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的通知

（杭政办函〔2017〕7号）

5 第一章 现实基础和发展背景

5 一、“十二五”环保工作回顾

7 二、“十三五”面临形势

8 三、问题瓶颈分析

9 第二章 指导思想和规划目标

9 一、指导思想

9 二、基本原则

9 三、规划目标

11 第三章 主要任务

11 一、切实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13 二、全面提升水环境质量

17 三、全力保障土壤环境质量

18 四、有效控制声污染等要素污染

18 五、深入推进生态保护建设

20 六、构筑环境风险管控体系

20 七、不断提高环保监管能力

20 第四章 体制机制改革

20 一、贯彻落实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

20 二、建立健全生态文明绩效评价和责任追究制度

21 三、强化环保倒逼机制

21 四、完善环境法治机制

杭州市人民政府公报
GAZETTE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HANGZHOU MUNICIPALITY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4-2540

国内统一刊号：CN33-1358/D

杭州市人民政府公报编委会

杭州市人民政府公报室

主 任：周振华

编 辑：刘晓芳 胡 颐

发 行：王建荣

◆省、市图书馆，市档案馆可查阅

◆浙江政务服务网杭州平台，“中

国杭州”政府门户网站可查阅、

下载电子版

主 任：王 宏

副主任：高国飞

俞晓梅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向崧 王永伟

卞吉坤 申屠群雄

冯建伟 吕 宏

杨盛强 何加新

张理云 陈 尧

周振华 赵骊中

洪永鸿 秦剑云

夏喜生 程爱兴

谢剑锋

市政府文件



21 五、建立健全市场促进机制

21 六、完善社会治理机制

22 第五章 规划保障体系

22 一、强化领导组织，明确规划运转机制

22 二、加大投入力度，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

22 三、强化信息公开，动员全民参与

22 四、强化评估考核，促进规划实施

22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电网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

（杭政办函〔2017〕8号）

24 一、总则

24 二、电网现状概况

26 三、电力需求预测

32 四、电力供需平衡

42 五、电网规划

50 六、高压电力设施黄线规划

53 七、环境保护

53 八、投资估算及规划成效

55 九、保障措施

56 附件１

71 附件2

72 附件3

72 附件4

杭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主 管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主办
发布规章 宣传政策 沟通信息 指导工作

政务大事

2017增刊
(第2期)

政府信息公开法定刊物

市政府规章文件标准文本

全市各村委会、居委会（社

区）；各乡（镇）政府、各街道办

事处；各区、县（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有

关单位和人员等。

出 版：杭州市人民政府公报室

地 址：杭州市解放东路18号
市民中心A座

E-mail：hzgb@hz.gov.cn
电 话：（0571）85252455

85252435
传 真：（0571）85252455
邮 编：310026

◆请各赠阅单位将本刊放置在

公共部位供公众阅览

如发现本刊印装质量问题，请与

印刷单位（杭州市市级机关文印中

心）联系调换，电话：0571-85253896

发 行：杭州市报刊发行局、

本刊发行部

工本费：3元

《杭州市人民政府公报》赠阅范围：

公 报 刊 登 的 文 件 与
红头文件具有同等效力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杭州市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的通知

杭政办函〔２０１７〕７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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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实施。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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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

第一章　 现实基础和发展背景

一、“十二五”环保工作回顾

“十二五”期间，我市始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突出重点，统筹谋划，建立健全组织保障、政策

保障、资金保障体系，全方位建设生态城市，全覆盖

治理城乡环境，全过程强化污染防治，促进经济社

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环境质量得到全面提升。
（一）大力推进环境污染综合防治。
“十二五”以来，我市重点围绕大气复合污染

防治、水污染综合防治等工作，通过实行主要污染

物减排、“无燃煤区”创建、六大重点重污染高耗能

行业整治提升等措施，加快淘汰一批落后产能，促
进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和优化升级。 通过开展环境

污染综合整治和“五水共治” “清水治污”等行动，
对饮用水水源地安全隐患、钱塘江和太湖流域水环

境、城市河道水环境进行整治和改善。 在区域污染

联防联控方面，杭嘉湖绍四地共同构建区域大气环

境保护体系，不断推进杭州都市经济圈环境质量

改善。
“十二五”期间，我市以创新总量制度为抓手，

扎实推进污染减排工作，４ 项减排指标提前 １ 年超

额完成，化学需氧量（ＣＯＤ）、氨氮（ＮＨ３－Ｎ）、二氧

化硫（ ＳＯ２ ） 和氮氧化物 （ＮＯＸ ） 完成减排比例为

２１ ７５％、１７ １６％、２１ ８９％和 ２６ ５３％，累计实施减

排项目 １８０９ 个，完成减排国家责任书项目 ６５ 个，
扎实推进排污权交易管理、刷卡排污、排污许可证

“一证式”改革等创新工作。 钱塘江和太湖流域主

要污染物浓度呈稳中趋降的趋势，城市河道水质有

所波动，随着“清水治污”工作的开展，现正逐渐恢

复和改善。
“十二五”期间，我市全面落实“河长制”，着力

打造“零直排”区，基本完成“清三河”任务。 ２２ 家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违法企业及污染源完成关

停搬迁，３１ 个饮用水水源地安全隐患点全部落实

整改，１１ 个县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实现 １００％。 地表水总体状况良好，全市

４７ 个市控以上断面中， 水环境功能达标率为

８５ １％，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的比例为 ８５ １％。
经过各项专项整治工作的实施，大气环境质量

持续好转。 基本建成“无燃煤区”，顺利完成半山

北大桥地区环境综合整治，关停杭钢集团和半山电

厂、萧山电厂燃煤机组，完成 １４６ 台热电锅炉和 １５
条水泥熟料生产线脱硝改造工程，累计淘汰黄标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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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老旧车 ２６ 万余辆，在全国率先成为无钢铁生产

基地、无燃煤火电机组、基本无黄标车的“三无”城
市。 对照 新 的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 ＧＢ３０９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我市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２４２ 天， 优良率达 ６６ ３％， ＰＭ２ ５ 平均 浓 度 为

５７μｇ ／ ｍ３，比 ２０１３ 年下降 １８ ６％。
（二）广泛开展生态市建设工作。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以打造“美丽杭州”

为统领，不断完善生态建设体制机制，优化生态目

标责任考核，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宣传，锲而不舍地

推进各项生态文明建设。 成立了市生态文明（美
丽杭州）建设委员会，通过了“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复查，承办了第三届全国生态文明研究促进年会。
实施“三江两岸”生态景观保护与建设工程，“三
江”沿线绿道全线贯通，６００ 里生态景观廊道初具

规模。 深入推进“四边三化”示范工程，扎实推进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城乡环境面貌得到有效改善。
有序推进生态创建工作，强化市、区县（市）、乡镇

（街道）和村（社区）各层面生态创建工作的开展，
生态建设成果日益显现。 临安市、桐庐县、西湖区

已获得国家级生态县（市、区）称号，淳安县、余杭

区、江干区、萧山区和富阳区均已通过国家级生态

县（市、区）验收，全市 ８８ ９％的区、县（市）达到国

家级生态县要求。 累计建成国家级生态乡镇 １１８
个、省级生态乡镇（街道）１３５ 个、国家级生态村 ２
个，生态示范创建位居全省前列。

（三）统筹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提升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能力，进一步完善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对区域内已有污水处理厂分批

进行提标改造。 全市已运行的日处理能力 ５０００ 吨

以上污水处理厂 ２９ 个，处理能力 ２７６ 万吨 ／日，基
本实现全市范围污水处理厂的全覆盖。 全面实施

城镇污水处理厂一级 Ａ 提标改造工程，相继完成

临安城市污水处理厂等 １７ 家污水处理厂一级 Ａ
提标改造工程。 完善了污水干管系统和污水提升

泵站建设，建成管径 ＤＮ３００ 及以上污水管网 ５３９２
公里，全市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９４％
以上。

二是推进垃圾无害化处置。 九峰垃圾焚烧厂、
萧山区东片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天子岭厨余垃圾

处理项目一期工程稳步推进，现有垃圾焚烧厂的提

标改造工作持续进行，危废防治基础设施和处理工

艺不断升级改造，垃圾清洁直运全面推广，城镇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达 １００％。
三是加强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农村生活垃圾处置为重点，着重扶持微

动力生活污水处理和垃圾资源化项目，全面推行农

村生活垃圾市场化长效保洁管理，“户集、村收、镇
运、区县（市）统一处理”运行机制日趋完善。 全市

有 １３６０ 个行政村完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建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行政村农户受益率达

８０％以上。
（四）切实抓好环保能力建设。
以优化环保服务为导向，全面增强环保服务水

平。 进一步简政放权，推行清单管理。 加强“天罗

地网”建设和“一源一档”管理。 建成权力阳光、环
境地理信息等一批先进业务应用系统。 加强环境

监测管理，深入推进环境监测信息化建设，进一步

完善环境空气监测网络和地表水自动监测网络，建
设环境质量监测预警体系，开展污染源在线监控数

据有效性审核。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我市共建成地

表水自动监测站 ４４ 个、空气自动监测站 ３５ 个，建
成县级以上环境监控中心 ８ 个，污染源自动监控设

施 ６２４ 套（废水 ４１８ 家、废气 １７１ 家、污水处理厂

３５ 家）并联入省、市、县三级平台运行，全市共配备

环境应急监测用车 ４０ 辆，环境应急处置能力有效

提升。
推进危险固体废物信息化管理，启动危废、污

泥刷卡转运工作。 稳步推进辐射监管工作。 办理

环境信访 ８１８７６ 件，妥善处置了一批重点敏感信

访。 完成环境应急管理“三网一库”建设，妥善处

置了 ２０１１ 年新安江苯酚泄漏、苕溪异味、２０１３ 年

自来水异味、２０１４ 年桐庐四氯乙烷泄漏等突发环

境事件 ９０ 起。
严格环境执法，打造“环境监管最严格城市”，

全力以赴保障环境安全。 通过交叉执法、告知执

法、即时执法、公开执法、上下联动执法、有奖举报

执法、在线监测执法、邀请信访投诉人联动执法等

八大手段强化环保执法，适时开展各类专项执法检

查。 出台了“５ 最 ２０ 条”意见，立案查处环境违法

案件 ４８８２ 个，处罚金额 ２８１４３ 万元，其中移送公安

部门案件 １１５ 个，实施行政拘留 ２１２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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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１　 杭州市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指标
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２０１０ 年 规划目标 ２０１５ 年 完成情况

总量
控制

１ 化学需氧量减排 吨
１１３９３６

（含工业、生活、农业）
比 ２０１０ 年削
减 １２ ６％

比 ２０１０ 年削
减 ２１ ７５％

２ 氨氮减排 吨
１４５１９

（含工业、生活、农业）
比 ２０１０ 年削
减 １３ １％

比 ２０１０ 年削
减 １７ １６％

３ 二氧化硫减排 吨
９５７８０

（含工业、生活）
比 ２０１０ 年削
减 １４ ８％

比 ２０１０ 年削
减 ２１ ８９％

４ 氮氧化物减排 吨
１２４８４７

（含工业、生活）
比 ２０１０ 年削
减 １７ ３％

比 ２０１０ 年削
减 ２６ ５３％

提前一年
超额完成

环境
质量

５

钱塘江流
域、 运 河、
苕溪流域
市控以上
断面

劣Ⅴ类水
质比例

％ ９ ６７
（含总氮） ＜５ ６ ４ 未完成

达到或优
于Ⅲ类水
质比例

％ ６６ ０７ ≥７５ ８５ １ 完成

６ 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
断面水质评价

无量纲 合格 良好 优秀 完成

７
县级以上城市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完成

８ 县以上城市空气质量
全年优良天数比例

％ ９１ ５７ ＞９０ ９２ ６

完 成 （ ２０１３
年前环境空
气质量老标
准评价）

９ 县以上城市区域环境
噪声平均等效声级

ｄＢ ５４ ５５ ≤５５ ５４ ０４ 完成

１０ 县以上城市道路交通
噪声平均等效声级

ｄＢ ６７ １７ ＜７０ ６６ ８４ 完成

环境
管理

１１ 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满
意率

％ ７３ ０４ ＞８０ ６７ ９８ 未完成

　 　 二、“十三五”面临形势

“十三五”时期（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是我市率先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世界名城建设的

攻坚阶段，是我市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
丽杭州”和加快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的关键时期，
也是我市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深化法治建设的重

要时期。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快速发展，
外部环境压力和内部转型需求都对我市环境保护

提出了更高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既面临着严峻挑

战，同时也又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从国际层面看，在全球一体化发展和经济结构

性调整的背景下，国际竞争已经从经济、技术领域

延伸到生态环境领域，绿色低碳已成为各国、各地

博弈的筹码。 同时，以绿色经济、低碳技术为代表

的新一轮产业和科技变革方兴未艾，绿色、循环、低
碳正成为新的发展趋向，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都把环

境保护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 生态宜居的城市环

境、绿色开放的环境文化和创新高效的环境技术引

领将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伦敦、纽约等

国际大都市的发展历程和转型经历已证明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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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绿色发展的重要作用。
从国家层面看，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

升到五位一体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宏伟蓝图。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系统

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

改革。 国家全面启动生态文明建设，密集推出一系

列加强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
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作为

“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十大目标之一，提
出绿色发展理念。 大气（气十条）、水（水十条）、土
壤（土十条）治理计划已相继出台，体现了环境综

合治理的决心和力度；能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

“双控”的新机制体现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决

心；新《环境保护法》出台和“两高”司法解释等进

一步加大了违法责任追究和惩治力度；另外，环境

绩效将纳入政绩考核，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进一步强

化，环境标准化步伐加快。 这些举措将对杭州的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和全社会共同行动大格局的

形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本市层面看，杭州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

化时期迈进，粗放型发展的城市化中期向内涵型发

展的城市化后期过渡的时期，正是“创新驱动发

展、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 在地区生产总值

跨过万亿元门槛、成功承办 Ｇ２０ 杭州峰会的新起

点上，迎来承办 ２０２２ 年亚运会、建设中国（杭州）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等重大历史机遇，城市建设进入加速时期。 杭州都

市经济圈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生态文明先行示

范区等新一轮全国性改革试点工作稳步推进，将加

快推动形成区域生态共同体。 随着“五水共治”
“五气共治”等重大战略的深入推进，环境质量总

体上处于不断向好态势。 但中高速水平的经济增

速和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带来的资源能源消耗

仍将继续保持增长，城市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 长

期积累的素质性、结构性污染问题短期内仍难有根

本改变，环境保护的压力仍然较大。 特别是最近一

段时期，社会各界对 ＰＭ２ ５、雾霾污染、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河道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高度关注，老
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盼诉求也逐渐高涨。 让

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在优

美宜居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既是本市环境保护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今后一段时期本市环保工

作的重中之重。
三、问题瓶颈分析

（一）环境质量不容乐观，与国家标准和市民

期盼差距较大。
以 ＰＭ２ ５、水污染为代表的复合型污染问题

仍十分突出。 重污染天气呈现常态化，酸雨率仍居

高不下，２０１５ 年，市区仍有 １２３ 天空气质量超标，
市区 ＰＭ２ ５ 年平均浓度 ５７μｇ ／ ｍ３，距离国家年均

限值 ３５μｇ ／ ｍ３ 的标准还任重道远。 全市仍有部分

地表水断面达不到功能目标要求，京杭运河、钱塘

江等水系局部河段仍存在一定程度污染，部分平原

河网污染仍然严重，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仍为极差。
全市 ４７ 个市控以上断面，仍有 ７ 个断面未达到水

环境功能要求，仍有 ３ 个断面为劣Ⅴ类。 土壤环境

质量不容乐观，重金属、化学持久性有机物等新型

污染日益显现。 固体废弃物特别是危险废物无害

化处置能力与需求仍不匹配，工业固废和生活垃圾

资源化利用水平总体不高。 生态用地保护和生态

空间建设难度很大，生态用地比例逼近底线。 总体

上，城市生态环境现状不容乐观，加之全社会对环

境问题更加关注，生态环境质量与国家标准、市民

期盼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二）发展方式有待转变，产业结构和空间布

局须调整优化。
当前，我市城市人口总量快速增加，产业经济

仍保持较快发展，资源消耗总量、污染物排放总量

和单位土地排放强度仍处于较高水平。 萧山印染

化工、富阳造纸行业、萧山及大江东畜禽养殖、下沙

挥发性有机物（ＶＯＣｓ）等结构性、行业性污染问题

短期内无法得到根本转变，须进一步深化行业区域

专项整治，提升污染防控水平，缓解产业结构给环

保带来的严峻压力。 同时，能源、产业等结构性问

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矛盾

更加凸显。 建设用地比例和开发强度远超过国内

同等城市，土地利用效能偏低，“三高一低”中小污

染企业依然大量存在。 仅靠末端污染治理和执法

监管难以根本解决，必须在加快优化结构布局和推

进发展转型上下大决心、花大力气、下狠功夫。
（三）城乡环境差异明显，城乡一体和均等化

水平有待提高。
郊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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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农村地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直排河道现象突

出，郊区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普遍低于全市平均水

平，截污纳管工作滞后于城市拓展进程；农村生活

垃圾尚未全部得到收集处置，由于垃圾乱倾乱倒导

致的河道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仍然存在；农村地

区尤其是城郊结合部“村中厂”“厂中厂”等中小企

业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环境安全隐患较为突出；部
分区域畜禽养殖总量大、分布散，污染严重，治理推

进难度大，畜禽粪便还田利用不太规范，农业面源

污染控制成效不太明显。
（四）环境监管能力不足，体制机制瓶颈制约

亟待破解。
随着全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逐步加大，以及

新环保法、大气条例等法律法规的修订实施，社会

各界对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环境管理执法、提
高生态环境质量和确保城市环境安全的要求与呼

声明显增加，环境监管执法要求不断提高与执法监

管力量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现有环保机

构设置不完善、不适应、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
特别是区、县（市）基层环境监管力量薄弱，环境执

法力量不足，乡镇一级环保机构和队伍严重缺失，
基层环保管理工作难以得到有效支撑。 同时，我市

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体系和责任考核机制还没有

充分体现生态文明要求，产业、人口、土地、环境等

关键要素的管理政策需要有效联动。

第二章　 指导思想和规划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改善环境质量为主

线，以解决关系民生的环境问题为导向，以改革创

新为动力，以依法治理为保障，实施最严格的环境

监管制度，进一步强化源头控制，深化污染治理和

全过程监管，以“两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两会” （Ｇ２０ 杭州峰会

和 ２０２２ 年亚运会）、打造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推
进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和制度改革，积极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

低碳发展，全面提升环境管理的系统化、科学化、法
制化、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为率先高水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打造世界名城打下良好的环境基础。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绿色发展贯穿于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建设领域。 强

化绿色发展的刚性约束，进一步优化环保标准引

领、环境空间管控和污染减排约束机制，促进区域

布局合理化、污染排放减量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

化，推动绿色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二）坚持质量改善核心。 以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为主线，以环境质量不降级、环境功能不退化为

底线，抓“好差”两头，促进“中间”，统筹运用结构

优化、污染治理、总量减排、生态保护等多种手段，
开展多种污染物协同治理，各种污染源分类防治，
系统推进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确保生态环境质量

只能更好，不能变差。
（三）坚持环境问题导向。 以解决生态环境突

出问题为导向，以环境问题定任务，以任务定项目，
以项目定责任，形成问题清单、项目清单和责任清

单。 通过落实重大环保项目，有效保障重点任务落

实，推动突出环境问题解决，加快区域环境质量

改善。
（四）坚持改革创新驱动。 坚持把深化改革和

创新驱动作为基本动力，充分运用行政、法律、经济

和科技等综合手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不断深化

制度改革和科技创新，分区分类管控，分级分项施

政，提升环保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五） 坚持社会共治共享。 坚持依法治理环

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打造最严格的环

境监管城市，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多元主体责任分

担，全社会合作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 重点解决与

民生相关的突出环境问题，实现环境改善成果全民

共享，让人民群众在环境质量改善方面有更多获

得感。
三、规划目标

总体目标上，到 ２０２０ 年，基本形成符合美丽中

国样本和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要求的生态环

境管理体系。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继续下降，环境治理管理能力明显增强，
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环境保护体制机制不断健

全，人口资源环境更加协调。
（一）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完成国家、省水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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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防治行动计划下达的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市控

以上断面全部消除劣Ⅴ类水质，地表水环境功能区

水质断面达标率达到 ８７ ２％，不达标断面水质持

续改善提高类别。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

率实现 １００％。 市区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达到 ２８０
天，ＰＭ２ ５ 年均值浓度控制在 ４２μｇ ／ ｍ３ 以下，县以

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年均浓度值达到或优于二级

标准比例达到 ８１％，重污染天气明显减少。 全市

耕地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现状并有所提升。
（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 全市化

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总氮、总磷、
重金属及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等主要污染物显

著减少，完成省下达的减排目标。
（三）生态建设水平进一步提升。 初步形成比

较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率先建成全国生态文

明示范区和美丽中国先行区。 省级以上生态文明

示范区创建比例达到 １００％。

（四）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危险废物安全

处置率保持 １００％，县以上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无

害化处置率达到 １００％，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

持续下降，环境及污染源周围的辐射水平保持在本

底范围。
（五）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巩固

提高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行管理水平，市域

范围内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全面达到一级 Ａ 排

放标准，全面完成区、县（市）污水、污泥、垃圾处理

设施建设目标；全面加强环境监测和执法监管能力

建设，进一步健全环境监管体系。
“十三五”期间，共设置生态环保重点指标 １４

项，其中约束性指标 ７ 项，预期性指标 ７ 项，涵盖水

环境、空气环境、土壤环境、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
重金属污染物减排、生态建设和风险防范七个方

面，主要指标量化分解到各区、县（市），实行差别

化考核管理和考核，具体见下表。

表 ２ １　 杭州市“十三五”环境保护指标体系

指标
性质

指标
类别

序
号 指标名称

现状
（２０１５年）

目标
（２０２０年）

上
城
区

下
城
区

江
干
区

拱
墅
区

西
湖
区

滨
江
区

杭州
经济
开发
区

杭州
西湖
风景
名胜
区

萧
山
区

余
杭
区

富
阳
区

桐
庐
县

淳
安
县

建
德
市

临
安
市

约束
性指
标

环境
质量

主要
污染
物总
量控
制

重金
属污
染物
减排

１
国家考核断面
水质Ⅰ—Ⅲ类
的比例（％）

９２ ３ ≥９２ 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
省控断面水质
Ⅰ—Ⅲ类的比
例（％）

８７ ５ ９０ ６ ７７ ８ 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３
劣 Ｖ 类断面和
建 成 区 黑 臭
水体

