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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巴黎，作为各自国家的首都，前者经历 2012
年 7 月 21 日的特大暴雨，水淹全城，举国哗然 ；后者经历
2013 年 2 月上旬欧洲南部特大暴雨却安然无恙，这一鲜明
的对比足以引发思考。法国大文豪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说
到 ：“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7·21”事件的全过程，不仅
昭示城市文明及生命本真的价值，更让我们反思北京此次暴
雨致灾的诸多深层含义。台湾作家龙应台说，验证一个国家
和城市是否现代化，一场大雨足矣！地表上的建筑看得见，
而下水道看不见，非得等到下一场大雨，才能看得见，才能
看出建设成果的真面目来，下水道，足以看出一个城市的良
心。本文旨在对北京与巴黎的下水道进行对比，对两者在应
对暴雨时产生的不同效果进行分析，使下水道这一城市基本
设施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

一、北京与巴黎两城市下水道建设基本情况简述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端 , 永定河中游左岸 , 在北京市的

西面、北面及东北面都是连绵的山脉 , 东南是渤海。由于受
季风和地形的影响 , 北京的降雨分布极不均匀 , 夏秋之交会
形成很集中的暴雨 , 而冬季则雨量稀少。北京的降雨量集中
在 6 月、7 月、8 月、9 月 , 其中 7、8 两月降雨量占到全年
的 63%。北京的排水系统建设有悠久历史，北京开始建设排
水系统，源于元朝 ；明清时期 , 排水沟渠系统得到了进一步
完善 , 既有砖墙、石盖的暗沟 , 也有建在地面上的明沟 , 系
统比较完整 ；但在日伪及国民党统治时期 , 几十年间北京市
基本上没有进行下水道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对北京的下水道进行了系统的建设和规划，
但直到今天，北京的老城区仍在使用这些设施。自近代以来，
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如此滞后的下水道建设跟不上北
京快速发展的速度。北京城市排水系统主要包括城市河道、
市政排水管线、排水泵站等，按照排水性质可分为雨水排水
系统和污水排水系统。虽然从 1989 年开始，北京加快城市
排水设施建设，实现从传统排水向现代排水的转变。但是仍

不能满足自改革开放以来日新月异的北京。中国城市的排水
设计多起步于 50 年代，北京等北方城市都普遍学习干旱国
家苏联的模式，实施低成本建设，这是历史遗留产生的问题。
这对当时积贫积弱和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北京市来说是符合
的。不过今随着中国的变化与发展，再加上气候的变化，还
有“硬底化”（大多数土地被水泥或者沥青所覆盖）的城市病，
导致自然的排水能力很弱，使得下水道的负担加重，甚至超
出负荷，一旦遭遇台风暴雨侵袭，险象环生。

巴黎地处法国北部，塞纳河西岸，城市本身踞巴黎盆地
中央，属温和的海洋性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 ；1 月平
均气温 3℃，7 月平均气温 18℃，年平均气温 10℃。全年降
雨分布均衡，夏秋季稍多，但巴黎的交通和城市排水并没有
受到影响，这和巴黎闻名世界的地下水道是密切相关的，巴
黎地下水道总长 2347km，雨水到了地面便迅速了无踪影，
直奔下水道。巴黎下水道由人员可进入的大管网系统收集生
活污水和雨水 , 利用重力将之排除 , 是典型的合流制管道系
统。目前 , 这种大截面的步入式管道系统还发挥着庇护给水
管网、电话线缆、压缩气等管线的类似共同沟的作用。今天
的巴黎下水道规模远胜于巴黎地铁，整洁干净、无杂物，设
置规整，下水道设计分中间和两边，中间是排水道，两边
是便道。据统计，巴黎下水道盖有 2.6 万个、地下蓄水池有
6000 多个、维护工有 1000 多名，这种配备在一个城市中实
属不易。

二、北京下水道相对于巴黎下水道存在的问题
北京等大型城市的排水系统在建设时标准偏低是导致

问题存在的重要原因。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地下空间更多地
留给了电力、电信以及地铁等直接关系到 GDP 的公共设施，
而留给下水道的空间很小。排水不畅，拥堵，溢满等问题超
出不穷。我国城市污水排水体制一般分为合流制和分流制两
种类型。合流制排水系统是将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和雨水在
同一个管渠内排除。分流制排水系统是将生活污水、工业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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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雨水分别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各自独立的管渠内排放的系
统。在一个城市中 , 有时采用的是混合制排水系统——既有
分流制也有合流制。大城市中 , 各区域的自然条件以及修建
情况可能相差较大 , 在各区域采用不同的排水体制也是合理
的。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因素使
原有排水系统已不能满足收集和输送污水的需要。原有的建
设已经不能满足新增因素的需求。在与巴黎下水道进行对比
度过程中，我们发现北京下水道存在以下问题。

