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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杭嘉湖南排后续西部通道工程

重大行政决策草案
（征求意见稿）

2020 年，全国多地遭遇流域大洪水后，习近平总书记对防

汛救灾工作作出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全面提高灾害防御能力，把

重要基础设施补短板、城市内涝治理等纳入“十四五”规划统筹

考虑。治理城市内涝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既是重大民生

工程，又是重大发展工程。拟建扩大杭嘉湖南排后续西部通道工

程补齐我市防洪排涝短板。

一、决策目标

（一）拟解决主要问题

杭州城西区域地处洪涝过渡带，上承小流域山洪，下受杭嘉

湖平原高水位顶托，自然北排太湖距离远、速度慢、效率低，历

来是省、市防洪排涝最薄弱环节。“96630”“99630”梅汛洪水

及“罗莎”“菲特”台风雨，城西最大积水深 1.4 米，四次洪灾

损失近 100 亿元。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蓄滞能力减弱、雨水产

汇流加速，杭嘉湖平原水位逐年呈抬升趋势，河道、管网输排水

能力不足，区域洪涝形势更趋不利。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创新

策源地”加速崛起，区域高质量发展与面临洪涝高风险的矛盾日

益突出。

扩大杭嘉湖南排后续西部通道工程是补齐杭州城西区域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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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排涝短板、提升杭城洪涝灾害防御能力的关键基础设施，是为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打基础、利长远的重大水利工程，同时对减

轻太湖流域杭嘉湖平原防洪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工程主要效益

一是提升城西区域防洪减灾能力，保障“洪水不入城”，本

工程建成后，当“菲特”等级台风雨重现时，城西区域积水面积、

深度和时间将大幅减少。二是改善城西区域水生态环境，实现“清

水引入城”，本工程具备 50 立方米每秒的配水能力，设置净水

设施引钱塘江清水入城，可改善包含西溪湿地在内的城西区域水

环境。三是解决之江九溪防洪御潮问题，推动“安澜三江汇”，

之江九溪片山洪易受钱塘江高潮位顶托，排水不畅甚至倒灌，本

工程可提升之江九溪片防洪御潮能力，并实现既保留涌潮景观、

又消除涌潮安全隐患的目标。四是完善太湖流域防洪排涝格局，

夯实“平安杭嘉湖”，本工程与三堡、八堡等重大流域性排涝泵

站联调联排，共同构筑太湖流域洪涝水南排钱塘江的格局。

“十四五”期间，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将打造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在洪涝形势日趋严峻、水利工程补短

板的背景下，建设扩大杭嘉湖南排后续西部通道工程恰逢其时，

意义重大、效益显著，十分必要且迫切。

二、决策依据

1.2021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城市内涝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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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1〕11 号），要求各地提升城市

防洪排涝能力，系统建设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

2.2021 年 4 月，《浙江省发展改革委 浙江省水利厅关于印

发〈浙江省水安全保障“十四五”规划〉的通知》（浙发改规划

〔2021〕127 号）：本工程列为实施类重大项目之一。

3.2020 年 1 月，《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 年 1 月 30 日，浙江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本工程被列为“浙

江水网”七大工程之平原高速水路工程骨干项目之一。

4.2019 年 1 月，《浙江省水利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东苕溪中上游滞洪区调整专项规划〉

的通知》（浙水计〔2019〕1 号）：本工程列为流域骨干防洪

工程之一。

5.2018 年 12 月，《浙江省水利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项

目库调整方案的通知》（浙水计〔2018〕26 号）：本工程列入

省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建设类项目库。

6.2021 年 3 月，《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杭州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

通知》（杭政函〔2021〕20 号）：本工程列为基础设施建设“十

大标志性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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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1 年 3 月，杭州市发改委印发《关于下达〈2021 年政

府投资项目前期计划（第一批）〉的通知》（杭发改投资〔2021〕

75 号）:要求开展前期报批。

三、建设方案

（一）任务规模。工程任务以防洪排涝为主，兼顾改善水环

境。设计排涝规模 250 立方米每秒（远期 300 立方米每秒），具

备 50 立方米每秒以上的生态配水能力。

（二）建设内容。建设内容包括进水口枢纽、输水隧洞、出

水口枢纽等。进水口枢纽拟设置三个汇水口，分别位于西溪湿地

三期五常港附近以及云城的余杭塘河与九曲洋港交叉口。输水隧

洞拟沿西湖风景名胜区西侧边缘布置（不涉及西湖文化景观遗产

区和西湖风景名胜区核心保护区），隧洞长约 17.1 公里、洞径

11 米、洞底高程-54.5 米。出水口枢纽拟布置于钱塘江九溪水域

（上泗沿山河入江口附近）。工程平面布置见附图。

（三）用地。占地约 407 亩（建成后恢复水面 276 亩）。

（四）投资。估算总投资约 69.96 亿元。

四、可行性分析

根据工程区域位置，综合功能布局、生态环境、地形地质、

经济技术、施工工艺等方面，选择功能满足、生态优先、技术先

进、经济合理的方案。

（一）可争取上级专项资金补助。根据《浙江省水利建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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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浙财农〔2021〕51 号）规定，骨干

排涝重大项目按核定投资的 30%给予补助，工程争取列入《全国

水安全保障“十四五”规划》，积极争取中央水利资金补助，减

轻市本级财政压力。

（二）优化空间布局与技术创新。本工程施工方案拟采用

TBM（地下岩石掘进机）由城西往钱塘江单向开挖掘进，沿线不

设支洞。工程充分利用深层地下空间，作业面位于山体岩石地层

中，对地面建筑物几乎无影响；避开常规城市建设利用部分地下

空间，与天目山路快速路、地铁三号线、紫之隧道、之江路快速

路等地下工程留有足够安全距离。

（三）科学论证生态影响与保护。根据前期开展的相关专题

研究，工程对周边环境影响总体有利，不利影响可防可控。下阶

段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报环保部

门审批。项目施工期及运营期将严格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减

缓或消除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五、实施计划

计划 2022 年开工，建设工期约 56 个月（不含筹建期），2027

年全面建成。

六、决策执行单位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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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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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杭嘉湖南排后续西部通道工程重大行政

决策草案（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今年 4 月，扩大杭嘉湖南排后续西部通道工程被列入《杭州

市人民政府 2021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根据《重大行

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713 号）、《浙江省重大行

政决策程序规定》（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37 号）、《杭州市人

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则》（杭政〔2015〕67 号）等规定，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编制形成《扩大杭嘉湖南排后续西部通道工程

重大行政决策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决策草案》），

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编制背景

杭州城西历来是省、市防汛工作重点，防洪排涝设施建设滞

后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的突出短板，与省委省政府对于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高标准定位不相符。为深入贯彻中央和省、

市关于城市内涝治理的有关要求，根治杭州城西区域易涝易淹的

顽疾，保护广大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高

质量发展，经科学规划、全面论证，提出兴建扩大杭嘉湖南排后

续西部通道工程解决城西区域防洪排涝问题。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于 2018 年 3 月正式启动工程前期工作，

目前工程项目建议书已取得省行业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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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草案》包括决策目标、决策依据、建设方案、可行性

分析、实施计划、决策执行单位等六个方面。

三、编制过程

1.2021 年 4 月，杭州市林业水利局启动《决策草案》编制。

2.5 月 21 日，杭州市林业水利局党组研究重大行政决策程

序及草案编制相关情况。

3.5 月 25 日，杭州市林业水利局发文征求相关市直单位和

地方政府意见。

4.6 月 8 日，杭州市林业水利局完成《决策草案（征求意见

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