６ ４％ 全面消除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市区环境空气
细 颗 粒 物
（ＰＭ２ ５） 浓度
（μｇ ／ ｍ３）

５７ ≤４２ ４２ ５ ４４ ４２ ５ ４４ ４０ ４２ ４２ ３８ ４２ ５ ４６ ／ ／ ／ ／ ／

５
市区空气质量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６６ ３ ７６ ７ ／ ／ ／ ／ ／ ／ ／ ／ ／ ／ ／ ／ ／ ／ ／

６ “十三五”总量
控制指标

完成省
下达任务

完成省
下达任务

完成下达任务

７ 重金属总量控
制指标

完成省
下达任务

完成省
下达任务

完成下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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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
性指
标

水环
境

８
地表水交接断
面 水 质 达 标
率（％）

６８ ４ ７８ ９ ／ ／ １００ ／ ／ ／ ／ ／ ５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
市控以上断面
水 质 达 标
率（％）

８５ １ ８７ ２ ８０ ３３ ３ ６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

县以上城市集
中式饮用水源
地 水 质 达 标
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大气
环境

１１
县级以上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比例（％）

７２ ８１ ／ ／ ／ ／ ／ ／ ／ ／ ／ ／ ８６ ９０ ９５ ８９ ８３ ５

土壤
环境

１２
耕地土壤环境
质 量 达 标
率（％）

暂无数据
保持现状
并略有
提升

保持现状并略有提升

生态
创建

１３
省级以上生态
文明示范区创
建比率（％）

８８ ９ １００ ／ ／ １００ ／ １００ ／ ／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风险
防范

１４
五年期突发环
境事件发生数
下降比率（％）

“ 十 三
五”期间
比“十二
五”总数
下降 ５％

第三章　 主要任务

紧紧围绕“十三五”环保规划目标，抓住办好

国际峰会、筹备亚运会的契机，以改善环境质量为

核心，以污染减排为抓手，以“美丽杭州”建设为平

台，加大环境治污减排力度，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构
筑环境风险管控体系，深化环保体制机制改革，深
入推进七项重点任务。

一、切实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气十条”，深入推进

“五气共治”行动。 进一步突出源头防控和结构调

整，全面完成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做好重

大会议保障，努力实现全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改善，
力争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推进空气质量基本达标。

（一）推动能源结构优化调整，全面治理“燃煤

烟气”。
１ 深化“禁燃区”建设。
主城区和萧山区、余杭区、富阳区、桐庐县、淳

安县、建德市、临安市〔以下简称 ７ 个区、县（市）〕
建成区全面建成禁燃区。 ２０１７ 年年底前近郊实现

禁燃区建设。 近郊范围外区域有条件的集中供热

锅炉和 １０ 蒸吨 ／小时及以上的锅炉实施清洁能源

替代，基本建成“基本禁燃区”。

２ 控制煤炭消费总量。
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耗煤新项目实施煤炭

减量替代，到 ２０２０ 年全市燃煤消费总量控制在

１３２０ 万吨以内；严把涉煤新项目准入关，新增煤炭

消费项目要通过优化能源结构与淘汰落后产能等

方式削减煤炭消费存量，实施煤炭减量替代。 新建

项目禁止配套建设自备燃煤锅炉电站，禁止审批新

建燃煤发电项目（热电联产项目除外）。 推进煤炭

清洁化利用，开展低硫、低灰分配煤工程，加快工业

园区集中供热和煤改气。 ２０１７ 年年底前，煤炭消

费总量比 ２０１２ 年削减 １０％以上；到 ２０２０ 年，全市

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全面实现集中供热。
３ 加快实施提标改造工作。
严格落实国家关于燃煤锅炉项目执行《锅炉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特别排放限值的规定。 加

快实施燃煤热电厂和自备燃煤热电机组超低排放

技术改造，实现烟气排放达到燃气轮机组特别排放

限值标准，加快实施工业燃煤锅炉废气清洁排放改

造。 ３５ 蒸吨 ／小时以上热电锅炉的大气污染物达

到超低排放限值（颗粒物≤５ｍｇ ／ ｍ３，二氧化硫≤
３５ｍｇ ／ ｍ３，氮氧化物≤５０ｍｇ ／ ｍ３）；６５ 蒸吨 ／小时以

上（不含 ６５ 蒸吨 ／小时，层燃炉、抛煤机炉除外）工
业锅炉烟气实现超低排放，１０ 蒸吨 ／小时以上、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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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吨 ／小时及以下的工业锅炉，１０ 蒸吨 ／小时以上

的层燃炉、抛煤机炉烟气排放达到《锅炉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ＧＢ１３２７１—２０１４）的特别排放限值。
４ 提高清洁能源利用率。
制定天然气开发利用方案，加快推进天然气管

网设施建设，加快推进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浅
层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 ２０１７ 年年底前，洁
净煤使用率达到 ９０％以上，全市基本完成 １０ 蒸吨 ／
小时以下燃煤锅炉（含燃煤导热油锅炉）、工业窑

炉的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改造任务。 到 ２０２０ 年，单
位生产总值能耗完成省下达指标任务，全市非化石

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 １３ ５％以上。
５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对燃煤热电企业进行综合改造升级，将目前次

高温次高压、中温中压、低温低压燃煤锅炉改造为高

温高压锅炉，严格落实节能评估审查制度，新建高耗

能项目单位产品（产值）能耗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用
能设备达到一级能效标准。 积极发展绿色建筑，新
建建筑要严格执行强制性节能标准，政府投资的公

共建筑、保障性住房等率先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深入治理“工业

废气”。
１ 严格项目环境准入。
制定并发布严于国家要求的产业导向目录。

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和重

金属等排放总量控制作为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的前

置条件。 坚决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对
其新、改、扩建项目要实行产能等量或者减量置换。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配套政策，“消化一批、转
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过剩产能。

２ 加快淘汰关停落后产能和重污染高耗能

企业。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范围更广、标准更高的落

后产能淘汰政策，加快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加大对

造纸、印染、化工、电镀、水泥等重污染、高耗能行业

淘汰关停力度，对未按期完成淘汰关停任务的地

区，暂停办理该地区对应行业建设项目的核准、审
批和备案手续。

３ 加快大气污染源治理。
严格执行国家关于火电、石化、水泥、有色、化

工等行业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规定，加
快实施相关行业企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工程，推广

全过程封闭生产，减少无组织排放。 加大污染治理

设施运行日常监管力度，确保设施正常运行。
开展水泥、玻璃等重点行业领域废气清洁排放

改造。 ２０１７ 年年底前，所有规模在 ４０００ 吨 ／日及

以上的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烟气排放达到特

别排放限值要求；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所有水泥

制造企业（含独立粉磨站）废气排放达到特别排放

限值要求，玻璃熔窑大气污染物排放稳定达到《平
板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 ＧＢ２６４５３—
２０１１）表 ２ 限值的 ７０％。

推进挥发性有机废气治理。 推进挥发性有机

物（ＶＯＣｓ）污染治理。 深入开展 ＶＯＣｓ 排放清单调

查，摸清 ＶＯＣｓ 行业和分布特征，建立挥发性有机

物重点监管企业名录，制定和规范排污收费政策。
根据国家、省有关方案、技术政策、标准和规范要

求，制定杭州市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整治计划方案，
由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推广覆盖到一般行业、一般

企业，分步骤分阶段有序推进 ＶＯＣｓ 整治，到 ２０２０
年基本建成 ＶＯＣｓ 污染防控体系。

开展区域特征污染物治理。 结合块状行业、地
方发展布局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区域性的恶臭、重
金属等特征污染物整治，开展地方特色行业整治。

４ 加快发展生态化产业和产业生态改造。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施园区（开发区）循环

化改造，构建循环型工业体系。 ２０１７ 年年底前，对
全市 ７０％以上的国家级园区和 ５０％以上的省级园

区实施循环化改造，全市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

２０１２ 年降低 ２０％左右，主要有色金属品种循环再

生比重达到 ４０％以上；全市重点行业排污强度比

２０１２ 年下降 ３０％以上。 ２０２０ 年年底前，对省级及

以上园区全面实施循环化改造。 水泥、化工、有色

金属冶炼等重点行业排污强度较 ２０１４ 年下降 ３０％
以上。 全面推行清洁生产，贯彻落实重点行业两年

一轮的清洁生产审核制度。
（三）打造绿色交通网络体系，加强治理移动

“车船尾气”。
１ 加强城市交通管理。
实施公交优先战略，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主城区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达到 ４５％。 严格实施

机动车环保年检制度，严格源头控制，严把车辆检

测关，加强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 加强对排气检测

机构的监管。 加强机动车尾气治理，鼓励出租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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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更新汽车尾气净化装置。
２ 推进“绿色运输”。
大力推广新能源、清洁能源汽车，主城区每年

新增或更新的出租车中，新能源和清洁燃料车的比

例达到 ６０％以上、力争达到 １００％，７ 个区、县（市）
达到 ５０％以上。 全面实施汽、柴油车国Ⅴ排放标

准，提供浙 ＶＩ 标准车用清洁汽油，禁止销售不符合

省市规定的阶段性标准汽、柴油，严厉打击非法生

产、销售行为，全面加强高污染车辆管理，加大老旧

车淘汰力度。 在主城区推行“绿色运输”，巩固、完
善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机动车环保行动“低排放

区”建设，逐步扩大“低排放区”范围。
３ 强化船舶污染物排放的环保管理。
加快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建设，推广新

能源清洁能源船舶和港作机械应用。 内河水域船

舶和港作机械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替代比例达到

２％。 加快配套油品升级，分阶段提前供应与国Ⅳ、
国Ⅴ标准车用柴油相同硫含量的普通柴油。

４ 推进非道路移动源污染治理。
推进非道路移动源大气污染排放清单调查工

作。 严格执行非道路移动机械及船舶排放标准，开
展尾气氧化催化（ＤＯＣ）、颗粒物过滤（ＤＰＦ）、选择

性催化还原（ＳＣＲ）等控制技术改造，未达到排放标

准的非道路动力机械，依法禁止销售和使用。 加强

船舶尾气污染治理，设置船舶排放控制区。 开展非

道路移动机械申报工作。
（四）落实扬尘精细化管理，强化治理“扬尘灰

气”。
１ 控制施工扬尘。
研究制定扬尘污染管理办法及扬尘排污收费

办法。 建立健全扬尘管理机制，积极创建绿色工

地，实施施工工地封闭管理，落实施工现场围挡、工
地砂土覆盖、工地路面硬化、拆除工程洒水、出工地

运输车辆冲净且密闭、暂不开发的场地绿化、外脚

手架密目式安全网安装“七个 １００％”制度，到 ２０２０
年，城市物流堆场全面实施顶部覆盖。 建立对违法

违规企业的长效制约机制，施工单位因扬尘污染受

到行政处罚的，作为不良行为录入“杭州市建设市

场主体信用信息系统”。
２ 控制道路扬尘。
大力整治建筑行业垃圾运输，渣土运输车辆应

采取密闭措施，逐步推行卫星定位系统。 强化道路

扬尘治理，逐步减少城区裸露地面积，探索建立城

乡一体的道路路面保洁机制，着力提高城镇道路机

械化清扫率。 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提高到 ６２％
以上，主城区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８８％—
８９％，７ 个区、县（市）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均达

到 ５０％以上。
（五）推进城乡废气综合整治，加强治理“餐饮

排气”。
１ 推进餐饮油烟治理和监管。
推进无证无照餐饮企业的查处工作，全面推进

主城区排放油烟的餐饮企业安装高效油烟净化装

置，建立油烟净化装置定期清理维护制度，推动餐饮

行业油烟净化装置在线监控建设。 禁止在未经规划

作为饮食服务用房的居民楼或商住楼内新建从事产

生油烟的餐饮经营活动。 所有产生油烟的餐饮企

业、单位须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并建立定期清洗和长

效监管制度，确保净化装置高效稳定运行。
２ 控制装修和干洗废气污染。
严格执行挥发性有机溶剂含量限值标准，推广

使用水性涂料，鼓励生产销售和使用低毒、低挥发性

溶剂。 民用建筑内外墙体涂料强制使用水性涂料，
家庭装修倡导使用水性涂料。 干洗企业严格执行国

家《洗染业管理办法》，新开洗染店或新购洗染设备

的，必须为全封闭式干洗机并增加压缩机制冷回收

系统；治理在用干洗设施，强制回收干洗溶剂。
３ 控制农村废气污染。
严禁露天焚烧秸秆，加强对秸秆的综合利用。

力争到 ２０１７ 年年底前，全市基本实现秸秆还田和多

元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９０％以上，２０２０ 年

年底前，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９５％以上。 积极推行

测土配方施肥和减量增效技术，减少农田化肥使用

量和氨挥发量。 加强农产品保护基地周边大气环境

保护和监测工作，防止农产品受大气环境污染。
４ 实施采矿粉尘和废弃矿山治理。
严格执行生态功能分区制，合理布局采矿权，

逐步关停环境敏感区周边一定范围内的矿山。 全

市所有采碎石场要落实扬尘、粉尘控制措施，废弃

矿山治理率达到 ９０％以上。
二、全面提升水环境质量

坚持“五水共治”、治污先行，全面实施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实行最严格的水环境保护制度，实施

以控制单元为基础的水环境质量管理，持续加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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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力度。 到 ２０２０ 年，全面消除地表水劣 Ｖ 类断面

和黑臭水体，全面保障饮用水安全，全面完成国家下

达的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和“水十条”任务。
（一）保障饮用水安全。
１ 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
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要求，加强水源地

上下游联动保护，优化取水排水格局。 实施从水源

到水龙头全过程监管，２０１６ 年起，主城区以及萧山

区、余杭区、富阳区每季度向社会公开全市饮用水水

源、供水厂出水、用户水龙头水质状况。 ２０１８ 年起，
桐庐县、淳安县、建德市、临安市的城市饮水安全状

况信息向社会公开。 严格控制水源保护区上游及周

边地区的开发活动，坚决取缔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

违法建设项目，杜绝违法网箱养殖、投饵养殖、农家

乐等活动。 加强对道路水路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管

理，全面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隐患整治，饮用

水水源上游及周边生产、使用有毒有害化学品的企

业必须制订应急预案。 加强水质指标检测能力建

设，到 ２０２０ 年，杭州市具备《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ＧＢ５７４９—２００６）规定的全部 １０６ 项水质指标检测

能力，区、县（市）具备水质常规指标的检测能力。
优先开展超标饮用水水源治理，采取污染整

治、生态修复与建设等综合性措施，改善不达标水

源地水质。 落实水源保护区及周边沿线公路等必

要的隔离和防护设施建设，县级以上饮用水源一级

保护区完成物理隔离或生物隔离设施建设。 强化

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应急管理，完善饮用水源预警

监测自动站建设和运行管理，推广在线生物预警系

统建设，到 ２０２０ 年，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全部建

立水质生物毒性预警监测系统。
２ 提升供水安全保障能力。
加快县级以上城市备用水源建设，完成杭州市

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闲林水库工程、萧山湘

湖应急备用水源扩建工程、余杭喜庵港应急备用水

源工程及桐庐肖岭水库应急水源工程建设，完成富

阳区和建德市应急水源管网联网工程。 实施“千
厂万村”规模化集中供水工程，实现农村饮水提质

增效，２０１６ 年新增改善 ７ ２２ 万人饮水安全水平。
“十三五”期间，完成九溪、祥符、赤山埠水厂水净

化处理工艺改造；开工建设闲林水厂工程，新建供

水管网 ８７ 公里，改造供水管网 ４２ 公里，建立健全

饮用水水源地“一源一策”管理机制。 到 ２０２０ 年，

全面完成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源划定，全市县级以上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
（二）深化流域水环境治理。
１ 巩固“清三河”创建与“黑臭河”整治成果。
全面推进“清三河”达标县创建，建立完善“黑

臭河”定期不定期抽测复查机制，切实加强“清三

河”长效管理，严防反弹。 巩固绕城公路范围内河

道全部消除黑臭水体的成果，开展绕城公路外黑臭

水体排查、整治和长效管理工作，２０１６ 年年底前，
城市建成区应实现河面无大面积漂浮物，河岸无垃

圾，无违法排污口；２０２０ 年年底前，建成区全部消

除黑臭水体。 综合整治城市河道 ２５ 条。 绕城公路

范围内完成城市河道水质改善项目 ５０ 条，打造生

态示范河道 ５ 条，实施河道清淤 ３０ 条共 ３０ 万方。
严格落实“河长制”，建立河道保洁长效机制，全面

实施农村河道保洁长效管理，加强溪、沟、渠、池水

环境治理及水面长效保洁管理，完成农村河道综合

整治 ２１０ 公里。 推进污水“零直排”，河道所有的

晴天排污口全部消灭。 加大引配水力度，全市配水

量达 ３０ 亿立方米。
深入实施中小流域（区域）综合整治，加强平

原淤积河道清淤工作，建立河道淤积情况监测和清

淤长效机制。 实施中小流域综合整治 １１ 条，加强

河道采砂管理，全面取缔非法采砂行为，修订区、县
（市）河道采砂管理规划，对影响水源保护区和水

生态的河道全部实行禁采，全面取缔洗砂水未达标

排放的机制砂场。
２ 编制实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计划。
编制实施钱塘江、苕溪、运河等重点流域水污

染防治年度计划。 落实流域水污染防治分区体系，
确定流域重点治理区域和重点投入方向，探索推行

基于控制单元的差别化流域水环境管理政策。 对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重金属及其他影响人体健

康的主要污染物采用针对性措施，加大整治力度。
实施《浙江省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案》
（２０１４ 年修编），推进太湖流域水环境整治项目，持
续改善太湖流域水环境质量。 以浦阳江水环境综

合治理为示范，加快推进主要污染河段的污染整

治。 到 ２０２０ 年，钱塘江总体水质保持良好，苕溪总

体水质保持优良，运河水质有所改善。 健全完善水

质监控、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加强钱塘江流域嗅

味有机污染物调查。 实施总氮、总磷超标水域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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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总量控制，到 ２０２０ 年，超标区域总氮总磷污染物

排放总量均下降 １０％以上。
加强流域上下游和跨界水体水环境治理的协

调配合和联防联控、交接断面考核等制度，加快实

施断面水质提升工程，纳入《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水十条”）考核的断面，２０１６ 年年底前完成

《水体达标（保持 ／稳定）方案》编制并组织实施。
到 ２０２０ 年，确保Ⅰ—Ⅱ类水质断面保持稳定，超标

断面超标污染物浓度实现较大幅度下降。
３ 全面消除劣Ⅴ类水质断面。
制定半山桥、萧山区出口两个省控劣 Ｖ 类水

质断面整治计划，明确时间表、项目表、责任表，将
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 制定市控、县控劣 Ｖ 类

水质断面治理方案，公布劣 Ｖ 类水体名称、责任人

及达标期限。 参照《杭州市河道水环境治理方案

编制导则》完善市、区县（市）级河道“一河一策”方
案（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到 ２０２０ 年，市、区县（市）级河

道基本达到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目标水质

要求。
４ 加强良好水体保护。
深入实施《千岛湖及新安江上游水域水资源

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规划浙江省实施方案》。 大

力推进千岛湖、分水江、湘湖、青山湖、喜庵港等良

好水体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分别编制生态环境保护

具体方案。 积极推进千岛湖等重点湖库生态环境

保护试点工作。
５ 强化地下水污染防治。
严格执行杭嘉湖地区地下水禁采区、限采区管

理制度，编制地面沉降区、海水入侵区等区域地下

水压采方案。 ２０１６ 年年底前，完成全市断面沉降

控制区范围划定工作。 定期调查评估集中式地下

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等区域环境状况。 石化生

产存贮销售企业和工业园区、矿山选矿区、垃圾填

埋场等区域应进行必要的防渗处理。 对石化生产

存贮销售企业定期开展安全检查，依法关停造成地

下水严重污染事件的企业。 ２０１７ 年年底前，加油

站地下油罐全部更新为双层罐或完成防渗池设置，
并进行防渗自动监测。 报废矿井、钻井应实施封堵

或回填。 建立工业企业地下水影响分级管理体系，
以石化、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排放重金属

和其他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工业行业为重点，公布污

染地下水的重点工业企业名单。 公布区域内环境

风险大、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地下水污染场地清

单，开展修复试点。 到 ２０２０ 年，地下水质量考核点

位水质级别保持稳定。
６ 深化近岸海域污染治理。
深入实施杭州湾污染综合整治方案。 实施总

氮总量控制，强化直排海污染源和沿海工业园区监

管。 规范入海排污口设置，２０１７ 年年底前全面清

理非法或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超标入海河

流、溪闸超标污染物浓度不同程度下降或达到功能

区水质类别要求。 提高涉海项目准入门槛。 对沿

海石油、化工、冶炼等企业定期开展安全查检，消除

环境安全隐患。 提升海洋环境风险处置能力，加强

滩涂围垦区水环境保护，确保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保

持稳定。
（三）狠抓工业污染防治。
１ 深入推进重污染高耗能行业整治提升。
深化重污染高耗能行业整治，建立长效监管机

制。 大力整治提升地方特征重点行业，着力解决酸

洗、砂洗、氮肥、有色金属、废塑料、农副食品加工等

行业的污染问题。 全面排查装备水平低、环保设施

差的小型工业企业。 对水环境影响较大的“低、
小、散”落后企业、加工点、作坊开展专项整治。 对

富阳区“低、小、散”造纸企业进一步整合，对苕溪

上游、钱塘江上游小化工企业实施关停、转迁。 开

展桐庐县制笔行业、淳安县喷水织机行业、余杭区

竹制品深加工行业专项整治。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底前，
有序关停千岛湖流域内有色金属采矿、电镀、化工

等重污染企业（资源储量前景好、环境污染小、已
经县级以上政府同意的个别矿山可以依法申请延

续采矿期限）。 到 ２０２０ 年，关停、转迁萧山区空港

新城内化工园区、杭州经济开发区化工企业。
２ 集中治理工业集聚区水污染。
新建、升级工业集聚区必须同步规划建设污染

治理设施。 ２０１６ 年年底前，工业集聚区全部建成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并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置。 逾

期未完成的，一律实行限批，并依照有关规定撤销

其园区资格。
３ 推进重点行业废水深度处理。
强化造纸、印染、化工、制革、电镀等重污染企

业污染治理设施运维管理和清洁化改造。 鼓励纺

织印染、造纸、石油石化、化工、制革等高耗水企业

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到 ２０２０ 年，印染企业重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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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率达到 ４５％以上，造纸企业废水重复利用率达

到 ７０％以上。 推进重污染行业重金属和高浓度难

降解废水预处理和分质处理，推行重点行业废水输

送明管化。
（四）强化城乡统筹治理。
１ 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提标改造。
加快污水收集管网建设，２０１６ 年年底前全面

