停，
成为失望中的轻轨。目前，该项目重点位
置还在继续施工，只不过大部分路段，已
无力继续施工。因此，有不少柳州市民呼
吁与其闲占路面，不如先拆轻轨围挡，双

车道变四车道还路于民，或许是当下最好
的选择。
3.佛山高明有轨电车不知道能撑多久

佛山高明有轨电车首期项目总投资
8.38 亿元，高明有轨电车于 2019 年 12 月正
式开通载客运营，但是正式通车运营至今，
高明区为此安排的财政预算支出至少已达
3.78 亿元。其中 2020 年预算支出 3000 余万
元，2021 年预算增加 6000 多万元，达到 1 个
亿；2022 年，该线路运营的财政预算支出同
样为1亿元；2023年该项预算上升到1.45亿
元。但从其收入账来看，2020年~2021年，该
线路每年票款收入仅有数十万元。不少网
友担心，这条首期为 6.5 公里，并设沧江路
站、跃华路站等 10 座车站的佛山高明有轨
电车撑不了多久了。
4.上海有轨电车几乎没人坐成过去式

上海张江有轨电车被市民昵称“铛铛
车”，2023 年 6 月，上海张江有轨电车停运。
而值得留意的是，到停运前，上海张江有轨电
车日客运量已锐减到 1000 人次左右。有市
民回忆，有时候“从起始站上车，一路上几乎
没什么乘客上车”。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影响
造成交通拥堵的“有轨电车”已成为过去式，
希望其他城市引以为戒。

“有轨电车”成亏损“黑洞”
年亏损竟然高达3840万元

2018年天水通过PPP模式
规划建设两期“有轨电车”工程
项目，计划投融资 90 亿元。
2020年5月一期工程正式运营，
天水有了“有轨电车”。原以为
项目不仅能够改善天水市的交
通状况还能起到提升招商引资
吸引力的效果，没承想成了亏损

“黑洞”。根据通报显示，“有轨
电车”一期项目年运载乘客约
80万人次，收入为160万元，而
每年的运营成本高达 4000 万
元，换言之，年亏损3840万元，
运营亏空主要来自财政补贴和
运营主体自筹。

大家要知道收回投资成本的
前提是年收入大于年运营成本。
假设天水的“有轨电车”一年收入
1亿元，剔除4000万元运营成本
后的剩下6000万元，这6000万
元可用来归还债务本息。可“有
轨电车”年亏3840万元，别说用
利润还债了，政府还得年年贴钱
补亏。

甘肃天水市并非经济发达城
市，2022 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为45亿元，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为321亿元。财政缺口由
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及借债补足，
天水市的财政状况本就紧张、需
要花钱的地方很多，结果还上了
一个“吞金兽”项目，为此背上高
额债务的同时每年还得预留出
一笔钱补亏。

一期运行效率低下
二期工程搁置导致交通拥挤

据报道，天水“有轨电车”一
期竣工运营，乘坐人数不多，究其
原因有三个：一是运营里程短、未
能形成网络；二是不在市中心、人
流量不足；三是行驶速度只有20
多公里/小时，还不如坐公交车
快。三大劣势导致“有轨电车”的
年载客量不足100万，加上民生
工程项目不可能收取高昂票价，
全年只有不到200万元的营业收
入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首期“有轨电车”实用性不
强，同时，由于未考虑沿线河道蓄
水问题，导致一期工程存在潜在
地质风险。二期工程麻烦更大。
据了解，二期项目是在2020年启
动的，投资额约65亿元，预计三
年建完，也就是2023年完工并投
入使用。可由于项目融资资金无
法到位，目前大部分工点暂时停
工。不停工还好，一停工立马造
成交通拥堵，给当地群众出行和
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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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

中央通报另外2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1.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实行“千分制”甚

至“双千分制”“三千分制”考核体系
2018年以来，临沂市费县对乡镇和县直

部门单位组织开展了“千分制”甚至“双千分
制”“三千分制”综合考核，其中2018年开展
党建、经济社会发展“双千分制”考核，2019
年还增加重大隐患整治板块，实行“三千分
制”考核，其他年份实行“千分制”考核。同
时，该县有个别部门、镇街在有的年度对下
属单位、所属村（社区）开展过“双千分制”考
核。这类考核虽然有区分优劣、激励担当、
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指标设置客观上存在过
多过细、不够科学精准、脱离实际等倾向，还
有的考核频率过高，实行月度排名、季度通

报，不利于干部树立长远政绩观，加重了基
层负担。

2.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在水土保持核心
区搞“挖山造田”

龙岩市长汀县在原重点水土流失区、现
水土保持核心区组织实施耕地、山林开发项
目，通过劈山、平山“造田”，将地势陡峭、缺少
水源、沙化严重的山坡开发成梯田，不顾缺水
实际硬造“水田”。在“挖山造田”的带动下，
当地连续22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并经常超
额完成指标，但部分新造田块耕种困难、缺水
抛荒，有的山林开发项目烂尾、植被破坏，在
水土流失治理尚未成功时，可能引起二次水
土流失。

媒体评论 劳民伤财的“超前基建”快喊停

上海张江有轨电车无人问津

佛山高明有轨电车如今闲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