（一）城市规模扩大，城市热岛效应明显，建设难度加大，

资金短缺，相应设施没有得到更新换代

城市热岛效应是暴雨频发的诱因。城市导致热气体排放
的介质较多，人口，车辆等排放的高温气体一直在加热市区
的温度，“硬底化”路面吸收了大量的热量，使得热气流在
城市上空不去，等到上升到高空与冷空气交锋继而形成降雨。
这种降雨雨量是很小的。北京的郊区绿化多，地势开阔，利
于热空气散发，对城市来说降雨明显不多，下水道的建设就
显得不是那么的重要。“7·21 暴雨”时冷暖空气交汇点在北京，
使得北京的降雨量剧增，持续时间也很长。使得降雨不多对
于城市泄洪能力不太在意的北京来说，这场暴雨马上成为了
灾难。

由于城市化的发展，北京的土地价格高昂，并且以房地
产开发为主要经济增长点的城市发展和按 GDP 论政绩的导
向，地下水道的建设遇到的问题重重，不仅地下空间难以腾
出（被地上建筑覆盖，施工难度大），在下水道工程建设上
面政府和开发商的投入资金相较于其他配套设施来说较少，
大多数管道线路设施老化，得不到更新换代，不能应对突发
情况。管道维护维修情况也是问题重重，通常是发生问题时
才会去处理问题，检修巡查周期较长，不易应对突发情况。

巴黎的下水道位于地下 50 米处。巴黎的下水道可分为
小下水道、中下水道和排水渠三种。巴黎地下水道的岔道都
有名称，名称是相应街道的街名，熟悉巴黎街道的工人在地
下工作时都有专门负责的地段，有些工人甚至将护理下水道
作为家族传统，工作延续了几代人。巴黎市政府财政通过使
用者缴纳税金来满足下水道系统运营的需要。国家水务局也
参与到其中，对该类设施进行补贴，这就解决了在维护下水
道过程中产生的资金问题。

（二）人口密集程度高，产生的垃圾量远远大于巴黎

北京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 年 10 月，北京人
口总量已达到 1961 万，比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增长了
44.5%，是全国 31 个省、市、区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大都
市区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是城市发展的客观
规律，在发达国家，大都市区已经成为承载绝大多数城市人
口的空间形态。中国的人口总量处于世界第一位，北京作为
中国的首都，集聚了全国各地大量的外来人口，加上本地户
口人员，在京人口总数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截至 2009 年１月１日，法国首都巴黎人口总数已经突
破 220 万，这个数字相对于北京的 1961 万来说，只占北京
的十分之一，而北京的地下管道建设远远达不到巴黎的程度。
城市规模越大 , 对污染物的自然净化能力越低 , 这是大城市
环境效益较差的原因。与一般综合性功能的政治中心比较 , 
北京有 3 个特殊背景 : 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 ; 强烈的首都情
结 ; 庞大的全国人口规模。这 3 个背景是北京发展的比较优
势 , 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独具一格的比较优势使得北京具有
一般政治中心所罕见的超强集聚力 , 也催生全市人口迅速膨

胀。这种大规模的人口集聚，产生的生活用水和需要排入下
水道的生活垃圾总量是非常巨大的，北京下水道承担着其他
国家首都无可比拟的繁重任务。在这种工作量下，北京的下
水道处理能力显得非常弱，难以满足城市发展需要。

（三）政府重视不足，投资渠道单一

北京的排水系统当然也在建设，但在仍以 GDP 增速为
政府官员主要考核指标的制度下，重地上、轻地下的行为成
为一种必然。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虽然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
但是投入大，运营维护费用高，政绩体现不明显，只有在汛
期才能体现作用，况且北京年年出现暴雨的概率也不大，就
算发生内涝，等积水退去后，城市排水系统建设滞后的问题
很快就会淡出人们视野。因此政府对排水系统的建设不够重
视，投入积极性不高。另外，城市排水系统具有公共福利性
质，盈利少，很难吸引民间资本进入，主要依靠政府财政维
持运行，投资、融资渠道单一。众多因素的齐齐发力，使得
本身困难重重的下水道建设更加举步维艰。

三、启示
下水道建设是城市工作的良心工程，巴黎能做到，是其

精心培育的结果 ：数百年前的巴黎曾仅有几百米排水设施，
污水横流，疾病蔓延。一个叫勃吕纳梭的人花了 7 年时间，
将巴黎的下水道长度扩展到 30 公里。改造过后的下水道使
人们尝到了干净方便的甜头，城市的泄洪能力提高了，传染
病发病率明显下降。巴黎人建设下水道的工作并没有停止，
其下水道最终形成为长达 2300 公里的豪华网络。如今，巴
黎下水道宽阔得地方可以供两辆汽车并排行驶，干净程度更
是有目共睹，并成为巴黎一处独特的旅游景点。反观中国，
无论是北京还是武汉、长沙等城市，一到雨季就成为“泽国”，
城市的良心荡然无存。一个城市的发展和兴盛并不在于建筑
的雄伟，商品的琳琅满目，而是真正的将城市打造成为宜居
宜家的地方，那么安全感是必不可少的，而人们看不见的下
水道恰恰是构筑城市安全防线重要的一环。中国城市，亟须
探寻一下自己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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