完成一级 Ａ 提标改造，逐步实现城镇截污纳管全

覆盖。 强化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监管，全面实施污水

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制度。 到 ２０２０ 年，集中式污

水处理厂达标率达到 ９５％以上，集中式污水处理

厂和工业污泥处置设施实现全覆盖，县级以上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１００％。
２ 扎实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以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为重点，深入推进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 到 ２０２０ 年，全市新增完成环

境综合整治的建制村 １６０ 个，实现全覆盖；基本完

成主城区现有 ２４６ 个城中村改造，打造成配套完

善、生活便利、环境优美、管理有序的新型城市社

区。 因地制宜选择经济实用、维护简便、循环利用

的生活污水治理工艺。 充分发挥城镇污水处理厂

的辐射效应，区位条件允许的村庄坚持优先进污水

处理厂。 鼓励人口集聚和有条件区域建设有动力

或微动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 力争到 ２０１７
年，全市有 １５５６ 个建制村完成生活污水治理，新增

受益农户 ４０ 万户，实现行政村、规划保留自然村全

覆盖，农户受益率达到 ８０％以上。 以县为单位全

面推进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第三方运营，提高污水处

理设施的收集率、负荷率和达标率。 在农村生活垃

圾“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体系全覆盖基础上，
积极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减量化资源化处理。

３ 防治畜禽养殖污染。
严格执行畜禽养殖区域和污染物排放总量

“双控”制度。 严格执行禁养区、限养区制度，２０１６
年年底前，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

（小区）和养殖专业户。 调整优化畜牧业布局，大
力发展农牧紧密结合的生态畜牧业，促进畜牧业转

型升级。 新建、改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
区）要实施雨污分流、粪便污水资源化利用。 散养

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

用。 切实加强畜禽养殖场废弃物综合利用、生态消

纳，加强处理设施的运行监管。 以规模化养殖场

（小区）为重点，对存栏量 １０００ 头以上的规模化养

殖场进行标准化改造，对中等规模养殖场进行设施

修复以及资源化利用技术再提升，确保治理设施配

备和运行全到位。 加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建立

死猪保险联动机制和集中处理机制，确保设施先

进、运作机制完善、政策保障到位。
（五）加强船舶港口污染控制。
１ 积极治理船舶污染。
加快淘汰老旧落后船舶，鼓励节能环保船舶建

造和船上污染物储存、处理设备改造。 依法强制报

废超过使用年限的船舶，继续落实老旧运输船舶和

单壳油轮提前报废更新政策，力争延续内河船型标

准化政策。 禁止挂桨机船舶进入禁航水域，所有机

动船舶要按有关标准配备防污染设备。 新投入使

用的沿海、内河船舶严格按照国家要求执行相关环

保标准；其他船舶于 ２０２０ 年底前完成改造，经改造

仍不能达到要求的，限期予以淘汰。 港口和码头等

船舶集中停泊区域，要按有关规范配置船舶含油污

水、垃圾的接收存储设施，建立健全含油污水、垃圾

接收、转运和处理机制，做到含油污水、垃圾上岸处

理。 进一步规范建筑行业泥浆船舶运输工作，禁止

运输船舶泥浆排入航道。 规范拆船行为，禁止冲滩

拆解。
２ 增强港口码头污染防治能力。
加强港口、船舶修造厂环卫设施、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规划与所在地城市设施建设规划的衔接。
开展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置能力评估，编制

完善接收、转运及处置建设方案。 探索建立船舶污

染物接收处置新机制，加快垃圾和污水接收、转运

及处理处置设施建设，提高含油污水、化学品洗舱

水等接收处置能力及污染事故应急能力。 位于沿

海和内河的港口、码头、装卸站及船舶修造厂，分别

于 ２０１７ 年年底前和 ２０２０ 年年底前达到建设要求。
强化船舶港口监测和监管能力建设，完善交通运输

环境监测、监管机制。 建立完善船舶污染物接收、
转运、处置监管联单制度，加强对船舶防污染设施

的监督检查，坚决制止和纠正偷排漏排污染物等违

法违规行为。 统筹水上污染事故应急能力建设，建
立健全应急预案体系，完善应急资源储备和运行维

护制度，强化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提升油品、危险化

学品泄漏事故应急能力。 港口、码头、装卸站经营

主体应制定防治船舶及其有关活动污染水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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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计划。
三、全力保障土壤环境质量

编制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面加强重

金属污染防治和危险废物全过程监管，实施农用地

分级管理和建设用地环境风险分类管控，开展土壤

污染治理与修复，确保土壤环境质量安全。
（一）持续深化污染土壤治理与修复。
以农业土壤和工业场地为重点，加快构建土壤

环境监测与评价体系，实施工业废弃地、垃圾堆放

场、科研实验场和农用地土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

重金属的污染普查、风险评估、生态修复和综合治

理，开展土壤修复试点和示范工作。 对化工园区等

重点区域和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重点污染

行业周边区域的土壤和地下水质量变化情况加强

环境动态监测与风险评估，预防和控制工业生产对

土壤环境的污染。 严格管控杭州庆丰农化等退役

工业企业场地土壤污染环境风险。 持续推进化工、
制药、农药、重金属等工业企业搬迁后原址土壤收

储污染评估制度。 结合土地再开发利用改造，对严

重污染土壤开展治理修复，重点推进并深化重污染

高耗能行业整治关停并转企业污染土壤的治理修

复。 推进杭州沥青拌合场、杭州庆丰农化、杭州新

华纸业有限公司等退役企业被污染场地综合治理。
积极推进杭钢搬迁后被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作。

（二）继续加强农业“两区”土壤污染防治。
加快构建资源整合、权责明确的土壤环境管理

体系，理顺土壤保护监管机制体制。 优先开展粮食

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两区”农用地土壤环

境保护，确保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继续保持稳定，保
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 逐

步建立杭州市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重点抓好土壤

污染敏感区域分析研究和跟踪监测工作，完成全市

１０５ 个农田土壤污染常规监测点和 ５３ 个农田土壤

污染综合监测点布设，逐步建立土壤环境质量定期

报告制度。 以生物治理为主线，以土壤重金属污染

治理为重点，在桐庐县开展“两区”土壤污染治理

试点工作，引进推广一批农田土壤污染治理新模

式，农业“两区”内土壤清洁和尚清洁率达到 ９０％
以上。

（三）大力强化危险废物管理和处置。
推进固废管理信息化，全面建立以危险废物为

核心的动态监控系统。 着力推进危险废物、污泥刷

卡转运系统建设，全面推行危险废物应知卡制度，
强化危险废物全过程监管。 鼓励加强危险废物处

置基础设施建设，合理布局并加快实施危险废物处

置项目，推进工业固体废物循环利用，在 ２０１６ 年年

底前，建成杭州市第二工业固体废物处置中心，高
温焚烧处理危险固废 ９０００ 吨 ／年，稳定固化处理

８０００ 吨 ／年，安全填埋危险固废 ８０００ 吨 ／年。 “十
三五”期间，建设杭州市第三工业固废处置中心。
完成杭州大地维康医疗环保有限公司医疗废物处

置项目建设，推进杭州天子岭循环经济产业园（静
脉产业园区）杭州市医疗废物处置扩建项目等项

目建设。 探索危险废物利用新路子，推进富阳水泥

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项目、锌化工项目、蚀刻液项

目、废酸综合利用项目建设步伐，提高危险废物处

置能力和水平。 加快完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

处理拆解体系，大力加强电子废物污染防治的环境

监管。 至“十三五”末，全市危险废物回收、利用和

处置体系基本完善，危险废物基本实现无害化

处置。
（四）继续推进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和处置。
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进一

步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强化清洁生产和全过程控

制，减少工业固废的产生。 对工业固废收集、运输、
贮存、处置实施全过程监管。 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

产技术，促进各类废弃物在企业内部的循环使用和

综合利用，从源头削减固废的产生。 到 ２０２０ 年，工
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 ９８％以上。 深化固废污染

防治“一地一策”大盘点行动，加快推进重点区域

固废无害化处置，解决本区域固废管理和处置存在

的问题。
（五）强力提升污泥处置和管理。
有序推进污泥处置处理能力建设，加强污泥处

置管理和技术指导，全面提升污泥处置处理能力和

水平。 建立污泥从产生、运输、储存、处置全过程监

管体系，对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进行稳定化、
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处置，禁止处理处置不达标的

污泥进入耕地。 推进七格污水处理厂四期、清园热

电二期、恩施葆生物肥、淳安污泥处置项目的全面

建成，协调做好主城区污泥的临时处置工作。 深入

推进污泥规范化处置工作，按期完成集中式污水处

理厂和重点工业企业污泥规范化处置的年度工作

任务，全力开展污泥全过程电子监控（刷卡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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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非法污泥堆放点一律予以取缔。 以县级以

上污水处理厂和制革、印染和造纸集聚区为重点，
建成污泥集中处置设施。 到 ２０１７ 年，全面完成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设施建设，县级以上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９５％以上；到
２０２０ 年，县级以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

置率达到 １００％。
（六）全面加强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
推进综合防控，优化重金属排放企业空间布

局，严格落实行业准入要求，推动“涉重”企业专业

化、园区化集聚发展，加大涉重行业落后产能取缔

淘汰力度。 推动重金属全生命周期过程管理，积极

推广先进适用技术，降低重金属生产原料用量，提
高重金属物质回收率。 重金属重点防控企业必须

每两年完成一轮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完成 ５ 类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总量控制任

务，基本消除突出的重金属污染隐患。 强化能力建

设，加强重点防控区监测能力建设，完善企业在线

监测监控系统，开展重金属企业周边环境敏感点环

境质量监测，实现对重金属企业排污情况的实时追

踪。 全面落实重金属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推进

信息公开、污染源自行监测、企业周边人群健康风

险控制等工作。 建立蓄电池产品回收制度，加强对

蓄电池产品和新能源电池的行业监管。
四、有效控制声污染等要素污染

高度重视噪声、辐射、光热等物理性污染防治，
切实解决扰民突出的环境问题，不断改善城乡环境

质量，保护居民身体健康，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一）有力推进噪声污染防治。
深入贯彻实施《杭州市主城区声环境功能区

划分方案》和《杭州市环境噪声管理条例》，强化噪

声排放源监督管理，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噪声“三同

时”验收管理。
加强工业和建设施工噪声防治管理。 贯彻执

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实施长效

管理，确保厂界噪声达标率达到 １００％。 强化建筑

施工噪声控制和管理，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场界噪

声限值》，查处施工噪声超过排放标准的行为，严
格落实夜间施工申报制度，实施城市建筑施工环保

公告制度，加强建筑工地管理，推广使用低噪声建

筑施工设备和工艺。 加强道路交通噪声防治。 完

善城镇道路系统，改善路面状况，开展降噪渗水路

面建设；在噪声敏感区的路段应采取建设声屏障、
绿化防护带、隔声窗等降噪措施，特别要加强地铁、
高架道路、铁路、航道等沿线的隔声屏障建设。 严

格执行中心城区禁鸣喇叭的规定，调整优化城市机

动车禁鸣区，全面落实“双禁”（禁鸣喇叭和禁止拖

拉机进入城市）措施。 控制社会生活噪声。 严格

实施《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禁止商业经

营活动在室外使用音响器材招揽顾客，严格控制餐

饮、娱乐、超市等服务业噪声污染，有效治理冷却

塔、水泵房等配套服务设施造成的噪声污染，强化

室内装修管理，保障“绿色护考”。
（二）开展辐射污染防治。
按照《全国辐射环境监测与监察机构建设标

准》和《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标准》的要

求，加强市、区县（市）二级辐射环境监测能力和辐

射安全监管队伍建设，健全联合执法监管体系。
加强辐射环境污染源、金属回收熔炼企业放射

性污染的监督管理和污染防治工作，使环境及污染

源周围的辐射水平保持在本底范围。 加大辐射环

境监测和污染防控力度，强化辐射安全审评和监

督，确保全市闲置、废旧放射源和普通放射性废物

收贮率保持在 １００％。 加大电磁辐射监测能力建

设，强化电磁辐射环境管理研究力度，加强移动基

站、高压输变电系统的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管

理，确保相关企业环评率和“三同时”验收两项指

标的合格率均达到 １００％。 促进全市电磁辐射建

设项目合法、健康发展。
加强桐庐县神仙洞放射性废物管控，适时推进

搬迁治理工作，保障当地辐射环境安全。
（三）光热污染防治。
探索建立光污染技术防控的地方标准，开展幕

墙建筑等光污染控制技术的研究，逐步将光污染纳

入环境影响评价体系。 推广绿色照明工程，推进智

能化照明管理信息系统研制。
合理规划城市建设，加强屋顶绿化，发展生态

建筑，建设渗水性、含水性地面，扩大城市水域，改
善城市下垫面性质。 加强点源余热的综合利用，完
善城市热环境管理。

五、深入推进生态保护建设

按照加快建设“美丽杭州”的总要求，大力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初步形成比较完善的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率先建成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和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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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区。 以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目标，实施生

态环境建设工程和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严守生态保

护红线，对生态敏感地区实施强制性保护，全力打

造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
（一）落实生态保护空间管制。
１ 优化开发格局落实环境功能区划。
以增强区域开发的环境合理性、保障全市生态

环境安全、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为目标，全面推

进全市环境功能区划的落实。 在完成环境功能区

划的编纂工作基础上，形成基于 ＧＩＳ 的全市环境功

能区划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区划的信息化管理。
制定环境功能区划实施管理办法，落实空间环境准

入制度，确保开发建设活动的科学性。 以环境功能

区划为依据，针对各类区域的环境功能特点，加强

生态保护和修复，限期修复已遭污染或破坏的环

境；开展环境综合整治，依法关停或搬迁不符合环

境功能区划要求的企业；落实污染减排措施，逐步

提高环境准入标准，严格控制新增污染物排放量，
减轻工业化和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切实改善

区域环境质量。 建立健全区划实施的监督检查、问
责、评估考核以及动态监督机制，完善相配套的生

态补偿政策、管制效力评价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
确保区划的有效实施。 根据多规融合的要求，切实

做好环境功能区划与杭州市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及其他部门规划的衔接协调工作。
２ 建立生态保护红线体系。
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以

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切
实加强生态保护红线区内自然生态环境和生态功

能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依法关闭生态保护红线

区内破坏生态环境或具有潜在破坏性的企业，确保

空间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降低、用地性质不改

变、资源使用不超限。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对开发

建设项目设置准入“门槛”，明确禁止建设的空间

区域及行业，实施生态保护红线环境准入负面清

单。 扩大财政转移支付中用于生态保护红线区公

共服务和生态补偿的资金比例。
（二）深化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
继续加强天目山、清凉峰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建设与保护，建设完善钱塘江滩涂湿地、西溪

国家湿地公园、千岛湖等重要生态功能区，优化自

然保护小区建设，加强各级森林公园建设和管理，

保护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维护生物多样性；加强地

质遗址、平原孤丘及其它自然遗迹等特殊地貌的生

态系统类型；严格实施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保护城

市及周边农田。
根据国家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领域，重点保护

对象包括杭州湾北岸滨海湿地、人口稠密地带常绿

阔叶林和局部存留古老珍贵动植物、大江东钱塘江

海湿地等。
进一步健全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推进自然保

护区的规范化建设和科学管理，加强管护能力建

设，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达到国家级规范化建设要

求的比例实现 １００％。 严守湿地生态红线，湿地生

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
（三）加强生态修复工程建设。
加强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坚持自然修复为主、

人工修复为辅，通过封山育林、增殖放流、禁渔休渔

等措施，让生态系统休养生息，对无法实现自我修

复的生态系统开展工程修复。 积极建设水环境生

态治理和修复工程。 加快修复湖库生态系统，持续

改善湖库生态环境。 全面加强矿山生态环境整治、
复垦和滩涂的生态修复。 深入推进小流域、坡耕地

及林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强化土壤环境保护和

综合治理。 建立健全部门协作、综合考评、生态补

偿等生态修复促进机制，切实提高生态修复的投入

和实际效果。
（四）深化农村环境保护。
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积极开展农业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 新建高标准农田要达到相关环保要

求。 加快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推广应用，引导农民

科学施肥，减少农田化肥氮磷流失。 化肥使用量逐

年下降。 到 ２０２０ 年，全市测土施肥配方施肥面积

比例达 ７０％。 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统防

统治，引导农民使用生物农药或高效、低毒、低残留

农药，切实降低农药对土壤和水环境的影响。 到

２０１７ 年，化学农药使用量比 ２０１５ 年减少 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实现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健全化

肥、农药销售登记备案制度，建立农药废弃包装物

和废弃农膜回收处理体系。
大力发展现代生态渔业。 组织编制和实施县

域现代生态渔业规划，调整优化水产养殖布局，科
学划定禁养区、限养区，明确水产养殖空间，严格控

制水库、湖泊、滩涂和近岸小网箱养殖规模。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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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场“一打三整治”专项执法行动。 持续保持对甲

鱼温室、开放型水面投饲性网箱、高密度牛蛙和黑

鱼等养殖的整治。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池塘循

环水、工业化循环水和稻鱼共生轮作等循环养殖模

式。 积极发展生态健康养殖模式。 大力推广配合

饲料替代冰冻小鱼养殖。 对水产养殖中使用违禁

投入品、非法添加等行为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继续

做好开放性水域土著鱼类和滤食性鱼类增殖放流

与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 支持各地开展水产养

殖集中区域水环境检测和监测。 到 ２０１７ 年，普及

推广稻鱼共生、稻鱼轮作等生态养殖面积 ８ ３ 万

亩，开展水产养殖废水治理的规模水产养殖场面积

达到 ３ ５ 万亩。 到 ２０２０ 年，构建渔业生产与生态

相协调、安全与高效相结合、管理和服务相同步的

现代生态渔业。
六、构筑环境风险管控体系

（一）加强环境风险预测预警体系建设。
坚决守住环境风险底线，遏制重特大突发环境

事件发生。 面上把整体污染的形势降下去，线上主

要抓重点行业的风险管控，点上主要强化企业的主

体责任。 加强区域开发和项目建设的环境风险评

价，在环评审批中提出明确的环境风险防范要求。
依托环境监管最严格城市体系建设，建立环境风险

隐患排查机制，强化企事业单位环境风险物质的监

督管理，督促企业完善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能力建

设。 “十三五”期间的“五年期突发环境事件发生

数”比“十二五”期间总数下降 ５％。
（二）加强环境应急保障体系建设。
进一步完善应急物资储备网络，推进环境应急

救援队伍专业化建设，定期开展检验性或示范性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强化应急专家队伍建设，充
分发挥专家技术支撑作用，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指挥平台。 推进环境应急机构标准化建设，建设全

市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处置信息化系统。
（三）加强辐射安全监管体系建设。
提升辐射事故应急响应能力；积极夯实辐射安

全监管基础，加强辐射环境监察和监测能力建设；
严格监管放射源，安全送贮废旧放射源，协助推进

历史遗留放射性废物问题的解决；着力构建核与辐

射安全文化，提升辐射工作单位辐射安全主体责任

意识，加强公众共同参与的辐射环境保护宣传

工作。

七、不断提高环保监管能力

（一）加强环保队伍建设。
加强基层环保队伍建设，多方位、深层次调动

环保队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人才资源的优化

配置。 加强基层基础能力建设。 推进环保事业单

位改革和编制管理工作。
（二）加强环境监测体系建设。
逐步构建市、区县（市）两级资源互补共享的

监测体系。 进一步合理优化大气监测体系，完善多

部门共建共享的水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和土壤、地下

水环境监测体系，完善辐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二
噁英等监测检测和预警能力，完善和扩大污染源在

线监测监控系统。 培育环境监测市场，研究建立第

三方监测机制，加强对社会检测机构参与环境监测

的引导和监管。 ２０１９ 年年底前，工业企业全面开

展自行监测或委托第三方监测，到 ２０２０ 年，所有固

定污染源工业企业纳入排放许可管理范畴。
（三）加强环境信息化能力建设。
以“智慧环保”建设为核心，利用物联网、信息

化、数字化、遥感、模型等技术，推进环境监测监控、
移动执法、电子处罚、刷卡排污、污染物综合管理、
危废智能监管、环境应急、环保信息发布等信息化

应用建设，建立完善环保大数据平台，形成数据的

获取、传输、处理、分析、决策、服务一体化的工作

机制。
（四）加强环境监管最严格城市体系建设。
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严格实施

能耗倒逼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统筹推进淘汰落

后产能、过剩产能、园区转型升级和城区工业企业

搬迁等工作，推进环境保护区域协调发展和跨区域

综合治理，着力打造“环境监管最严格城市”。

第四章　 体制机制改革

一、贯彻落实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

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地方环保机构队伍建设，统
筹解决跨流域、跨区域环境问题，落实对地方政府

及相关部门的监督责任，配合浙江省推进本市范围

内环保监测监察执法的垂直管理，做好人事和经费

管理交接，提升监测、监察执法的客观性和严肃性。
积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减少地方政府对环保工作

的干预。
二、建立健全生态文明绩效评价和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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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确立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目标体系和考

核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

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继续推进淳安县差

异化综合考核评价制度。 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实

行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生态文明建设一

岗双责制，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实行终身追责制。 探索自

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开展水流、森林、山岭、滩涂

等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探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台账

体系，适时启动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逐步建

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与监测预警机制。
三、强化环保倒逼机制

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制度。 环境功能区划等各

类环境保护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和城乡规划等重要规划应当互相衔接，实现多

规合一，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界限，优化

空间资源配置。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全面实施环境

功能区划，落实六类不同功能区（自然生态红线

区、生态功能保障区、农产品环境保障区、人居环境

保障区、环境优化准入区、环境重点准入区）在生

态保护、环境准入、污染管控、绩效评价等方面的差

异化政策，有效调整区域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和开

发强度。 强化减排倒逼传导机制，更多依靠结构调

整和技术进步推动污染减排，实现产业升级和工艺

提升。 实施严格的资源环境管理制度。 根据区域

流域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力，深化落实空间、总量、
项目准入“三位一体”的环境准入制度，引导产业

合理布局，防止落后产能转移，推进环境资源配置

量化管理。 坚持标准引领，发挥标准在污染整治中

的强制性作用、在结构调整中的先导性功能。
四、完善环境法治机制

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和国家层面各项环

保法律法规的制修订为基准，及时推进地方性环保

法规的制修订工作。 坚持铁腕执法，切实改变环保

不守法态势，严格落实新环保法赋予的按日计罚、
刑事追责等强有力的执法手段，提高处罚震慑力。
实施“一证式”排污许可证管理制度，实现排污许

可证与环保审批、验收、执法的有效整合。 建立健

全部门联动执法等机制，加强环境执法机制创新。
完善环保督政制度，各级环保部门积极发挥统一监

管职责，督促下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将执法、监管、

整治和协调工作职责履行到位，构建监管统一、执
法严明、多方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五、建立健全市场促进机制

强化环境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逐步建立全面

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

修复效益的价格形成机制。 积极推进排污指标资源

市场化配置，构建市场化的交易价格机制，有效提升

排污权交易活力。 健全环保投融资机制，不断优化

财政资金投入方式。 积极拓宽环保投融资渠道，创
新环保融资方式，建立融资信息平台，鼓励发展生态

环保投资基金，支持开展排污权抵押贷款、生态环保

项目股权和债券融资，引导社保资金、保险资金参与

生态环保项目，探索发行环保公益性债券、彩票等。
建立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和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

度，健全“谁污染、谁付费”的排污权市场化机制，实
施以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为基础的用能权有偿交易制

度，开展以总量争取、配额分配为重点的碳排放权交

易体系建设，深化东苕溪（杭州段）用水总量控制和

水权制度改革试点。 发展绿色金融，完善环境信用

评价制度，探索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培育

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主体，积极推进环境污染

第三方治理，以重点污染行业、工业园区整治和公共

环保基础设施运营等为重点，逐步建立第三方治理

模式持续发展机制。 建立健全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

生态补偿机制，开展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研究，实施全区域生态补偿，加大对钱塘江、苕溪两

大流域上游地区生态补偿的力度，配合推进国家新

安江水环境补偿试点。
六、完善社会治理机制

切实强化公众参与机制，充分发挥公众参与对

推动环境治理、深化环保改革的强大动力。 深入推

进环保政务公开，完善权力清单制度，对重大环保

政策、环境质量数据、污染排放数据、环境处罚信息

等进行全面公开，加强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

开，及时公布处置情况。 加强环境舆情动态监测、
分析和跟踪，完善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和群体性事件

的应急响应机制。 强化环境宣传教育，促进生活方

式绿色化，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

环境教育和培训体系。 探索建立污染综合治理区

域联动机制，完善重大活动大气环境质量保障方案

和应急方案，建立区域间、部门间污染防治协作工

作例会、进展信息通报等制度。

·１２·

市政府文件 杭州市人民政府公报（２０１７ 年增刊第 ２ 期）



第五章　 规划保障体系

一、强化领导组织，明确规划运转机制

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将环境保护规划任务层

层分解到年度计划，认真实行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年度考核目标责任制，确保生态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目标如期实现。
强化环境保护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全面形成

政府负责、部门联动、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环保统一

监管的工作氛围和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协调，明确部

门职责和任务，全面落实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任务。
二、加大投入力度，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

各级政府要把环境保护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

点，把完善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和改善城市水环境、环
境空气质量作为投资重点，同时切实推进饮用水源

保护、企业污染治理、环境监管、统筹城乡环境保护

等环保薄弱环节的各项工作。 加强资金使用绩效评

价和项目后续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环保投融资机制，鼓励和支

持社会资金以独资、合资、承包、租赁、拍卖、股份

制、股份合作制、ＢＯＴ 等不同形式参与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事业。 积极设立环保信托投资公司、风险

投资公司，创新金融环境产品。
各级政府要把重点项目纳入项目储备库，作为

政府优先实施项目和财政重点支持对象。 同时，要
及时解决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确保规划环保重

大项目早落地、早建成、早见效。

三、强化信息公开，动员全民参与

完善绿色传播网络，多渠道、多媒体宣传环境保

护规划，定期公布环境质量、项目建设、资金投入等

规划实施信息，确保规划实施情况及时公开。 面向

不同社会群体加强环境宣传教育和培训，开展各类

环保公益活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

打造一批环保公益活动品牌。 积极引导企业切实履

行社会责任，自觉落实污染防治与治理主体责任。
积极发挥环保社会组织和志愿者作用，引导培育环

保社会组织专业化成长。 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

与监督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利用各种方式引

导公众参与，充分发挥公众和新闻媒体等社会力量

的监督作用，建立规划实施公众反馈和监督机制，完
善环境新闻发布制度，建立重大事项舆情发布评估

制度。 进一步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机制，建
立专家技术评价和公众权益评价相结合的环境准入

制度，对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
通过公告公示、问卷调查、专家咨询、民主恳谈等方

式，征求公众意见，强化社会监督。
四、强化评估考核，促进规划实施

建立规划实施评估考核机制，及时评估总结规

划确定的目标指标、主要任务、重大举措和重大工

程等落实情况。 在 ２０１８ 年中和 ２０２０ 年底，分别对

规划执行情况开展中期评估和终期考核，对评估考

核结果进行通报，并向社会公开。 规划实施进展成

效和考核结果作为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

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杭州市电网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

杭政办函〔２０１７〕８ 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杭州市电网发展“十三五”规划》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实施。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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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电网发展“十三五”规划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杭州市作为浙江省省会，是全省的政治、经济、

科教和文化中心，是国务院确定的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和重点风景旅游城市，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带的

中心城市之一，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
“十三五”是杭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

新一轮发展的关键期，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重要机遇期。 “十三五”期间，杭州将继续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

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而努力

奋斗。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杭州市的电力需求

将稳定增长，对供电可靠性要求也将大提高，经济

增长的新常态、电网外部建设环境的变化、“节能

减排”“电能替代”等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实施，都将

对杭州电网的发展带来新任务和新要求。
围绕我市经济社会“十三五”发展战略目标和

任务，以国家能源战略为导向，解放思想、着眼长

远，积极开展杭州市电网“十三五”发展规划编制

工作，是杭州电网发展建设的重中之重，是推动社

会经济全面繁荣、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证。
（二）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
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持续深化浙江省“八八战略”实践，以办

好“两会”、建设“两区”为重要抓手，以建设历史文

化名城、创新活力之城、东方品质之城为契机，抢抓

电网建设机遇，加快电网发展步伐，完善电网布局，
构建以特高压站点为电源，超高压网架为骨干，各
级电网协调发展，具有信息化、自动化、互动化特征

的坚强智能网架结构，确保城市安全可靠供电。

（三）规划依据。
１ 城市电力网规划设计导则。
２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
３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
４ 《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第 ５９９ 号令）。
５ 浙江电网“十三五”发展规划。
６ 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电网规划。
７ 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
８ 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 ２００１—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１６ 年修订）。
９ 杭州市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
１０ 现有县市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

划等。
（四）规划期限。
近期规划水平年为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远期规划

水平年为 ２０３０ 年，远景展望到 ２０４０ 年。
（五）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杭州全市，包括上城、下城、江干、拱

墅、西湖、滨江、萧山、余杭和富阳 ９ 个区，临安、建德 ２
个县级市，桐庐、淳安 ２ 个县，面积 １６５９６ 平方公里。

二、电网现状概况

（一）电网概况。
杭州电网是浙江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杭州

电网的电压等级包括 １０００ 千伏、±８００ 千伏、５００ 千

伏、２２０ 千伏、１１０（３５）千伏、１０（２０）千伏、３８０ 伏。
其中 １０００ 千伏为特高压交流电网，±８００ 千伏为特

高压直流，５００ 千伏为超高压电网，２２０ 千伏为高压

输电网，１１０（３５）千伏为高压配电网，１０（２０）千伏

为中压配电网，３８０ 伏为低压配电网。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杭州主网以 ５００ 千伏瓶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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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仁和变、乔司变、涌潮变、富阳变、昇光变为主要

电源，在城市外围通过嘉兴、绍兴等 ５００ 千伏电网

形成双环网结构。 杭州 ５００ 千伏电网通过富阳—
安徽 ２ 回线、瓶窑—安徽 １ 回线、瓶窑—江苏 ２ 回

线、瓶窑—天荒坪 ２ 回线、瓶窑—王店 ２ 回线、乔
司—秦山 ２ 回线、乔司—由拳 ２ 回线、涌潮—兰亭

２ 回线、昇光—凤仪 ２ 回线、仁和—安吉 ２ 回线等

１９ 回线与省外及省内相邻地区电网相连。
２２０ 千伏电网以 ５００ 千伏瓶窑变、仁和变、乔

司变、富阳变、涌潮变、昇光变等为核心，构建双环

网结构，１１０ 千伏电网以双电源链式结构为主，１０
（２０）千伏电缆以环网结构、架空线以多分段多联

络为主，３８０ 伏电网以辐射结构为主。 目前 ２２０ 千

伏电网已部分实现分层分区，１１０ 千伏及以下电网

实现完全分层分区运行。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杭州电网拥有特高压线路

２ 回，线路长度 ２３９ １５ 公里；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 ６ 座，
分别为瓶窑变（３×７５ 万千伏安）、仁和变（２×１００
万千伏安）、乔司变（３×１００ 万千伏安）、涌潮变（３×

７５ 万千伏安）、富阳变（３×７５ 万千伏安）、昇光变

（２×１２０ 万千伏安），总容量为 １４１５ 万千伏安，５００
千伏输电线路长度为 ８１６ 公里；２２０ 千伏公用变电

站 ５２ 座，变电容量为 ２１９６ 万千伏安；２２０ 千伏输

电线路长度约 ２８７７ ８８ 公里，其中电缆长度为

１９３ ３ 公里；１１０ 千伏公用变电站 ２１８ 座，变电容量

为 ２０８４ ２５ 万千伏安，１１０ 千伏输电线路长度约

３４５７ ３６ 公里，其中电缆长度为 ８１５ ０ 公里；３５ 千

伏公用变电站 ７３ 座，主变 １３９ 台，变电容量为

１９１ ７１ 万千伏安，３５ 千伏输电线路长度为 ２３８４ ２
公里，其中电缆长度 ２４２ ２０１ 公里；１０ 千伏公用配

电变压器 ４５１３１ 台，配电容量为 ２１５０ ５６５６ 万千伏

安，１０ 千伏环网室和环网箱共 １５５６３ 座，１０ 千伏公

用线路长度为 ３７３４１ １１４ 公里，其中电缆线路长度

１８２８１ ２５４ 公 里； ３８０ 伏 电 网 线 路 总 长 度 为

５１２５２ ９３８ 公里，其中电缆线路长度为 １６９７７ ５６８
公里。

杭州市 ２０１５ 年高压电网规模统计概况见

表 ２ １。

表 ２ １　 杭州市 ２０１５ 年高压电网规模统计表

分类 电压等级 ５００ 千伏 ２２０ 千伏 １１０ 千伏

变电
公用变电站座数 ６ ５２ ２１８

变电容量（万千伏安） １４１５ ２１９６ ２０８４ ２５

线路
架空（公里） ８１６ ２８７７ ８８ ３４５７ ３６

电缆（公里） ０ １９３ ３４４ ８１５ ０３

（二）地方电源概况。
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杭州电网内电源装机容量共

７５３ ３ 万千瓦，其中 ６０００ 千瓦及以上电厂装机容

量 ７１２ ４ 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 ９４ ６％，包括主

力电厂：半山天然气电厂装机容量 １１７ 万千瓦、半
山天然气热电联产 １２４ ５ 万千瓦、半山燃煤电厂装

机容量 １３ ５ 万千瓦、蓝天天然气电厂装机容量

１１ ２ 万千瓦、萧山天然气电厂装机容量 １２２ ６ 万

千瓦、萧山燃煤电厂装机容量 ２６ ０ 万千瓦、下沙天

然气电厂装机容量 ２４ ６ 万千瓦、富春江水电站装

机容量 ３５ ７２ 万千瓦、新安江水电厂装机容量

８５ ０ 万千瓦，均以 ２２０ 千伏电压等级上网，其余各

水、火电厂均以 １１０ 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接入电

网。 ６０００ 千瓦以下电厂装机容量 ４０ ９ 万千瓦，占
总装机容量的 ５ ４％。

与城市用电规模相比，境内电厂主要作为城市

供电的保安电源。 城市主要电源主要来自 ６ 座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受入特高压电源、秦山核电等境

外电力。
（三）供用电概况。
“十二五”期间，杭州电网最高负荷、全社会用

电量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７ ３２％、５ ８７％。 ２０１５
年杭州电网最高供电负荷 １２１３ ８ 万千瓦，比 ２０１０
年增加 ３６１ ２ 万千瓦，全社会用电量 ６４６ ４ 亿千瓦

时，比 ２０１０ 年增加 １６０ ４０ 亿千瓦时。 其中全市第

一产业用电量 ４ ７ 亿千瓦时，占比 ０ ７％；第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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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量 ４２１ 千瓦时，占比 ６５ １％；第三产业用电量

１３０ ４ 亿千瓦时，占比 ２０ ２％；居民生活用电 ９０ ３
亿千瓦时，占比 １４ ０％。 三次产业用电总体上呈

现：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用电量比重下降，第三产

业比重呈较快的上升趋势。 ２０１５ 年我市人均用电

负荷和用电量分别为 １ ３０ 千瓦和 ７２０３ 千瓦时，在
全国属用电水平较高的城市。

（四）存在主要问题。
杭州电网还存在 ５００ 千伏布点及网架结构不

完善，跨江联络通道不足，武林商圈、钱江新城等核

心区域电网容载比低，城乡配网仍然较为薄弱等问

题，与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定位不匹配。
随着城乡建设的规模和水平日益提高以及国

家更加严格的土地和物权保护措施，高压线路走廊

和变电站所址存在电网规划落地、征迁补偿政策处

理、项目审批等方面困难，使输变电工程的实施周

期日益拉长。
三、电力需求预测

（一）电力电量增长历史分析。
２０００ 年以来，杭州电力电量增长呈现前高后

低的增长态势。
“十五”期间，随着杭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

是工业经济高速增长，杭州电力电量呈现高速增长

态势。 ２００５ 年杭州全口径最高负荷达到 ４７７ ７ 万千

瓦，年均增长率为 １４ ９４％；２００５ 年杭州全社会用电

量 ３０３ ３１ 亿千瓦时，年均增长率为 １６ ８１％。 从分

行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年均增长 ２ ４９％，第二产业

用电量年均增长 １７ ７３％，第三产业用电量年均增长

１７ ３５％，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年均增长 １２ ９０％。
“十一五”期间，前两年电力电量保持着高速

增长，２００８ 年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

增速出现明显回落，杭州电力电量呈现增速下滑态

势。 ２０１０ 年杭州全社会最高用电负荷达 ８５２ ６ 万

千瓦，全社会用电量 ４８５ 亿千瓦时，年均增长分别

为 １２ ２８％、９ ８４％。 从分行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增长 １０ ２６％，第二产业用电量增长 ７ ８５％，第三

产业用电量增长 １５ ８３％，居民生活用电增长

１２ ５９％。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杭州电力电量总体处于

高速增长期， 全社会最高负荷年均增长率为

１４ ２％，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长率为 １３ ４％。
“十二五”以来，全市上下认真贯彻科学发展

观，在杭州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积极应对国

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实施一揽子政策措施，全力

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增活力、重民生，实现了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杭州用电需

求呈现逐步回升态势。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期间，杭州

市全社会最高负荷年均增长率为 ７ ３２％，全社会

用电量年均增长率为 ５ ８６％，杭州电力电量增速

仍处于中高速增长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杭州市用电情况见表 ３ １。

表 ３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杭州市用电情况表

单位：万千瓦、亿千瓦时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年均
增长率
（％）

最高负荷 ２３８ １ ２７９ ３ ３３２ ８ ３８７ ８ ３８７ ５ ４７７ ７ ６０３ ７ ６８５ １ ６９９ ０ ７９２ ２ ８５２ ６ １００１ ０ １０３２ ０ １１３１ ４ １１３６ ７ １２１３ ８ １１ ４７％

用电量 １３９ ５ １５９ ３ １８８ ６ ２３０ ９ ２５６ ９ ３０３ ３ ３４５ ７ ３８８ ３ ４０５ １ ４３４ ３ ４８６ ３ ５５０ ７ ５８３ ５ ６３８ ６ ６４０ ２ ６４６ ４ １０ ７６％

其中：
一产

３ ２ ３ ５ ３ ０ ２ ５ ２ ６ ３ ６ ３ ９ ４ ６ ４ ０ ３ ７ ４ ３ ４ ７ ４ ９ ５ １ ５ ３ ４ ７ ２ ６０％

二产 ９９ ４ １１４ ５ １３６ ９ １６５ ９ １８８ ７ ２２４ ８ ２５６ ３ ２８６ ６ ２９２ １ ３０９ ３ ３３７ ３８６ ３９９ ４１１ ４１８ ４２１ １０ １０％

三产 １８ ６ ２０ ３ ２４ ７ ３２ ５ ３６ ８ ４１ ３ ４６ ６ ５３ ０ ６０ ０ ６７ ４ ８１ ９１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３３ １３０ ４ １３ ８６％

居民生活 １８ ３ ２１ ０ ２４ ０ ３０ ０ ２８ ８ ３３ ６ ３８ ９ ４４ １ ４９ ０ ５３ ９ ６４ ６９ ７９ ９１ ８３ ９ ９０ ３ １１ ２３％

（二）电力电量发展水平分析。
人均用电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

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 从全球看，
人均用电量可以分为四个档次：第一个档次是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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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用电量在 １００００ 千瓦时以上的，主要是北美、北
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少数发达国家；第二个档次

是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千瓦时，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在此

列；第三个档次是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千瓦时，主要包括一

些新兴市场；第四个档次是不足 ２０００ 千瓦时，主要

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
结合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用电量和经济发

展情况可以看出，北美、北欧等发达国家人均用电

量非常高，基本都在 １３０００ 千瓦时以上。 欧洲主要

发达国家由于产业结构以及当地能源消费结构等

因素，与其他地区的发达国家相比人均用电量偏

低。 新加坡、韩国、日本、台湾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人

均用电量在 ８０００—１２５００ 千瓦时之间。 ２０１５ 年我

市人均用电量为 ７２０３ 千瓦时、人均生活用电量

１０８０ 千瓦时，在全国属用电水平较高的城市，但与

国际先进城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杭州用电水平

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均

用电量情况见表 ３ ２。

表 ３ ２　 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均用电量

国家和地区 人均用电量（千瓦时）

挪 威 ２３０００

加拿大 １７０００

芬 兰 １５７００

瑞 典 １４０００

美 国 １３５００

新加坡 １２５００

澳大利亚 １０５００

韩 国 １０２００

台 湾 １００００

香 港 ９０００

日 本 ８２００

法 国 ７４００

德 国 ６８００

英 国 ６２００

杭 州 ７２０３

（三）电力电量预测方案。
１ 边界条件。
电力电量增长的动力来源于经济社会发展及

城市空间的拓展。 根据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等

规划，未来杭州市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给电力电

量需求带来了巨大的增长基础。 具体边界条件

如下：

一是经济社会发展：２０１５ 年国内生产总值突

破万亿元，达 １００５３ ５８ 亿元，增长率再次回到两

位数，达 １０ ２％。 根据杭州市“十三五” 规划纲

要，本规划选取杭州市“十三五”国内生产总值

７ ５％的增长目标。 到 ２０２０ 年，市域常住人口

１０００ 万人。
二是城镇空间布局：全市行政区域面积 １６５９６

平方公里，形成“一心二圈、三轴二连、一环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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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镇布局结构。 到 ２０２０ 年，城乡建设用地约

１３００ 平方公里。
２ 电力电量预测思路。
电力电量需求预测工作思路是在长期调查分

析的基础上，收集和积累本地区用电量和负荷的历

史数据，以及城市建设和各行各业发展的信息，充
分研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种相关因素与电力

需求的关系，并适当参考国内外同类型地区的资料

进行校核，使预测结果具备较高的准确性和合

理性。
常用预测方法有产业产值单耗法、弹性系数

法、时间序列法、负荷利用小时数法、负荷密度法、

人均用电量法等。 根据杭州负荷预测的特点和需

要，近期预测选用产业产值单耗法、弹性系数法、时
间序列法、负荷利用小时数法等，远景预测选用负

荷密度法、人均用电量法、负荷利用小时数法等适

用的预测方法，并相互校核、补充，形成高中低三个

方案，近期规划采用中方案、远景规划采用高方案。
３ “十三五”电力电量预测方案。
根据时间序列法、产业产值单耗法、弹性系数

法 ３ 种预测方法，测算了“十三五”期间杭州市全

社会用电量，详见表 ３ ３ ３－１。 根据时间序列法和

负荷利用小时数法得到的“十三五”期间杭州市的

最高负荷，详见表 ３ ３ ３－２。

表 ３ ３ ３－１　 杭州市电量预测结果表

单位：亿千瓦时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高
　
方

案

时间序列法 ６４７ ７２７ ７７８ ８３１ ８７６ ９２７

产业产值单耗法 ６４７ ７２９ ７９４ ８５５ ９１５ ９７１

弹性系数法 ６４７ ７２２ ７８５ ８４９ ９１４ ９５９

电量综合 ６４７ ７２６ ７８６ ８４５ ９０２ ９５２

中
　
方

案

时间序列法 ６４７ ７１５ ７６２ ７９８ ８５３ ８８０

产业产值单耗法 ６４７ ７１７ ７７２ ８４４ ９１２ ９４７

弹性系数法 ６４７ ７１５ ７７１ ８３７ ９０４ ９５９

电量综合 ６４７ ７１５ ７６８ ８３０ ８９０ ９３０

低
　
方

案

时间序列法 ６４７ ７０３ ７５２ ７８８ ８１３ ８４０

产业产值单耗法 ６４７ ７０５ ７６２ ８０４ ８３５ ８６７

弹性系数法 ６４７ ７０８ ７６１ ８０７ ８４９ ８７９

电量综合 ６４７ ７０５ ７５８ ７９９ ８３２ ８６０

表 ３ ３ ３－２　 杭州市负荷预测结果表

单位：万千瓦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高
　
方

案

时间序列法负荷 １２１３ ８ １４２２ ５ １５７４ ７ １７２９ １ １８８３ ０ ２０１４ ８

负荷利用小时法 １２１３ ８ １３９７ ９ １５２５ １ １６５１ ５ １７７７ ６ １９２５ ７

负荷综合 １２１３ ８ １４１０ ０ １５５０ ０ １６９０ ０ １８３０ ０ １９７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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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中
　
方

案

时间序列法负荷 １２１３ ８ １３４４ ８ １４５２ ４ １５６１ ３ １６６１ ３ １７５７ ６

负荷利用小时法 １２１３ ８ １３７５ ９ １４８６ ９ １５８９ ３ １６８８ ４ １７９０ ５

负荷综合 １２１３ ８ １３６０ ０ １４７０ ０ １５７５ ０ １６７５ ０ １７８４ ０

低
　
方

案

时间序列法负荷 １２１３ ８ １２８９ ８ １３６７ ２ １４４９ ３ １５２１ ７ １５９３ ２

负荷利用小时法 １２１３ ８ １３５５ ６ １４３５ ５ １５０４ ８ １５６０ ４ １６２５ １

负荷综合 １２１３ ８ １３２２ ７ １４０１ ４ １４７７ ０ １５４１ １ １６０９ ２

　 经预测，“十三五”期间电力电量预测推荐方

案：２０２０ 年全市电力、电量分别为 １７８４ 万千瓦、
９３０ 亿千瓦时，“十三五”期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８ ０％、７ ５％。

表 ３ ３ ３－３　 “十三五”电力电量预测方案

单位：万千瓦、亿千瓦时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高
最高负荷 １２１４ １４１０ １５５０ １６９０ １８３０ １９７０

用电量 ６４７ ７２６ ７８６ ８４５ ９０２ ９５２

中
最高负荷 １２１３ １３６０ １４７０ １５７５ １６７５ １７８４

用电量 ６４７ ７１５ ７６８ ８３０ ８９０ ９３０

低
最高负荷 １２１４ １３２３ １４０１ １４７７ １５４１ １６０９

用电量 ６４７ ７０５ ７５８ ７９９ ８３２ ８６０

４ 远景负荷预测方案。
按照常住人口测算，杭州 ２０１５ 年人均电力

负荷和人均用电量分别是 １ ３０ 千瓦和 ７２０３ 千

瓦时。 参照国外同类城市水平，远景人均用电

负荷和人均用电量将达到 ２ ５４ 千瓦和 １２５００
千瓦时。

参考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负荷密度情况，远
景杭州市中心城区主城负荷密度按 ３５ＭＷ ／ ｋｍ２ 考

虑；江南城、临平城、下沙城负荷密度按 ２５ＭＷ ／ ｋｍ２

考虑；杭州市区六大组团负荷密度按 ２０ＭＷ ／ ｋｍ２

考虑，杭州市域其他县市负荷密度按 １５ＭＷ ／ ｋｍ２

考虑。
采用人均用电量法、负荷利用小时数法和负荷

密度法对杭州市远景负荷进行预测，预测结果为

３０００—３３００ 万千瓦，本报告采用预测高值作为杭

州市远景负荷预测结果。 因此，预计远景杭州市饱

和负荷水平约 ３３００ 万千瓦。
杭州市人均负荷水平 ２ ５４ｋｗ ／人，杭州市域负

荷密度 １ ９４ＭＷ ／ ｋｍ２ （ ２０１０ 年， 纽约市域面积

１２４２０ｋｍ２，市域负荷密度 ２ ２ＭＷ ／ ｋｍ２；北京市域面

积 １６４１０ｋｍ２，市域负荷密度 １ ０２ＭＷ ／ ｋｍ２；上海市

域面积 ６３４０ｋｍ２，市域负荷密度 ４ １３ＭＷ ／ ｋｍ２；杭
州市域面积 １６５９６ｋｍ２，市域负荷密度 ０ ５ＭＷ ／
ｋｍ２），杭州市区总体负荷密度 １０ ２ＭＷ ／ ｋｍ２（杭州

市区面积 ３０６８ｋｍ２），杭州市区建设用地负荷密度

２６ ８ＭＷ ／ ｋｍ２，杭州其他县市建设用地负荷密度

１５ＭＷ ／ ｋｍ２。
杭州市远景负荷主要预测指标见表 ３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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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３ ４　 杭州市远景负荷主要预测指标

项目 现状 远景

用电负荷 １２１３ 万千瓦 ３３００ 万千瓦

人均用电量 ７２００ 千瓦时 １２５００ 千瓦时

人均负荷 １ ２８ｋｗ ／人 ２ ５４ｋｗ ／人

市域负荷密度（１６５９６ｋｍ２） ０ ６８ＭＷ ／ ｋｍ２ １ ９４ＭＷ ／ ｋｍ２

市区总体负荷密度（３０６８ｋｍ２） ３ ７ＭＷ ／ ｋｍ２ １０ ２ＭＷ ／ ｋｍ２

杭州市区建设用地负荷密度 １１ＭＷ ／ ｋｍ２ ２６ ８ＭＷ ／ ｋｍ２

杭州其他县市建设用地负荷密度 ／ １５ＭＷ ／ ｋｍ２

（四）预测结果小结。
１ 电力电量预测小结。
高方案：２０２０ 年杭州全社会最高负荷、电

量将分别达到 １９７０ 万千 瓦、 ９５２ 亿 千 瓦 时，
“ 十 三 五 ” 期 间 的 年 均 增 长 率 为

１０ ２％、８ ０％。

中方案：２０２０ 年杭州全社会最高负荷、电量将

分别达到 １７８４ 万千瓦、９３０ 亿千瓦时，“十三五”期
间的年均增长率为 ８ ０％、７ ５％。

低方案：２０２０ 年杭州全社会最高负荷、电量将

分别达到 １６０９ 万千瓦、８６０ 亿千瓦时，“十三五”期
间的年均增长率为 ６ ３％、５ ９％。

表 ３ ４ １－１　 杭州市电力电量预测结果表

单位：万千瓦、亿千瓦时、％

高方案 实　 绩 预 测 增 长 率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０ 远景 十三五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负荷 １２１３ ８ １４１０ １５５０ １６９０ １８３０ １９７０ ２３００ ３３００ １０ ２ ４ ３５

电量 ６４７ ７２６ ７８６ ８４５ ９０２ ９５２ １１７０ １６３０ ８ ０ ４ ０３

中方案 实　 绩 预 测 增 长 率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０ 远景 十三五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负荷 １２１３ ８ １３６０ １４７０ １５７５ １６７５ １７８４ ２２００ ３１５０ ８ ０ ４ ０４

电量 ６４７ ７１５ ７６８ ８３０ ８９０ ９３０ １１２０ １５６０ ７ ５３ ３ ７０

低方案 实　 绩 预 测 增 长 率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０ 远景 十三五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负荷 １２１３８ １３２３ １４０１ １４７７ １５４１ １６５０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６ ３３ ３ ７２

电量 ６４７ ７０５ ７５８ ７９９ ８３２ ８６０ １０７０ １５００ ５ ８６ ３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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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４ １－２　 杭州分地区负荷预测推荐方案

单位：万千瓦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０ 远景

全地区 １２１３ ８ １３６０ １４７０ １５７５ １６７５ １７８４ ２２００ ３３００

主城区 ４５５ ０ ４８７ ０ ５１９ ５ ５５１ １ ５８３ ８ ６２９ ５ ７０８ ７ ９９２ ０

杭州大江东产业集
聚区 （以下简称大
江东）

９０ ０ １０８ ０ １２６ ０ １４４ ０ １６２ ０ １８２ ０ ３６０ ０ ５６２ ０

萧山区 ２６５ ０ ２９０ ０ ３１５ ０ ３３８ ０ ３５８ ５ ３８２ ０ ４７１ ０ ６５３ ０

余杭区 １７２ ０ １８８ ０ ２０４ ５ ２２０ ０ ２３３ ５ ２４９ ５ ３１３ ０ ６００ ０

富阳区 １２０ ５ １３２ ０ １４３ ０ １５３ ５ １６３ ０ １７３ ５ ２１７ ０ ３３８ ０

临安市 ５９ ０ ６４ ５ ７０ ０ ７５ ０ ７９ ５ ８４ ８ １０６ ０ １７０ ０

桐庐县 ３７ ６ ４１ ３ ４４ ９ ４８ ３ ５１ ２ ５４ ３ ６８ ０ １００ ０

建德市 ４６ ５ ５１ ０ ５５ ３ ５９ ５ ６３ ２ ６６ ９ ８３ ５ １３６ ０

淳安县 １７ ８ １９ ５ ２１ １ ２２ ６ ２４ ０ ２５ ４ ３１ ５ ５２ ５

合　 计 １２８３ ４ １３９６ ３ １５０９ ３ １６１７ ０ １７１９ ７ １８４７ ９ ２３５８ ７ ３６０３ ５

同时率 ０ ９７ ０ ９７ ０ ９７ ０ ９７ ０ ９７ ０ ９７ ０ ９３ ０ ９２

表 ３ ４ １－３　 杭州分地区电量预测推荐方案

单位：亿千瓦时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０ 远景

全地区 ６４７ ７１５ ７６８ ８３０ ８９０ ９３０ １１２０ １６３０

主城区 ２０５ ２２０ ２３２ ２４４ ２６２ ２７０ ２９０ ４０８

大江东 ５４ ６７ ７６ ８７ ９６ １０７ １９５ ２７６

萧山区 １６０ １７７ １９０ ２０５ ２１６ ２２３ ２５０ ３１０

余杭区 ７５ ８２ ８９ ９７ １０５ １１２ １３２ ２５３

富阳区 ６９ ７６ ８２ ８９ ９５ ９７ １１１ １６７

临安市 ２９ ３２ ３４ ３７ ４０ ４２ ５０ ７９

桐庐县 １８ ２０ ２１ ２３ ２５ ２ ２６ ３１ ４５

建德市 ２７ ３０ ３２ ３５ ３７ ３９ ４４ ６７

淳安县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３ ８ １４ １７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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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预测水平分析。
电力电量需求预测水平按照人均用电量、人均

用电负荷两个指标与国内外先进城市进行比较。
人均用电水平与自然地理、气象气候、经济结

构、消费习惯、用电习惯等因素均有关系，比较不同

城市的用电水平，选取在这些因素相近的城市进行

比较。 新加坡、韩国、日本、台湾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气候环境、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以及用电习惯

等因素与杭州地区较为相似，杭州地区的人均用电

量水平可以比照上述国家和地区。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２０ 年杭州人均用电水平（人均用

电负荷和人均用电量）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

主要城市基本相当，位居国内前列，但与新加坡、韩
国、日本、台湾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差距较大。 远景

人均用电水平位居国内前列，与新加坡、韩国、日
本、台湾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当。

四、电力供需平衡

（一）地方电源及特高压电源建设情况。
杭州市一次资源匮乏，受自然条件及环境因素

的限制，可用于建设大型电厂的厂址有限。 ２０１５

年半山煤电、萧山煤电机组关停。
根据杭州市“十三五”能源规划。 “十三五”期

间杭州境内新增电源项目主要以分布式光伏等为

主，大中型电厂项目基本没有。 建德乌龙山、桐庐

白云源等抽水蓄能项目预计在“十三五”以后投

产。 相对于“十三五”及远景用电负荷，我市境内

电源主要承担供电保安作用。
当前国家电网正在推进国家特高压同步电网规

划建设，为杭州电力供应提供了重大机遇。 根据国家

电网、浙江省网特高压同步电网规划布局，在浙江境

内布局特高压浙北、浙中、浙南三个交流站，布局特高

压溪洛渡—浙西、灵州—绍兴、金沙江二期—温北三

个直流站，形成“三交三直”布局，其中浙北、浙中站已

经建成，分别位于与杭州北面、西面相邻的湖州、金华

境内，灵州—绍兴直流站 ２０１６ 年建成，位于杭州南面

的绍兴境内，金沙江二期—温北直流站处于选址规划

阶段，初步考虑位于杭州北面。 浙北交流站、浙中交

流站、绍兴直流站、温北直流站最大可输送电力达

３４００ 万千瓦，可以作为杭州电力受入的主要来源。
杭州市电源装机情况表如表 ４ １ 所示。

表 ４ １　 杭州电网电源装机情况表

单位：万千瓦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远景

半山燃气电厂 １１７ １１７ １１７

半山燃煤电厂 １３ ５

萧山燃气电厂 ８０ ５ ８０ ５ ８０ ５

萧山燃煤电厂 ２６

蓝天天然气电厂 １１ ２ １１ ２ １１ ２

新安江水电 ８５ ８５ ８５

富春江水电 ３５ ７ ３５ ７ ３５ ７

半山天然气热电联产 １２４ ５ １２４ ５ １２４ ５

萧山天然气电厂 ４２ １ ４２ １ ４２ １

华电下沙天然气电厂 ２４ ６ ２４ ６ ２４ ６

华电江东天然气电厂 ９０ ４ ９０ ４

小水火电 １９３ ２ ２７６ ２７６

装机容量 ７５３ ３ ８８７ １２４７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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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力平衡原则。
１ 考虑小电源出力特性，近期 ６０００ 千瓦及以

上的小电厂以 ３０％—５０％的装机容量参与平衡，
６０００ 千瓦以下小电厂不参与平衡。 远期、远景小

电厂不考虑参与平衡。
２ 考虑到大中型天然气电厂机组的发电出力

稳定性，全地区峰荷时天然气电厂机组按一半出力

考虑。
３ 考虑大中型水电厂出力特性，按装机容

量的 ７０％参与平衡。 其中建德、桐庐抽水蓄能

电厂处于规划阶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不参与

平衡。
４ 由金华芝堰变、绍兴古越变供电的杭州地

区负荷考虑逐步由杭州电网供电。
５ 根据国家电网企业标准 Ｑ ／ ＧＤＷ１５６—２００６

《城市电力网规划设计导则》第 ４ ３ ３ 条，根据经

济增长和城市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应城网负荷

增长速度可分为较慢、中等、较快三种情况，相应各

电压等级城网的容载比表如下表所示，宜控制在

１ ５—２ ２ 范围之间。

表 ４ ２　 各电压等级城网的容载比

城网负荷增长情况 较慢增长 中等增长 较快增长

年负荷平均增长率（建议值） 小于 ７％ ７—１２％ 大于 １２％

５００ 千伏及以上 １ ５—１ ８ １ ６—１ ９ １ ７—２ ０

２２０—３３０ 千伏 １ ６—１ ９ １ ７—２ ０ １ ８—２ １

１１０ 千伏 １ ８—２ ０ １ ９—２ １ ２ ０—２ ２

（三）５００ 千伏电力平衡。
至 ２０２０ 年，杭州电网负荷将达到 １７８４ 万千

瓦，规划变电容量 ２２７５ 万千伏安，容载比为 １ ７６。
远景杭州电网负荷水平 ３３００ 万千瓦，考虑全部由

杭州电网供电，规划变电容量 ５２４５ 万千伏安，容载

比为 １ ７６。
５０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况见

表 ４ ３。

表 ４ ３　 杭州 ５０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况

单位：万千瓦、万千伏安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远景

全社会最高负荷 １２１３ ８ １７８４ ２２００ ３３００

电源装机容量 ７３７ ２ ８００ ７ ８００ ７ ８００ ７

电源出力 ３８３ ３ ３９１ ７ ３２５ ８ ３２５ ８

外部供杭州负荷 １５０ １０２ — —

变电容量合计 １４１５ ２２７５ ３２７５ ５２４５

容载比 １ ７８ １ ７６ １ ７５ １ ７６

（四）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
１ 主城区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
至 ２０２０ 年，主城区最高负荷将达到 ６２９ ５ 万

千瓦，规划变电容量 １３６５ 万千伏安，容载比为

２ ０３。 远景主城区最高负荷达到 ９９２ 万千瓦，规划

变电容量 １８６０ 万千伏安，容载比为 １ ８８。
主城区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

况见表 ４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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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４ １　 主城区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况

单位：万千瓦、万千伏安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远景

全社会最高负荷 ４５５ ６２９ ５ ７０８ ７ ９９２

２２０ 千伏用户负荷 １１ — — —

电源装机容量 ８ ９ ８ ９ — —

电源出力 ３ ４ ３ ４ — —

变电容量合计 ８３１ １３６５ １４１６ １８６０

容载比 ２ １１ ２ ０３ １ ９６ １ ８８

２ 萧山区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
至 ２０２０ 年，萧山区最高负荷将达到 ３８２

万千瓦，规划变电容量 ７５３ 万千伏安，容载比

为 １ ９７。 远景萧山区最高负荷达到 ６５３ 万千

瓦，规 划 变 电 容 量 １２０９ 万 千 伏 安， 容 载 比

为 １ ８７。
萧山区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

况见表 ４ ４ ２。

表 ４ ４ ２　 萧山区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况

单位：万千瓦、万千伏安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远景

全社会最高负荷 ２６５ ３８２ ４７１ ６５３

２２０ 千伏用户负荷 ５ ５ ５ ５

电源装机容量 ２５ ９ ２５ ９ — —

电源出力 １２ １２ — —

变电容量合计 ４６５ ７５３ ８９７ １２０９

容载比 １ ７７ １ ９７ １ ９３ １ ８７

３ 大江东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
至 ２０２０ 年，大江东最高负荷将达到 １８２

万千瓦，规划变电容量 ３１２ 万千伏安，容载比

为 ２ ０２。 远景大江东最高负荷达到 ５６２ 万千

瓦，规 划 变 电 容 量 １０３２ 万 千 伏 安， 容 载 比

为 １ ８４。
大江东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

况见表 ４ ４ ３。

表 ４ ４ ３　 大江东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况

单位：万千瓦、万千伏安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远景

全社会最高负荷 ９０ １８２ ３６０ 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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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远景

２２０ 千伏用户负荷 １５ １０ — —

电源装机容量 １１ ８ １１ ８ — —

电源出力 ５ ９ ５ ９ — —

变电容量合计 １２０ ３１２ ６９６ １０３２

容载比 １ ７４ ２ ０２ １ ９３ １ ８４

４ 余杭区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
至 ２０２０ 年，余杭区最高负荷将达到 ２４９ ５

万千瓦，规划变电容量 ４８３ 万千伏安，容载比

为 ２ ０２。 远景余杭区最高负荷达到 ６００ 万千

瓦，规 划 变 电 容 量 １１０４ 万 千 伏 安， 容 载 比

为 １ ８５。
余杭区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

况见表 ４ ４ ４。

表 ４ ４ ４　 余杭区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况

单位：万千瓦、万千伏安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远景

全社会最高负荷 １７２ ２４９ ５ ３１３ ６００

２２０ 千伏用户负荷 ３ ３ ３ ３

电源装机容量 ９ ８ ９ ８ — —

电源出力 ３ ７ ３ ７ — —

变电容量合计 ２７９ ４８３ ６０９ １１０４

容载比 １ ７６ ２ ０２ １ ９６ １ ８５

５ 富阳区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
至 ２０２０ 年，富阳区最高负荷将达到 １７３ ５

万千瓦，规划变电容量 ３１２ 万千伏安，容载比

为 １ ９５。 远景富阳区最高负荷达到 ３３８ 万千

瓦，规 划 变 电 容 量 ６３３ 万 千 伏 安， 容 载 比

为 １ ８８。
富阳区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

况见表 ４ ４ ５。

表 ４ ４ ５　 富阳区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况

单位：万千瓦、万千伏安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远景

全社会最高负荷 １２０ ５ １７３ ５ ２１７ ３３８

２２０ 千伏用户负荷 ２ ２ ２

电源装机容量 ４２ ５ ４２ ５ — —

电源出力 ２０ ２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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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远景

变电容量合计 ２０１ ３１２ ４１７ ６３３

容载比 １ ８９ １ ９５ １ ９４ １ ８８

　 　 ６ 临安市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
至 ２０２０ 年，临安市最高负荷将达到 ８４ ８

万千瓦，规划变电容量 ２１６ 万千伏安，容载比

为 ２ ２５。 远景临安市最高负荷达到 １７０ 万千

瓦，规 划 变 电 容 量 ３３３ 万 千 伏 安， 容 载 比

为 １ ９６。
临安市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

况见表 ４ ４ ６。

表 ４ ４ ６　 临安市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况

单位：万千瓦、万千伏安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远景

全社会最高负荷 ５９ ８４ ８ １０６ １７０

２２０ 千伏用户负荷 — — — —

电源装机容量 ２９ ５ ２９ ５ — —

电源出力 ６ １ ６ １ — —

变电容量合计 １０５ ２１６ ２２５ ３３３

容载比 １ ９８ ２ ２５ ２ １２ １ ９６

　 　 ７ 桐庐县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
至 ２０２０ 年，桐庐县最高负荷将达到 ５４ ３

万千瓦，规划变电容量 １０２ 万千伏安，容载比

为 ２ ０１。 远景桐庐县最高负荷达到 １００ 万千

瓦，规 划 变 电 容 量 １９２ 万 千 伏 安， 容 载 比

为 １ ９２。
桐庐县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

况见表 ４ ４ ７。

表 ４ ４ ７　 桐庐县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况

单位：万千瓦、万千伏安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远景

全社会最高负荷 ３７ ６ ５４ ３ ６８ ０ １００

２２０ 千伏用户负荷 — — —

电源装机容量 １５ １ １５ １ — —

电源出力 ３ ６ ３ ６ — —

变电容量合计 ６６ １０２ １３８ １９２

容载比 １ ９４ ２ ０１ ２ ０３ １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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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建德市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
至 ２０２０ 年，建德市最高负荷将达到 ６６ ９

万千瓦，规划变电容量 １３５ 万千伏安，容载比

为 ２ １２。 远景建德市最高负荷达到 １３６ 万千

瓦，规 划 变 电 容 量 ２６１ 万 千 伏 安， 容 载 比

为 １ ９５。
建德市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

况见表 ４ ４ ８。

表 ４ ４ ８　 建德市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况

单位：万千瓦、万千伏安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远景

全社会最高负荷 ４６ ５ ６６ ９ ８３ ５ １３６

２２０ 千伏用户负荷 ２ ２ ２

电源装机容量 １１ ４ １１ ４ — —

电源出力 ４ ７ ４ ７ — —

变电容量合计 ９３ １３５ １７１ ２６１

容载比 ２ ０８ ２ １２ ２ １０ １ ９５

９ 淳安县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
至 ２０２０ 年，淳安县最高负荷将达到 ２５ ４

万千瓦，规划变电容量 ６６ 万千伏安，容载比为

３ ８２。 远景淳安县最高负荷达到 ５２ ５ 万千

瓦，规 划 变 电 容 量 １０２ 万 千 伏 安， 容 载 比

为 ２ ０２。
淳安县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

况见表 ４ ４ ９。

表 ４ ４ ９　 淳安县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况

单位：万千瓦、万千伏安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远景

全社会最高负荷 １７ ８ ２５ ４ ３１ ５ ５２ ５

２２０ 千伏用户负荷 ２ ２ ２

电源装机容量 １４ ３ １４ ３ — —

电源出力 ３ ６ ３ ６ — —

变电容量合计 ３６ ６６ ６６ １０２

容载比 ３ ２１ ３ ８２ ２ ２４ ２ ０２

１０ 全地区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
至 ２０２０ 年，杭州电网最高负荷将达到 １７８４ 万

千瓦，规划 ２２０ 千伏变电容量 ３７４４ 万千伏安，容载

比为 ２ １。 远景杭州电网最高负荷将达到 ３３００ 万

千瓦，规划 ２２０ 千伏变电容量 ６７２６ 万千伏安，容载

比为 ２ ０５。
全地区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

况见表 ４ ４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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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４ １０　 全地区 ２２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况

单位：万千瓦、万千伏安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远景

全社会最高负荷 １２１３ ８ １７８４ ２２００ ３３００

２２０ 千伏用户负荷 １９ １８ １８ １８

电源装机容量 １８８ ８ １８８ ８ — —

电源出力 ６７ ９ ６７ ９ — —

变电容量合计 ２１９６ ３７４４ ４６３５ ６７２６

容载比 １ ９４ ２ １０ ２ １０ ２ ０５

（五）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
１ 主城区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
至 ２０２０ 年，主城区最高负荷将达到 ６２９ ５ 万

千瓦，规划变电容量 １０５９ ３ 万千伏安，容载比为

１ ９８。 远景，主城区最高负荷达到 ９９２ 万千瓦，规
划变电容量 １６７１ 万千伏安，容载比为 １ ９６。

主城区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

况见表 ４ ５ １。

表 ４ ５ １　 主城区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况

单位：万千瓦、万千伏安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远景

全社会最高负荷 ４５５ ６２９ ５ ９９２ ４５５

１１０ 千伏用户负荷 ８４ １００ １４０ ８４

电源装机容量 ３ ３ — ３

电源出力 １ ５ １ ５ — １ ５

变电容量合计 ６６１ ３ １０５９ ３ １６７１ ６６１ ３

容载比 １ ８８ １ ９８ １ ９６ １ ８８

２ 萧山区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
至 ２０２０ 年，萧山区最高负荷将达到 ３８２

万千瓦，规划变电容量 ５８８ 万千伏安，容载比

为 ２ ０２。 远景萧山区最高负荷达到 ６５３ 万千

瓦，规 划 变 电 容 量 １０７１ 万 千 伏 安， 容 载 比

为 １ ９４。
萧山区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

况见表 ４ ５ ２。

表 ４ ５ ２　 萧山区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况

单位：万千瓦、万千伏安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远景

全社会最高负荷 ２６５ ３８２ 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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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远景

１１０ 千伏用户负荷 ７０ ８５ １００

电源装机容量 ２５ ９ ２５ ９ —

电源出力 １２ １２ —

变电容量合计 ３７６ ５８８ １０７１

容载比 ２ ０５ ２ ０２ １ ９４

３ 大江东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
至 ２０２０ 年，大江东最高负荷将达到 １８２

万千瓦，规划变电容量 １９１ ５ 万千伏安，容载

比为 ２ ０９。 远景大江东最高负荷达到 ５６２ 万

千瓦，规 划 变 电 容 量 ８７５ 万 千 伏 安， 容 载 比

为 １ ９１。
大江东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

况见表 ４ ５ ３。

表 ４ ５ ３　 大江东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况

单位：万千瓦、万千伏安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远景

全社会最高负荷 ９０ １８２ ５６２

直供负荷 ３５ ８５ １０５

电源装机容量 １１ ８ １１ ８ —

电源出力 ５ ９ ５ ９ —

变电容量合计 １０８ １９１ ５ ８７５

容载比 ２ ２０ ２ ０９ １ ９１

４ 余杭区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
至 ２０２０ 年，余杭区最高负荷将达到 ２４９ ５

万千瓦，规划变电容量 ５０８ ３ 万千伏安，容载

比为 ２ ０９。 远景余杭区最高负荷达到 ６００ 万

千瓦，规划变电容量 １０５３ 万千伏安，容载比

为 １ ９４。
余杭区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

况见表 ４ ５ ４。

表 ４ ５ ４　 余杭区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况

单位：万千瓦、万千伏安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远景

全社会最高负荷 １７２ ２４９ ５ ６００

直供负荷 １８ ２１ ５７

电源装机容量 ９ ８ ９ ８ —

电源出力 ３ ７ ３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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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远景

变电容量合计 ３２１ ３ ５０８ ３ １０５３

容载比 ２ ０２ ２ ０９ １ ９４

５ 富阳区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
至 ２０２０ 年，富阳区最高负荷将达到 １７３ ５

万千瓦，规划变电容量 ３１５ ３ 万千伏安，容载

比为 ２ ０２。 远景富阳区最高负荷达到 ３３８ 万

千瓦，规 划 变 电 容 量 ６１１ 万 千 伏 安， 容 载 比

为 １ ９２。
富阳区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

况见表 ４ ５ ５。

表 ４ ５ ５　 富阳区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况

单位：万千瓦、万千伏安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远景

全社会最高负荷 １２０ ５ １７３ ５ ３３８

直供负荷 １２ １６ ２０

电源装机容量 １３ ３ １３ ３ —

电源出力 ５ ４ ５ ４ —

变电容量合计 ２０７ ５ ３１５ ３ ６１１

容载比 ２ ０１ ２ ０２ １ ９２

６ 临安市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
至 ２０２０ 年，临安市最高负荷将达到 ８４ ８

万千瓦，规划变电容量 ２０５ ０５ 万千伏安，容载

比为 ２ ６３。 远景临安市最高负荷达到 １７０ 万

千瓦，规 划 变 电 容 量 ３２０ 万 千 伏 安， 容 载 比

为 １ ９８。
临安市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

况见表 ４ ５ ６。

表 ４ ５ ６　 临安市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况

单位：万千瓦、万千伏安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远景

全社会最高负荷 ５９ ８４ ８ １７０

直供负荷 ４ ６ ８

电源装机容量 １７ １７ —

电源出力 ３ １ ３ １ —

变电容量合计 １５５ ０５ ２０５ ０５ ３２０

容载比 ２ ９３ ２ ６３ １ ９８

７ 桐庐县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
至 ２０２０ 年，桐庐县最高负荷将达到 ５４ ３

万千瓦，规划变电容量 １１８ ６５ 万千伏安，容载

比为 ２ ４２。 远景桐庐县最高负荷达到 １００ 万

·０４·

杭州市人民政府公报（２０１７ 年增刊第 ２ 期） 市政府文件



千瓦，规划变电容量 １９０ ３５ 万千伏安，容载比

为 ２ ０３。
桐庐县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

况见表 ４ ５ ７。

表 ４ ５ ７　 桐庐县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况

单位：万千瓦、万千伏安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远景

全社会最高负荷 ３７ ６ ５４ ３ １００

直供负荷 ４ ４ ６

电源装机容量 １０ ３ １０ ３ —

电源出力 １ ８ １ ８ —

变电容量合计 ８２ ３５ １１８ ６５ １９０ ３５

容载比 ２ ５５ ２ ４２ ２ ０３

８ 建德市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
至 ２０２０ 年，建德市最高负荷将达到 ６６ ９

万千瓦，规划变电容量 １４４ １５ 万千伏安，容载

比为 ２ ２１。 远景建德市最高负荷达到 １３６ 万千

瓦，规划变电容量 ２４２ １５ 万千伏安，容 载 比

为 １ ９８。
建德市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

况见表 ４ ５ ８。

表 ４ ５ ８　 建德市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况

单位：万千瓦、万千伏安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远景

全社会最高负荷 ４６ ５ ６６ ９ １３６

直供负荷 ５ １０ １４

电源装机容量 ６ ６ ６ ６ —

电源出力 ２ ３ ２ ３ —

变电容量合计 １０２ １５ １４４ １５ ２４２ １５

容载比 ２ ６１ ２ ６０ １ ９８

９ 淳安县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
至 ２０２０ 年，淳安县最高负荷将达到 ２５ ４

万千瓦，规划变电容量 ９６ ９ 万千伏安，容载比

为 ４ ６４。 远景淳安县最高负荷达到 ５２ ５ 万千

瓦，规 划 变 电 容 量 １２８ ４ 万 千 伏 安， 容 载 比

为 ２ ４９。
淳安县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

况见表 ４ ５ ９。

表 ４ ５ ９　 淳安县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况

单位：万千瓦、万千伏安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远景

全社会最高负荷 １７ ８ ２５ ４ ５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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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远景

直供负荷 １ １ １

电源装机容量 １４ ３ １４ ３ —

电源出力 ３ ６ ３ ６ —

变电容量合计 ７０ ６ ９６ ９ １２８ ４

容载比 ５ １９ ４ ６４ ２ ４９

１０ 全地区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
至 ２０２０ 年，杭州电网最高负荷将达到 １７８４ 万

千瓦，规划 １１０ 千伏变电容量 ３２２７ １５ 万千伏安，
容载比为 ２ １１。 远景杭州电网最高负荷将达到

３３００ 万千瓦，规划 １１０ 千伏变电容量 ６１６１ ９ 万千

伏安，容载比为 ２ ０８。
全地区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

况见表 ４ ５ １０。

表 ４ ５ １０　 全地区 １１０ 千伏电力平衡及变电容量规划情况

单位：万千瓦、万千伏安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远景

全社会最高负荷 １２１３ ８ １７８４ ３３００

直供负荷 １７５ ２５０ ３４０

电源装机容量 １１１ ８ １１１ ８ —

电源出力 ３２ ２ ３２ ２ —

变电容量合计 ２０８４ ２５ ３２２７ １５ ６１６１ ９

容载比 ２ ０７ ２ １１ ２ ０８

五、电网规划

（一）电网规划目标。
按照“适度超前、留有裕度”的要求，紧密结合

浙江省及杭州市相关规划，规划建设以特高压交直

流和大型电厂为主电源，以 ５００ 千伏和 ２２０ 千伏为

骨干网架，各级电网协调发展的具有信息化、自动

化、互动化特征的坚强智能电网，主网架结构合理、
容量充裕、技术先进、灵活可靠、经济高效，资源配

置能力、安全水平、运行效率，以及电网与电源、用
户之间的互动性显著提高，充分适应经济社会和城

市发展的供电需要。 电网容载比符合规划导则要

求，供电可靠率达到 ９９ ９９％，综合电压合格率达

到 １００％，线损率低于 ３％。
（二）电网规划原则。
１ 统筹兼顾原则，电网发展要统筹经济社会

发展、城市布局等用电需求，兼顾土地节约、节能减

排、环境友好等要求，注重电网建设与改造衔接、电
源电网协调、上下电网配合、近远期对接。 “十三

五”期间要继续加强电网建设，逐步解决在局部地

区存在的供需矛盾，并本着开发与节约并重的原

则，适当超前，留有一定的裕度。
２ 安全可靠原则，电网涉及国计民生，要特别

注重安全可靠供电，关键是确保电网坚强。 各电压

等级的电网应根据用电的需求，合理规划供电容量

和电网结构，充分考虑电网坚强供电能力的要求。
在满足电网安全、稳定、灵活运行的基础上，分区平

衡，减少电磁环网，避免重复投资。
３ 电网规划不仅应重视上至特高压电网、下

至低压电网的协调发展，还应协调好电网建设与电

源建设的同步和相互适应，合理安排各电压等级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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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项目的建设时间、地点及资金的筹措，确保电

力建设的经济性。
４ 适度超前原则，按照经济先行的要求，超前

谋划电网，保证经济社会发展安全可靠供电。 按照

电网目标网架、最终规模、最终容量，一次性做好土

建预留、截面选择，提前预留通道及站址。
５ 留有裕度原则，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

确定性，用电需求增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负荷

预测、容量平衡、布点布局、网架结构等规划上，要
考虑一定裕度和弹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电网及

电源建设的不确定性。
（三）远景电网规划布局。
１ 变电站布点规划。
（１）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布点。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布点要以城市规划布局为基

础，按照安全、可靠、经济供电要求，最大程度地节

约输电通道资源，减少对城市规划影响，变电站布

点尽量贴近负荷中心。
根据平衡，远景布点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７ 座，其

中已建成 ６ 座，规划新建 １１ 座；按地域划分，主城

区 ３ 座、萧山 ３ 座、大江东 ３ 座、余杭 ４ 座、富阳 ２
座、临安 １ 座、建德 １ 座。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布点格局是按照“拥江布局、
一体发展”城市格局，围绕钱塘江流域核心带，满
足两岸城市及经济发展需要，形成东部、西部、北部

三片布点的“一带三片”布局。
“一带”：围绕钱塘江，在北面布置乔司变、钱

江变、富阳变、富春变、临安变、之江变、仁和变、临
平变、瓶窑变、杭州变 １０ 座，南面布置江南变、涌潮

变、萧东变、江东变、围垦变、建德变、萧浦变 ７ 座。
其中乔司变、钱江变、之江变、江南变、萧东变、江东

变、围垦变 ７ 座在钱塘江沿岸布置。
“三片”：按照网络运行分为三片，东部片区包

括乔司变、钱江变、江南变、涌潮变、萧东变、江东

变、围垦变 ７ 座，西部片区包括富阳变、富春变、临
安变、建德变、之江变、萧浦变 ６ 座，北部片区包括

仁和变、临平变、瓶窑变、杭州变 ４ 座。
具体布点需求位置如下：
①在市区东部布点 ５００ 千伏乔司变（已有），

保障下沙副城供电；
②在市区北部布点 ５００ 千伏仁和变（已有）、

临平变（临平副城北面），保障主城区北面、临平副

城供电；
③在市区西部布点 ５００ 千伏瓶窑变（已有）、

杭州变（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之江变（之江），保
障主城区西面、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供电；

④在市区南部布点 ５００ 千伏涌潮变（已有）、
萧浦变（已有），保障萧山中部、南部供电；

⑤在市区中心布点 ５００ 千伏钱江变（钱塘江

北侧七堡区域）、江南变（钱塘江南侧红山农场区

域），保障钱江新城、钱江世纪城等沿江城市中心

供电；
⑥在大江东布点 ５００ 千伏萧东变、江东变、围

垦变，保障大江东及萧山东部供电；
⑦在杭州西部地区布点 ５００ 千伏富阳变

（已有） 、富春变（富阳新登区域） 、临安变、建德

变，保障富阳、临安、桐庐、建德、淳安等西部区

域供电。

表 ５ ３ １－１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建设时序表

单位：万千伏安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变电容量 投产时间

１ ５００ 千伏瓶窑变 余杭 ２２５ 已建

２ ５００ 千伏仁和变 余杭 ２００ 已建

３ ５００ 千伏乔司变 余杭 ３００ 已建

４ ５００ 千伏萧浦变 萧山 ２４０ 已建

５ ５００ 千伏富阳变 富阳 ２２５ 已建

６ ５００ 千伏涌潮变 萧山 ２２５ 已建

·３４·

市政府文件 杭州市人民政府公报（２０１７ 年增刊第 ２ 期）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变电容量 投产时间

７ ５００ 千伏仁和变 ３ 号主变扩建 余杭 １００ ２０１６

８ ５００ 千伏杭州变新建 余杭 １００ ２０１７

９ ５００ 千伏钱江变新建 主城区 ２００ ２０１７

１０ ５００ 千伏杭州变 ２ 号主变扩建 余杭 １００ ２０１８

１１ ５００ 千伏萧东变新建 大江东 １２０ ２０１８

１２ ５００ 千伏萧东变 ２ 号主变扩建 大江东 １２０ ２０１９

１３ ５００ 千伏萧浦变 ３ 号主变扩建 萧山 １２０ ２０１９

１４ ５００ 千伏江南变新建 萧山 ２００ ２０２１

１５ ５００ 千伏江东变 大江东 ３００ ２０３０

１６ ５００ 千伏临平变 余杭 ３００ 远景

１７ ５００ 千伏富春变 富阳 ３００ 远景

１８ ５００ 千伏临安变 临安 ３００ 远景

１９ ５００ 千伏之江变 主城区 ３００ 远景

２０ ５００ 千伏建德变 建德 ３００ 远景

２１ ５００ 千伏围垦变 大江东 ３００ 远景

（２）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布点。
为满足杭州电网供电要求以及 １１０ 千伏变电

站接入需要，远景杭州电网布点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２２ 座，其中主城区 ３５ 座、萧山区 ２０ 座、大江东 １８
座、余杭区 １６ 座、富阳区 １２ 座、临安市 ７ 座、桐庐

县 ５ 座、建德市 ６ 座、淳安县 ３ 座。

表 ５ ３ １－２　 分县市 ２２０ 千伏项目建设情况

单位：座、万千伏安

地区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远景

变电站

数量

变电

容量

变电站

数量

变电

容量

变电站

数量

变电

容量

变电站

数量

变电

容量

主城区 １８ ８３１ ２７ １３６５ ２９ １４１６ ３５ １８６０

萧山 １０ ４６５ １５ ７５３ １８ ８９７ ２０ １２０９

大江东 ３ １２０ ７ ３１２ １３ ６９６ １８ １０３２

余杭 ７ ２７９ １０ ４８３ １４ ６０９ １６ １１０４

富阳 ５ ２０１ ７ ３１２ ９ ４１７ １２ ６３３

临安 ３ １０５ ５ ２１６ ５ ２２５ ７ ３３３

桐庐 ２ ６６ ３ １０２ ４ １３８ ５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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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０ 年 远景

变电站

数量

变电

容量

变电站

数量

变电

容量

变电站

数量

变电

容量

变电站

数量

变电

容量

建德 ３ ９３ ３ １３５ ５ １７１ ６ ２６１

淳安 １ ３６ ２ ６６ ２ ６６ ６ １０２

合计 ５２ ２１９６ ７９ ３７４４ ９９ ４６３５ １２２ ６７２６

（３）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布点。
按照 １１０ 千伏负荷就地平衡的原则，远景杭州

电网需布点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 ５１５ 座，其中主城区

１５７ 座、萧山区 ８２ 座、大江东 ６０ 座、余杭区 ７７ 座、
富阳区 ４９ 座、临安市 ３０ 座、桐庐县 ２１ 座、建德市

２２ 座、淳安县 １７ 座。

表 ５ ３ １－３　 分县市 １１０ 千伏项目建设情况

单位：座、万千伏安

地区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远景

变电站数量 变电容量 变电站数量 变电容量 变电站数量 变电容量

主城区 ６５ ６６１ ３ ９９ １０５９ ３ １５７ １６７１

萧山 ３８ ３７６ ５５ ５８８ ８２ １０７１

大江东 ９ １０８ １６ １９１ ５ ６０ ８７５

余杭 ３５ ３２１ ３ ５０ ５０８ ３ ７７ １０５３

富阳 ２４ ２０７ ５ ３３ ３１５ ３ ４９ ６１１

临安 １８ １５５ ０５ ２３ ２０５ ０５ ３０ ３２０

桐庐 １０ ８２ ３５ １４ １１８ ６５ ２１ １９０ ３５

建德 １１ １０２ １５ １５ １４４ １５ ２２ ２４２ １５

淳安 ８ ７０ ６ １１ ９６ ９ １７ １２８ ４

合计 ２１８ ２０８４ ２５ ３１６ ３２２７ １５ ５１５ ６１６１ ９

２ 电网网架规划。
（１）５００ 千伏电网。
５００ 千伏网络围绕可靠受入特高压电源的输

电要求，加强（钱塘江）南北互济、（杭州）东西互

联，构建结构坚强、联系紧密的大电网。
５００ 千伏网络格局是以特高压“两交两直”为

主要电源，构建东、西、北三个环网的“四源三环”
布局。 四源是指特高压交流（浙北特高压、浙中

特高压）、特高压直流（宁东直流、温北直流）、大
型主力电厂（秦山核电、天荒坪电厂）、省际联络

线为主电源；三环是指杭州西部、杭州北部、杭州

东部三大片区电网，三大片区电网分别以特高压

浙中站、温北站、宁东站为核心构建 ５００ 千伏双

环网。
远景杭州 ５００ 千伏电网网架结构示意图见图

５ ３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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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３ ２－１　 远景杭州 ５００ 千伏电网网架结构示意图

（２）２２０ 千伏电网。
２２０ 千伏电网以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为中心，实现

分区供电，正常方式下各分区间相对独立，各区之

间具备一定的相互支援能力。 为提高杭州电网的

供电可靠性和供电能力，杭州 ２２０ 千伏电网以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为中心，基本形成 ２２０ 千伏双回路环网

结构，部分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采用双回路链式结构作

为分区间的联络通道。

图 ５ ３ ２－２　 ２２０ 千伏电网典型网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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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０ 千伏电网。
１１０ 千伏电网以其主供的上一电压等级的变

电站为中心，以规范化、标准化为基础，采用链式结

构规划、辐射型运行，避免构成电磁环网。

图 ５ ３ ２－３　 １１０ 千伏电网典型网架结构

（四）“十三五”电网建设规划。
“十三五”期间，杭州电网新增 １１０ 千伏及以

上变电容量 ３５５０ ９ 万千伏安，其中 ２０１６ 年新增

１１０ 千伏及以上变电容量 ６８０ 万千伏安；２０１７ 年新

增 １１０ 千伏及以上变电容量 ８５６ 万千伏安；２０１８
年新增 １１０ 千伏及以上变电容量 ６５１ 万千伏安；
２０１９ 年新增 １１０ 千伏及以上变电容量 ８２９ １ 万千

伏安；２０２０ 年新增 １１０ 千伏及以上变电容量 ５３４ ８
万千伏安。

１ ５００ 千伏电网。
“十三五”期间，新建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 ３ 座，开

展江南变前期工作，扩建 ４ 座，新增变电容量 ８６０
万千伏安。 项目投产后，５００ 千伏电网容载比达到

１ ７６。 具体 ５００ 千伏规划项目如下：
（１）２０１６ 年，灵绍直流及 ５００ 千伏配套送出工

程，包括涌潮—兰亭双线改接入绍兴换流站，形成

绍兴换流站—涌潮线。
（２） ２０１６ 年，５００ 千伏仁和变扩建工程，扩建

仁和变 １×１００ 万千伏安。
（３）２０１７ 年，杭州 ５０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新建

主变容量 １×１００ 万千伏安，瓶窑—富阳 ２ 回线 π
入杭州变。

（４）２０１７ 年，钱江 ５０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新建

主变容量 ２ × １００ 万千伏安，新建钱江—乔司 ２
回线。

（５） ２０１８ 年，５００ 千伏萧东输变电工程，新建

主变容量 １×１２０ 万千伏安，将兰亭—古越 ２ 回线 π
入萧东变。

（６） ２０１９ 年，５００ 千伏杭州变扩建工程，扩建

主变容量 １×１００ 万千伏安；安排萧浦变和萧东变

各扩建 １×１２０ 万千伏安。
（７）随着钱江世纪城的开发建设加速，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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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将保持较高的增速，同时该区域作为 ２０２２ 年

亚运会举办地，对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要求较

高。 届时该区域以涌潮变为中心的供电结构将不

能满足区域负荷的增长需求及供电可靠性，因此，
“十三五”期间开工建设 ５００ 千伏江南输变电工

程，新建主变容量 ２×１００ 万千伏安，将乔司—涌潮

２ 回线 π 入江南变。
以上杭州 ５００ 千伏电网的建设还应充分结合

全省 ５００ 千伏电网的规划及周边地区 ５００ 千伏电

网的发展作进一步的协调优化。

表 ５ ４ １　 “十三五”期间 ５００ 千伏项目概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点

线路

长度

（公里）

变电容量

（万千

伏安）
建设必要性

拟投产

时间

１
浙江杭州仁和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

３ 号主变扩建工程
余杭 １００

提高仁和变供区供电能力

及可靠性
２０１６

２
浙江杭州浙中—萧浦 ５００ 千伏

送出工程
杭州 ９０

满足特高压送出需求及为杭

州电网提供新的电源通道
２０１６

３
浙江杭州宁绍—涌潮 ５００ 千伏

送出工程
杭州 ４５

满足特高压送出需求及为杭

州电网提供新的电源通道
２０１６

４
浙江杭州杭变 ５００ 千伏输变电

工程
余杭 １８ ６ １００

满足余杭区及主城区西部

负荷增长需求
２０１７

５
浙江杭州钱江 ５００ 千伏输变电

工程
主城区 ３９ ２００

满足主城区东部负荷增长

需求
２０１７

６
浙江杭州杭变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

２ 号主变扩建工程
余杭 １００

提高杭州变供区供电能力

及可靠性
２０１８

７
浙江杭州萧东 ５００ 千伏输变电

工程
大江东 ４０ １２０

满足大江东区域负荷增长

需求
２０１８

８
浙江杭州萧东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

２ 号主变扩建工程
大江东 １２０

提高萧东变供区供电能力

及可靠性
２０１９

９
浙江杭州萧浦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

３ 号主变扩建工程
萧山 １２０

提高萧浦变供区供电能力

及可靠性
２０１９

１０
浙江杭州江南 ５００ 千伏输变电

工程
萧山 ２００

满足滨江、萧山部分区域负

荷增长需求
２０２１

合 计 ２３２ ６ １０６０

２ ２２０ 千伏电网。
“十三五”期间，新建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２８ 座，

新增 ２２０ 千伏变电容量 １５４８ 万千伏安。 项目投产

后，２２０ 千伏电网容载比达到 ２ １０。
主城区目前容载比为 ２ １１，根据电力平衡，

“十三五”期间新建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０ 座，扩建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４ 座，退役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 座，
新增变电容量 ５３４ 万千伏安，项目投产后容载比达

到 ２ ０３。

萧山区目前容载比为 １ ７７，根据电力平衡，
“十三五”期间新建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５ 座，扩建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２ 座，改造 １ 座，新增变电容量 ２８８ 万

千伏安，项目投产后容载比达到 １ ９７。
大江东目前容载比为 １ ７４，根据电力平衡，

“十三五”期间新建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４ 座，新增变

电容量 １９２ 万千伏安， 项目投产后容载比达

到 ２ ０２。
余杭区目前容载比为 １ ７６，根据电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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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新建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３ 座，扩建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 座，改造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 座，新增

变电容量 ２０４ 万千伏安，项目投产后容载比达

到 ２ ０２。
富阳区目前容载比为 １ ８９，根据电力平衡，

“十三五”期间新建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２ 座，改造 １
座，新增变电容量 １１１ 万千伏安，项目投产后容载

比达到 １ ９５。
临安市目前容载比为 １ ９８，根据电力平衡，

“十三五”期间新建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２ 座，改造 １
座，新增变电容量 １１１ 万千伏安，项目投产后容载

比为 ２ ２５。

桐庐县目前容载比为 １ ９４，根据电力平

衡，“十三五” 期间新建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 座，
新增变电容量 ３６ 万千伏安， ２０２０ 年 容 载 比

为 ２ ０１。
建德市目前容载比为 ２ ０８，根据电力平衡，

“十三五”期间扩建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２ 座，新增变

电容 量 ４２ 万 千 伏 安， 项 目 投 产 后 容 载 比 达

到 ２ １２。
淳安县目前容载比为 ３ ２１，根据电力平衡，

“十三五”期间新建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 座，新增变

电容 量 ３０ 万 千 伏 安， 项 目 投 产 后 容 载 比 达

到 ３ ８２。

表 ５ ４ ２　 “十三五”期间 ２２０ 千伏项目概况

单位：座、万千伏安

地区
２０１５ 年 “十三五”期间 ２０２０ 年

变电站数量 变电容量 新建数量 扩建改造数量 新增容量 变电站数量 变电容量

主城区 １８ ８３１ １０ ４ ５３４ ２８ １３６５

萧山 １０ ４６５ ５ ３ ２８８ １４ ７５３

大江东 ３ １２０ ４ １９２ ７ ３１２

余杭 ７ ２７９ ３ ３ ２０４ １０ ４８３

富阳 ５ ２０１ ２ １ １１１ ７ ３１２

临安 ３ １０５ ２ １ １１１ ５ ２１６

桐庐 ２ ６６ １ ３６ ３ １０２

建德 ３ ９３ ０ ２ ４２ ３ １３５

淳安 １ ３６ １ ３０ ２ ６６

合计 ５２ ２１９６ ２８ １４ １５４８ ７９ ３７４４

注：“十三五”期间退役 １ 座 ２２０ 千伏半山临时变，退役容量 １８ 万千伏安。
３ １１０ 千伏电网。
“十三五”期间，新建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 ９８ 座，

新增 １１０ 千伏变电容量 １１４２ ９ 万千伏安。 项目投

产后，１１０ 千伏电网容载比达到 ２ １１。
主城区目前容载比为 １ ８８，根据电力平衡，

“十三五”期间新建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 ３４ 座，扩建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 座，改造 ４ 座，新增变电容量

３９８ 万千伏安，项目投产后容载比达到 １ ９８。
萧山区目前容载比为 ２ ０５，根据电力平衡，

“十三五”期间新建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７ 座，扩建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 ６ 座，改造 １ 座，新增变电容量 ２１２
万千伏安，项目投产后容载比达到 ２ ０２。

大江东目前容载比为 ２ ２０，根据电力平衡，
“十三五”期间新建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 ７ 座，改造 １
座，新增变电容量 ８３ ５ 万千伏安，项目投产后容载

比达到 ２ ０９。
余杭区目前容载比为 ２ ０２，根据电力平衡，

“十三五”期间新建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５ 座，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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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 ４ 座，改造 ５ 座，新增变电容量 １８７
万千伏安，项目投产后容载比达到 ２ ０９。

富阳区目前容载比为 ２ ０１，根据电力平衡，
“十三五”期间新建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 ９ 座，扩建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 ２ 座，改造 ３ 座，新增变电容量 １０７ ８
万千伏安，项目投产后容载比达到 ２ ０２。

临安市目前容载比为 ２ ９３，根据电力平衡，
“十三五”期间新建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 ５ 座，新增变

电容量 ５０ 万千伏安，项目投产后容载比为 ２ ６３。
桐庐县目前容载比为 ２ ５５，根据电力平衡，“十

三五”期间新建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 ４ 座，新增变电容量

３６ ３ 万千伏安，项目投产后容载比为 ２ ４２。
建德市目前容载比为 ２ ６１，根据电力平衡，

“十三五”期间新建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 ４ 座，改造 １
座，新增变电容量 ４２ 万千伏安，项目投产后容载比

达到 ２ ６０。
淳安县目前容载比为 ５ １９，根据电力平衡，

“十三五”期间新建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 ３ 座，新增变

电容量 ２６ ３ 万千伏安，项目投产后容载比达

到 ４ ６４。

表 ５ ４ ３　 “十三五”期间 １１０ 千伏项目概况

单位：座、万千伏安

地区
２０１５ 年 “十三五”期间 ２０２０ 年

变电站数量 变电容量 新建数量 扩建改造数量 新增容量 变电站数量 变电容量

主城区 ６５ ６６１ ３ ３４ １５ ３９８ ９９ １０５９ ３

萧山 ３８ ３７６ １７ ７ ２１２ ５５ ５８８

大江东 ９ １０８ ７ １ ８３ ５ １５ １９１ ５

余杭 ３５ ３２１ ３ １５ ９ １８７ ５０ ５０８ ３

富阳 ２４ ２０７ ５ ９ ５ １０７ ８ ３３ ３１５ ３

临安 １８ １５５ ０５ ５ ５０ ２３ ２０５ ０５

桐庐 １０ ８２ ３５ ４ ３６ ３ １４ １１８ ６５

建德 １１ １０２ １５ ４ １ ４２ １５ １４４ １５

淳安 ８ ７０ ６ ３ ２６ ３ １１ ９６ ９

合计 ２１８ ２０８４ ２５ ９８ ３８ １１４２ ９ ３１５ ３２２７ １５

六、高压电力设施黄线规划

（一）变电站站址规划。
１ 变电站选址原则。
在选择规划变电所的所址时，遵循的主要技术

要求如下：
（１）接近负荷中心。
在选择所址方案时，应根据本所供电负荷对

象、负荷分布、供电要求，变电所本期和将来在系统

中的地位和作用，选择比较接近负荷中心的位置作

为变电所所址，以便负荷就地平衡。
（２）使地区供、配电源布局合理。
应考虑地区原有电源、新建电源以及计划建设

电源情况，使地区电源和变电所不集中在一侧，提
高供电可靠性。

（３）高低压各侧进出线方便。
考虑各级电压出线走廊，不仅要使送电线进出

方便，而且要尽量使送电线交叉跨越少、转角少。
如有采用电缆沟、排管等市政配套设施应同步协调

建设。
（４）所址地形、地貌及土地面积应满足建设和

发展的要求。
所址选择时，应贯彻节约用地、不占或少占农

田的建设方针，而且要结合具体工程条件，采取阶

梯布局、高型布置等方案，适应地形、地势特征。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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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所的用地面积应按变电所最终规模规划预留。
（５）所址选择应满足防洪、抗震、防地质灾害

等要求。
超高压、特高压变电所标高应在 ５０ 年、１００ 年

一遇的洪水位上。 所址应避开断层、滑坡、塌陷区、
溶洞等地质条件地带，也不宜选在有矿藏、地下文

物保护地区，与道路、河流等的距离应满足相关

规定。
（６）确定所址时，应考虑其与邻近设施的相互

影响。
飞机场、导航台、收发信台、地震台、铁路信号、

部分军事设施等对无线电干扰有一定要求，所址与

上述设施距离需满足有关规定。 应远离通信设施，
避免电网发生接地故障时变电所电位升高对邻近

通信设施产生危险的影响，无法远离时应通过计算

和试验，必要时采取措施，措施由双方协商确定。
所址附近不应有火药库、弹药库、打靶场等设施，应
避开易燃易爆环境。 所址应尽量避开严重污染环

境，避免附近有排放腐蚀性气体的工厂、砖厂等。
（７）交通运输方便。
所址选择不仅要考虑施工时设备材料及变压

器等大型设备的运输，还要考虑运行、检修的交通

运输方便。 一般所址要靠近公路，公路引接要短。
（８）具有可靠的水源，排水方便。
所址选择应满足施工及运行期间的生活用水、

变压器事故排油和调相机冷却用水需要。
（９）施工条件方便。
（１０）近期变电站选址回避水田，宜安排在建

设用地上；远期变电站选址结合城市规划、土地利

用规划进行安排。
２ 杭州市变电站所址规划。
“十三五”及以后，杭州电网将增加 １１ 座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具体所址规划情况如下：
（１）５００ 千伏钱江变电站。
钱江位于杭州市城区东北侧，德胜路与九环路

交叉口，距离杭州市中心约 １０ 公里，行政隶属主要

在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红五月村，局部东北角隶属

在九堡镇牛田村，占地面积约 ３０ ５６ 亩。
（２）５００ 千伏萧东变电站。
萧东变电站位于大江东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

会地块，东面距离钱塘江直线距离 ５ 公里。 站址西

侧 ５０ 米为规划中的经八线，北侧 ３５０ 米为规划中

的长风路，占地面积约 ５４ 亩。
（３）５００ 千伏杭州变电站。
杭州变电站位于余杭区中泰乡现有 ２２０ 千伏

变电站所在位置，占地面积约 ５１ 亩。
（４）５００ 千伏江南变电站。
规划所址位于 ５００ 千伏涌潮变以北，钱江世纪

城以东的沿江区域，占地面积约 ６０ 亩。
（５）５００ 千伏临安变电站。
规划所址位于临安市中部地区天目山镇南部

的周云村横畈里，占地面积约 １５０ 亩。
（６）５００ 千伏富春变电站。
规划所址位于富阳区渌渚镇杨袁村西南侧，占

地面积约 １５０ 亩。
（７）５００ 千伏建德变电站。
规划所址位于建德市乾潭镇宋家村，占地面积

约 １５０ 亩。
（８）５００ 千伏之江变电站。
规划所址位于西湖区转塘单元，占地面积约

６０ 亩。
（９）５００ 千伏临平变电站。
规划所址位于余杭区东北侧，东湖北路与运溪

路交叉口西北角，占地面积约 ６０ 亩。
（１０）５００ 千伏江东变电站。
规划所址位于大江东产业集聚区规划滨江二

路以南六工段直河西岸地块，占地面积约 ６０ 亩。
（１１）５００ 千伏围垦变电站。
规划所址位于大江东前进工业园区北面，占地

面积约 ６０ 亩。
同时，“十三五”期间，杭州市新增 ２２０ 千伏变

电站 ２８ 座、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 ９７ 座，新增用地约

１３０８ 亩。 其中主城区新增用地约 ４６７ 亩；萧山区

新增用地约 ２３４ 亩；大江东新增用地约 １２３ 亩；余
杭区新增用地约 １８２ 亩；富阳区新增用地约 １１３
亩；临安市新增用地约 ７８ 亩；桐庐县新增用地约

３５ 亩；建德市新增用地约 ３５ 亩；淳安县新增用地

约 ４４ 亩。
（二）高压线路廊道规划。
１ 规划原则。
（１）高压电力线路廊道分为架空电力廊道、电

力电缆通道。 高压电力线路廊道应规划专用廊道，
纳入城市规划加以保护。 衔接道路及综合管廊等

城市专项规划，编制“十三五”及远景管廊及站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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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力设施专项规划。
（２）架空线路廊道规划原则。
①应根据城市地形、地貌特点和城市道路网规

划，沿道路、河渠、绿化带架设，避免跨越建筑物。
②不同电压等级的线路廊道可结合电网规划

及周边实际情况，统筹安排线路廊道的走向和用

地，尽可能沿高压走廊集中架设，在规划确定的高

压线路走廊范围内不得安排新建与电力设施无关

的建筑物。
③不同电压等级架空线路建设应满足相关规

程规范，架空线路走廊控制指标应符合下表规定。

电压等级 廊道控制指标 导线边防护距离

５００ 千伏 ７０ｍ ２０ｍ

２２０ 千伏 ５０ｍ １５ｍ

１１０ 千伏 ２５ｍ １０ｍ

（３）地下电力电缆通道规划原则。
①应根据道路网规划，与道路走向相结合，并

保证地下电缆线路与其他市政公用工程管线间的

安全距离。
②排管、沟槽、隧道、综合管廊的敷设需满足相

关的规程规范。 城市地下电缆线路经技术经济比

较后，合理且必要时，可考虑采用地下共用通道。
同时，应根据地下电缆线路的电压等级、最终敷设

电缆的根数、施工条件、一次投资等因素，经济技术

比较后确定敷设方案。
③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方和不宜直埋且无机

动荷载的人行道等处，当同路径敷设电缆根数不多

时，可采用浅槽敷设方式；当电缆根数较多或需要

分期敷设而开挖不便时宜采用电缆沟敷设方式；地
下电缆与公路铁路城市道路交叉处或地下电缆需

通过小型建筑物及广场区段当电缆根数较多且为

２４ 根及以下，应采用排管或电缆沟敷设；同一路径

地下电缆数量在 １８ 根及以上，经技术经济比较合

理时可采用电缆隧道敷设方式。
２ 高压廊道规划方案。
（１）５００ 千伏。
５００ 千伏高压廊道规划重点是构建“四向二沿

三跨（或四跨）”通道。
“四向”：即构建四个方向特高压站输电走廊：

温北输电走廊（温北—临平、温北—仁和）、宁绍输

电走廊（宁绍—萧浦）、浙中输电走廊（浙中—建

德、浙中—临安）、浙北输电走廊（浙北—瓶窑）。
“二沿”：即构建两个沿江通道，加强东西电网

互联。 钱塘江北侧沿江通道 （乔司—钱江或乔

司—钱江—之江）、钱塘江南侧沿江通道（萧东—
围垦—江东—江南—萧浦）。

“三跨”（或“四跨”）：即构建三个或四个跨江

通道，加强钱塘江南北电网互联。 分别是乔司—江

东、乔司—涌潮、之江—萧浦、钱江—江南 ５００ 千伏

跨江通道。
（２）２２０ 千伏及以下。
根据电力设施布局规划明确各等级道路电缆

管沟规划规模。 城市主干道路一般应规划 １１０ 千

伏及以上电缆通道，城市次干道一般应规划 ３５ 千

伏及以下电缆通道。
２２０ 千伏高压廊道规划按照 ２２０ 千伏电网网

架规划，根据电力输送潮流及重要程度，规划考虑

如下：
①一级输送廊道。
５００ 千伏变电所一级送出廊道，即 ５００ 千伏变

电所至 ２２０ 千伏枢纽站、环网上的首端站的 ２２０ 千

伏高压线路廊道。 每座 ５００ 千伏变电所需规划两

个及以上独立的廊道。
５００ 千伏变电所联络通道，即满足 ５００ 千伏变

电所事故下转移负荷所需的通道。 每座 ５００ 千伏

变电所需规划一个及以上 ２２０ 千伏联络通道。
由于其输送电力潮流及重要性高，一级输送廊

道原则上规划采用 ２２０ 千伏架空通道。 经技术论

证采用 ２２０ 千伏电缆隧道或综合管廊的独立电

力舱。
②二级输送廊道。
除一级送出廊道外的其他通道，包括 ５００ 千伏

变电所至 ２２０ 千伏终端站的线路、环网上接入 ２２０
千伏终端站的线路、环网上 ２２０ 千伏中间站之间线

路通道等。
二级输送廊道一般规划采用 ２２０ 千伏架空通

道。 经技术论证采用 ２２０ 千伏电缆隧道、综合管廊

的独立电力舱或排管沟槽等。
（三） 变电站 和 高 压 电 力 线 路 廊 道 保 障 和

管制。
１ 变电所选址规划黄线和高压电力线路廊道

控制黄线经专项规划确定后，应按要求纳入市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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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体系规划，报市政府批准后，作为市域内城乡各

类总体规划的执行控制文件。
２ 变电所选址规划黄线和线路廊道控制黄线

的规划管理参照建设部城市黄线管理办法进行。
３ 高压线路廊道和保护区的土地使用，应按

国家、省、市现行政策执行。 规划线路廊道区域除

原有建筑之外，一般不再审批房屋建筑新建改建项

目，必须建设时应照会有关电力部门会签，以确保

安全。
４ 线路通过林区及成片林时应采取高跨设

计，未采取高跨设计时，应砍伐出通道，通道内不得

再种植树木。 通道宽度不应小于线路两边相导线

间的距离和林区主要树种自然生长最终高度两倍

之和。 对不影响线路安全运行，不妨碍对线路进行

巡视、维修的树木或果林、经济作物或高跨设计的

林区树木，可不砍伐，但树木所有者与线路运行单

位应签定限高协议，确定双方责任，运行中应对这

些特殊地段建立台账并定期测量维护，确保线路导

线在最大弧垂或最大风偏后与树木之间的安全距

离满足标准要求。
５ 高压线路廊道跨越或邻近鱼塘水库等有垂

钓者活动的区域，应在适当的位置设置醒目警示标

识，以避免某些钓鱼杆引起与导电线路安全距离不

足发生弧光接地故障，危及电网及人身安全。
６ 高压廊道内 ５００ 米范围内禁止采石爆破性

生产作业。 已有的应由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注销。
在高压廊道内进行平整土地或地下管线开挖施工

时，应严格按照电力部门的安全控制距离要求进

行，以免发生电弧光接地事故，造成人身伤害及影

响电网安全运行。
７ 高压线路廊道与甲类火灾危险性生产厂房

物品库房、易燃、易爆材料场，及可燃或易燃、易爆

液（气）体储罐控制间距，不应小于 ３０ 米。 当杆塔

高度超过 ２０ 米时应根据相关规定修正增加间距。
七、环境保护

（一）变电设施环境影响分析及措施。
１ 噪声影响。
在城市电网中，位于城市中心区和居民区的

变、配电所，由于电力变压器、散热器风机、电抗器、
配电变压器等会产生高、低频连续噪声，变电站噪

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必须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ＧＢ１２３４８—２００８）的规定。

变电站噪声要从声源上进行控制，位于城市中

心区和居民区的变电所应选用低噪声变压器，尽量

采用主变压器与散热器分体布置。 ２２０ 千伏户内

变电站选用设备（主变压器、电抗器的本体等）的

噪声应控制在 ６５ｄＢＡ—７０ｄＢＡ 以下，１１０ 千伏、３５
千伏应控制在 ６０ｄＢＡ—６５ｄＢＡ 以下。

同时，在变电站总平面布置中对具有隔声、消
音、吸声等作用的建筑物和绿化进行优化。 建筑和

通风设计中要合理布置产生噪声的设备位置以及

添置必要和有效的隔声装置。
２ 工频电场磁场污染防治。
变电站及进出线的工频电场磁场对环境的影

响应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制》 （ＧＢ８７０２—２０１４）、
《５００ 千伏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

价技术规范》 （ＨＪ ／ Ｔ２４—１９９８）、《高压交流架空线

路无线电干扰限值》（ＧＢ１５７０７）等规定。
３ 废水、废油治理。
变电站的废水、污水应按种类分类收集、输送

和处理；对外排放的水质必须符合《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ＧＢ８９７８—２００２）的规定，并根据受纳水体水

域功能划分，执行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 不符合排

放标准的废水不得排入自然水体或任意处置。
变电站内应设置事故油坑和总事故储油池以

接受变电所突发事故时，变压器的漏油和可能产生

的油污水。 油污水应经油水分离装置处理达标后

排放。
随着设备的无油化，ＧＩＳ 组合电器、断路器、电

流互感器等设备大量地使用了 ＳＦ６ 气体，对 ＳＦ６ 气

体的回收和再生需加以重视。
４ 生态环境保护。
城网电力设施的建设应与市容环境相协调，并

注意水土保持。 采用新技术，减少对自然保护区、
绿化带、植被以及周围生态环境的破坏。

（二）电力线路环境影响分析及措施。
电力输送伴有工频电场磁场和感应，为避免架

空电力线对通信线的干扰，设计时应从导线选择和

连接等方面考虑，无论是单导线还是分裂导线，均
应使导线半径或等值半径等于或大于引起电晕的

半径，避免出现电晕现象。
八、投资估算及规划成效

（一）投资估算。
“十三五”期间，各级电网总投资需求 ３５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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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其中 ５００ 千伏电网投资 ４８ ２ 亿元，２２０ 千

伏电网投资 １０２ ４ 亿元，１１０ 千伏电网投资 ７６ ６
亿元，城农网改造升级投资需求 １２６ ５ 亿元。

“十三五”期间杭州电网各电压等级投资估算

情况见表 ８ １。 杭州电网“十三五”输变电项目及

投资见附件 １。

表 ８ １　 杭州电网各电压等级投资估算情况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十三五”

合计

总投资 ６９４１２３ １０４０９３０ ５７１８９９ ５９１８６８ ６３７３８９ ３５３６２０９

５０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１３７２０９ ２６００００ ７２６４８ １１８２０ ４８１６７７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１５２０７３ ２５７０７２ １４９３５１ １７８４６２ ２８７０００ １０２３９５８

１１０ 千伏配电网工程 １５１８４１ １６６８５８ １４８９００ １４８５８６ １４９３８９ ７６５５７４

３５ 千伏及以下工程 ２５３０００ ３５７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０ ２５３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０ １２６５０００

（二）规划成效。
１ 电网供电能力进一步增长。
为满足我市“十三五”及远景经济社会发展的

用电需求，需加快电网建设步伐，确保电网供电能

力适度充裕。 远景全市需布局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７
座、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２２ 座、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 ５１５
座，１１０ 千伏及以上变电容量 １８１３２ ９ 万千伏安，
５００ 千伏、２２０ 千伏、１１０ 千伏容载比分别达 １ ８、
１ ９、２ ０ 以上。 “十三五”期间，需新建 ５００ 千伏变

电站 ３ 座（钱江变、萧东变、杭州变），开展 ５００ 千

伏江南变前期，建设 ５００ 千伏变电容量合计 １０６０
万千伏安，５００ 千伏线路 ２３２ ６ 公里；新建 ２２０ 千

伏变电站 ２８ 座，改造 ４ 座，开展前期 ８ 座，建设 ２２０
千伏变电容量 ２１００ 万千伏安， ２２０ 千伏线路

１３０１ ２ 公里；新建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 ９８ 座，改造 １５
座，开展前期 ３２ 座，建设 １１０ 千伏变电容量 １５００ ９
万千伏安，１１０ 千伏线路约 ２３３７ ７２ 公里。

２ 城市供电安全进一步夯实。
根据我市“拥江布局、一体发展”城市格局，为

有效增强受电能力，进一步提高城市供电安全性，
满足国际化现代大都市建设需要，需优化加强 ５００
千伏、２２０ 千伏主网架结构，构建坚强城市供电网

络，切实保障城市供电安全。 远景在满足电力电量

进一步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电网布局，需构

建“一带三片、四源三环”５００ 千伏主网架结构，以
及以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为中心的 ２２０ 千伏分区环网

结构。 “十三五”期间，结合 ５００ 千伏、２２０ 千伏新

布点，需开辟特高压浙中交流站、宁绍直流站至杭

州的 ５００ 千伏受电走廊，建设 ５００ 千伏钱江—江南

等沿江跨江通道。
３ 人均用电水平同步提升。
随着杭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生活水平逐步接

近或超过世界同类城市先进水平，我市人均用电水

平同步上升、逐步接近世界同类城市水平。 远景全

市最高负荷和用电量分别达到 ３３００ 万千瓦、１６３０
亿千瓦时。 远景我市人均用电量达到 １２５００ 千瓦

时，人均负荷约 ２ ５４ 千瓦。 到 ２０２０ 年，全市最高

负荷和用电量分别达到 １７８４ 万千瓦、９３０ 亿千瓦

时，“十三五” 期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８ ０％、
７ ５％。 到 ２０２０ 年，我市人均用电量达到 ８６００ 千

瓦时，人均用负荷约 １ ７７ 千瓦。
４ 电网品质不断提高。
按照建设品质化现代大都市的目标，我市将加

快推进清洁能源示范市、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建

设，加大城农网升级改造力度，加大节地、节能、环保

设备与技术的采用力度；积极应用同塔多回输电技

术、ＧＩＳ（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技术；积极探

索地下变、结合地铁轨道交通等研究合建、共建变电

站以及结合其他建筑建设变电站等。 扩大配电自动

化试点应用，适应智能城市、多网融合、电动汽车和

新能源发展需要，全面深入建设智能电网，满足光伏

分布式能源、电动汽车等接入需要，积极建设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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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配网高可靠性示范区，全力打造杭州新型城镇电 网，着力推进杭州新农村电网的建设。

表 ８ ２　 杭州市“十三五”电网发展规划主要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２０２０ 年 远景

电网

装备

５００ 千伏变电容量（万千伏安） ２２７５ ５２４５

２２０ 千伏变电容量（万千伏安） ３７４４ ６７２６

１１０ 千伏变电容量（万千伏安） ３２２７ １５ ６１６１ ９

５００ 千伏线路长度（公里） １０４８ ６

２２０ 千伏线路长度（公里） ４１０６ ４

１１０ 千伏线路长度（公里） ６０６６ １

安全

可靠

５００ 千伏电网容载比 １ ７６ １ ７６

２２０ 千伏电网容载比 ２ １０ ２ ０５

１１０ 千伏电网容载比 ２ １１ ２ ０８

供电可靠率％ ９９ ９９ ９９ ９９５

综合电压合格率 ９９ ９５ ９９ ９９

用电

水平

全社会用电量（亿千瓦时） ９３０ １６３０

最高用电负荷（万千瓦） １６３０ ３３００

人均用电量（千瓦时） ８６００ １２５００

人均负荷（千瓦） １ ７７ ２ ５４

智能

环保

１１０ 千伏及以上新建变电站 ＧＩＳ 采用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１０ 千伏及以上新建变电站智能化率 １００ １００

配电自动化覆盖率 ９５ １００

智能电表覆盖率 １００ １００

　 　 九、保障措施

（一）加强电网建设工作领导和协调。
深化“政府主导、企业实施、社会参与”的电网

建设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市电网建设领导小组工作

机制，在征地拆迁、项目审批等各方面享受基础设

施待遇，加强电网建设考核，优先为电网建设项目

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及时协调解决电网建设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和困难。 将城农网改造升级工程纳入

市政统一规划，加强组织领导，简化审批手续，强化

责任落实，统筹协调，督促各属地政府做好城镇和

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的政策处理、群众宣传等工

作。 配套电力部门投资，确保管沟建设、电缆差价

等政府或社会出资落实到位，确保相关市政道路、
征地拆迁等市政配套投资落实到位。

（二）加强电力设施布局规划控制和保护。
根据国民经济、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编制电网中长远规划和电力设施布局等专项

规划。 在城市控规修编、调整时，按照电力专项规

划要求，细化落实变电站廊道规划布置，严格保护

变电站建设用地和电力线路（包括电缆）走廊。 在

城市土地出让时，明确变电站廊道配建要求。 在区

域地块、道路拆迁建设时，由政府同步实施规划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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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廊道拆迁。
（三）创新机制，合力推进电网建设。
研究建立电力工程综合审批程序，电力工程

（含用房）施工、监理由国家电网公司统一招标，
电力用房的工程质量监督由浙江省电力工程质

量监督机构实施，施工许可证由市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 研究出台综合管廊电力线路入廊等

相关政策，大力支持过江隧道与电力管沟共建，
推进城市综合管廊纳入电力管线。 探索新建居

民小区配套变电站先行实施土建的模式，在小区

土地做地时，同步实施变电站用地征迁及设置围

墙；在杭州中心城区探索地下变或半地下变试点

应用，探索变电站与公建、写字楼等其他建筑物

合建模式。

附件：１ 杭州电网“十三五”输变电项目表

２ 全市 ２０１５ 年 ２２０ 千伏及以上电网现

状图

３ 全市 ２０２０ 年 ２２０ 千伏及以上电网规

划图

４ 全市远景 ２２０ 千伏及以上电网规

划图

附件 １

杭州电网“十三五”输变电项目表

表 １ 杭州电网 ５００ 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十三五”规划情况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线路长度

（公里）
变电容量

（万千伏安）
投资估算

（万元）
拟投产

时间

项目

性质

１
浙江杭州仁和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

３ 号主变扩建工程
余杭 １００ ７２０９ ２０１６ 年 扩建

２
浙江杭州浙中—萧浦 ５００ 千伏

送出工程
杭州 ９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线路

３
浙江杭州宁绍—涌潮 ５００ 千伏

送出工程
杭州 ４５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线路

４
浙江杭州杭变 ５００ 千伏输变电

工程
余杭 １８ ６ １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５
浙江杭州钱江 ５００ 千伏输变电

工程
主城区 ３９ ２００ ２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６
浙江杭州杭变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

２ 号主变扩建工程
余杭 １００ ５８６９ ２０１８ 年 扩建

７
浙江杭州萧东 ５００ 千伏输变电

工程
大江东 ４０ １２０ ６６７７９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８
浙江杭州萧东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

２ 号主变扩建工程
大江东 １２０ ５９１０ ２０１９ 年 扩建

９
浙江杭州萧浦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

３ 号主变扩建工程
萧山 １２０ ５９１０ ２０１９ 年 扩建

１０
浙江杭州江南 ５００ 千伏输变电

工程
萧山 ２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合 计 ２３２ ６ １０６０ ７８１６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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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杭州电网 ２２０ 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十三五”规划情况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线路长度

（公里）
变电容量

（万千伏安）
投资

（万元）
拟投产

时间
性质

１ 罗家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３ ２４ １４８７９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２
罗家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

工程
主城区 ０ ２４ ３６８０ ２０１６ 年 扩建

３
闻堰—彩虹 ２ 回线 ２２０ 千伏线

路工程
主城区 ９ ９５１３ ２０１６ 年 线路

４
大陆—古荡第Ⅱ回 ２２０ 千伏线

路工程
主城区 １２ ４ ２８９４ ２０１６ 年 线路

５ 山海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大江东 １ ５ ４８ １４５５８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６ 江东天然气 ２２０ 千伏送出工程 大江东 ３ ４ １６００ ２０１６ 年 线路

７ 裘江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１８ １ ４８ １９６２０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８
萧山燃机 ２２０ 千伏送出改接

工程
萧山 ３０ ９ １０２６０ ２０１６ 年 线路

９
甘露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３ 号主变

扩建工程
萧山 ０ ２４ ２７００ ２０１６ 年 扩建

１０
义蓬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３ 号主变

扩建工程
萧山 ０ ２４ ２９８２ ２０１６ 年 扩建

１１ 世纪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２２ １ ４８ １２６９６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１２
杭州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整体改造

输变电工程
余杭 ０ ４ ２４ １５０４２ ２０１６ 年 改造

１３
富阳—亭山线路 π 入荷花 ２２０
千伏线路工程

富阳 ６ ２ ２０９６ ２０１６ 年 线路

１４ 柯家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临安 ２ ５ ４８ １１５５３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１５ 后浦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桐庐 ３６ ２８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１６
钱江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 ２２０ 千伏

送出工程
主城区 ８３ ７ ８９１４２ ２０１７ 年 线路

１７ 罗家—庆隆 ２ 回线 主城区 １０ １４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线路

１８ 庆隆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８ ２ ４８ ２６６１３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１９ 半山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４ ４８ ２６８０６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２０ 机场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３ ７ ４８ ２８０７４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２１ 上泗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４８ １４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２２
半崇 ２４２１、２４２２ 线路跨高铁上

改下改造工程
主城区 １ １３１７ ２０１７ 年 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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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线路长度

（公里）
变电容量

（万千伏安）
投资

（万元）
拟投产

时间
性质

２３
杭州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 ２２０ 千伏

送出工程
余杭 ６４ ８ １５２４３ ２０１７ 年 线路

２４ 全丰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余杭 ５ ４ ４８ １６８０７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２５ 龙星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富阳 １ ８ ４８ １４８８２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２６
万泉—乔林第Ⅱ回 ２２０ 千伏线

路工程
桐庐 ３１ ４ ７３９８ ２０１７ 年 线路

２７
下涯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３＃主变扩

建工程
建德 ５ １８ ２７９０ ２０１７ 年 扩建

２８
庆丰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３＃主变扩

建工程
主城区 ５ ２４ ７７９０ ２０１８ 年 扩建

２９ 月牙第 ３ 台主变扩建 主城区 ２４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扩建

３０ 候潮第 ３ 台主变扩建 主城区 ２４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扩建

３１
萧东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 ２２０ 千伏

送出工程
大江东 ７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线路

３２ 新围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大江东 ２ ４８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３３ 东湖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余杭 ６ ４８ ２２４２９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３４ 富阳牵引站供电工程 富阳 ４０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线路

３５ 建德牵引站供电工程 建德 ２０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８ 年 线路

３６ 淳安牵引站供电工程 淳安 ２０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８ 年 线路

３７ 浪川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淳安 １５０ ６ ３０ ４６７３２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３８ 众安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２５ ４８ ２５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３９ 桃源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５０ ４８ ４５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４０ 化工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大江东 ３０ ４８ ２８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４１ 经济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１４ ８ ４８ １４７８２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４２ 花木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１０ ４８ １４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４３ 大陆第 ３ 台主变扩建 余杭 ２４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扩建

４４ 甘浦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富阳 ２ ４８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４５
万松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

工程
建德 ２４ ３６８０ ２０１９ 年 扩建

４６ 沙南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３０ ４８ ２８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新建

４７ 吴山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６ ４８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新建

４８ 协同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８ ４８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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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线路长度

（公里）
变电容量

（万千伏安）
投资

（万元）
拟投产

时间
性质

４９ 府前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大江东 ３０ ４８ ２８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新建

５０ 沥东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６０ ４８ ４５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新建

５１ 大井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余杭 ３０ ４８ ２８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新建

５２ 泉口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临安 ３０ ４８ ２８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新建

５３ 龙隐—中埠 ２ 回线 桐庐 ３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线路

５４
江南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 ２２０ 千伏

送出工程
主城区 ５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５５ 云栖变 ２２０ 千伏＃３ 主变扩建 主城区 ２４ ２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５６ 采荷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２５ ４８ ２５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５７ 兴东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３０ ４８ ２５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５８ 园区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２５ ４８ ２４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５９ 钱潮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１５ ４８ ２４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６０ 新桥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富阳 ３０ ４８ １８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６１ 严州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建德 ２５ ３６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６２ 香樟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余杭 ３０ ４８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２２ 年 前期

６３ 俞赵 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桐庐 ３６ ３６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２２ 年 前期

６４ 青云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改造工程 临安 ４８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改造

６５ 中埠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改造工程 富阳 ４８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改造

６６ 崇贤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改造工程 余杭 ４８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改造

６７ 瓜沥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改造工程 萧山 ４８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改造

６８
江南变 ２２０ 千伏送出工程等预

备项目
杭州 前期

合　 　 计 １３０１ ２ ２１００ １２１１９５８

表 ３　 杭州电网 １１０ 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十三五”规划情况汇总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建设

地点

新增容量

（万千伏安）
线路总长

（公里）
电缆长度

（公里）
投资

（万元）
拟投产

时间

项目

性质

１ 广场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３ ５ ３ ５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２ 时代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 ６ １ ６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３ 灵江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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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建设

地点

新增容量

（万千伏安）
线路总长

（公里）
电缆长度

（公里）
投资

（万元）
拟投产

时间

项目

性质

４
文津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士兰微

１１０ 千伏间隔扩建工程
主城区 ０ ０ １６０ ２０１６ 年 扩建

５
文津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高教

１１０ 千伏间隔扩建工程
主城区 ０ ０ １６０ ２０１６ 年 扩建

６
景芳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改造

１１０ 千伏送出工程
主城区 ０ ４ ４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线路

７ 沿江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４９５０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８
拱宸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第 ３ 台

主变扩建工程
主城区 ５ ６ ６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扩建

９ 牛田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６ ２ ６ ２ ９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１０ 康桥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１１ 隐秀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８ ８ ４９５０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１２
紫荆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第 ３ 台

主变扩建工程
主城区 ４ ６ ６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扩建

１３ 三墩北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２ ２ ６７４０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１４
丰潭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第 ３ 台

主变扩建工程
主城区 ５ ６ ６ ５９４０ ２０１６ 年 扩建

１５
罗家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扩建

１１０ 千伏送出工程
主城区 ０ ８ ８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线路

１６
罗家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主城区 ０ ８ ８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线路

１７
庆丰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间隔扩建工程
主城区 ０ ０ ３２０ ２０１６ 年 扩建

１８
古荡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间隔扩建工程
主城区 ０ ０ ３２０ ２０１６ 年 扩建

１９ 江虹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８ ８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２０ 白马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５ ５ ４９５０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２１ 祥东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８ ８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２２ 长睦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５ ５ ４９５０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２３
山海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大江东 ０ ８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线路

２４
临化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舒奇蒙间隔扩建工程
大江东 ０ ０ ２００ ２０１６ 年 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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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建设

地点

新增容量

（万千伏安）
线路总长

（公里）
电缆长度

（公里）
投资

（万元）
拟投产

时间

项目

性质

２５ 清江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１６ ３ ０ ５ ７４５５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２６ 北干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１０ ３ ３ ４９０１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２７ 白川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１０ １０ ２ ４１７４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２８ 东霖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１０ ０ ０３ ３９７３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２９
世纪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移动间隔扩建工程
萧山 ０ ０ ３２０ ２０１６ 年 扩建

３０
世纪—奥体 １１０ 千伏输电线

路工程
萧山 ０ ２０ ２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线路

３１
裘江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萧山 ０ ７ ４ ７ ４ ５４２６ ２０１６ 年 线路

３２ 学里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余杭 １０ １５ ５ ５３８４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３３ 彭公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余杭 １０ １５ ５０８７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３４ 长桥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余杭 １０ ８ ６ ６２８７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３５
杭变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九峰

１１０ 千伏间隔扩建工程
余杭 ０ ０ ３２０ ２０１６ 年 扩建

３６
九峰垃圾发电 １１０ 千伏配套

接入工程
余杭 ０ １２ ４ １ ６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６ 年 线路

３７ 珍珠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淳安 １０ １０ ５１３０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３８ 界首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淳安 １０ １０ ５１３０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３９ 里渔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富阳 １０ ６ ４ ５１１０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４０
柯家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临安 ０ １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线路

４１ 枫塘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桐庐 １０ ８ ８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６ 年 新建

４２ 文晖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２ ５ ５ ９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４３ 下东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４９５０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４４
机场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主城区 ０ １６ １６ ２１６０ ２０１７ 年 线路

４５ 四堡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５ ５ ６６７３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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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蚕桑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第 ３ 台

主变扩建工程
主城区 ５ ２ ７ ２ ７ １９２０ ２０１７ 年 扩建

４７ 水湘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８ ８ ４９５０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４８
密渡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原武林扩建）
主城区 １０ ８ ８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４９
半山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主城区 ０ １５ １５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线路

５０
庆隆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主城区 ０ １０ １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线路

５１
上泗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主城区 ０ １５ １５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７ 年 线路

５２
罗家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间隔扩建工程
主城区 ０ ０ １６０ ２０１７ 年 扩建

５３ 浙大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４９５０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５４
之江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第 ３ 台

主变扩建工程
主城区 ５ ６ ６ ２２５０ ２０１７ 年 扩建

５５
石南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行宫塘

１１０ 千伏间隔扩建工程
主城区 ０ ０ １６０ ２０１７ 年 扩建

５６
运河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行宫塘

１１０ 千伏间隔扩建工程
主城区 ０ ０ １６０ ２０１７ 年 扩建

５７
电气化铁路行宫塘站 １１０ 千

伏配套接入工程
主城区 ０ １６ １６ ２１６０ ２０１７ 年 线路

５８ 勤业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大江东 １０ ８ ０ ３ ６４４０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５９ 向前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大江东 １６ ７ １ ７ １ ４７５６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６０ 园二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大江东 １０ ７ １ ７ １ ４７５６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６１ 姚江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１０ ６ ２ ６ ２ ４７２５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６２ 大西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１０ １８ ６ ５７１５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６３ 黎明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１０ １５ １５ ７２００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６４ 良熟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余杭 １０ ２ ２５ ２ １ ４９８８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６５
杭州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间隔扩建工程
余杭 ０ ０ １６０ ２０１７ 年 扩建

６６
云会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间隔扩建工程
余杭 ０ ０ １６０ ２０１７ 年 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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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大陆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间隔扩建工程
余杭 ０ ０ １６０ ２０１７ 年 扩建

６８ 柏庙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余杭 １０ ９ ５７３８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６９ 姚家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余杭 １０ ７ ７ ５４４１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７０
全丰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１
余杭 ０ ２０ １５ ９５００ ２０１７ 年 线路

７１ 天英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桐庐 １０ １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７２ 马目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建德 １０ １５ ５４００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７３ 大同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建德 １０ ２５ ５６７０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７４
下涯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间隔扩建工程
建德 ０ ０ ３２０ ２０１７ 年 扩建

７５
龙星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富阳 ０ ８５ ７６５０ ２０１７ 年 线路

７６ 高桥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富阳 １０ ０ ０５ ４２８４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７７
育才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 ３ 号主

变扩建工程
富阳 ５ ０ ６ ０ ６ １３８６ ２０１７ 年 扩建

７８ 新民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富阳 １０ ６ ５ ７ ６８７７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７９
长春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 ３ 号主

变扩建工程
富阳 ５ ０ ４ ９８８ ２０１７ 年 扩建

８０ 陆家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富阳 １０ ５ ５ ３ ７ ６７１７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８１ 夏禹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临安 １０ １ ７ １ ７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８２ 杨岱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临安 １０ ９ ９６ ０ ３６ ４８３４ ２０１７ 年 新建

８３ 安桥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６ ６ ４９５０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８４
东新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第 ３ 台

主变扩建工程
主城区 ５ ６ ６ ４９７２ ２０１８ 年 扩建

８５ 文教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７２５０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８６ 三卫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４９５０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８７ 北秀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４ ２ ４ ２ ７１７８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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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袁浦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２ １２ ４９５０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８９
府前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第 ３ 台

主变扩建工程
主城区 ５ ５ ５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８ 年 扩建

９０
新生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第 ３ 台

主变扩建工程
主城区 ５ ５ ５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８ 年 扩建

９１ 浦沿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２ １２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９２ 百安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４ ２ ４ ２ ７１７８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９３
新围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大江东 ０ １９ ９ １８００ ２０１８ 年 线路

９４
惠兴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第 ３ 台

主变扩建工程
萧山 ５ ２ ２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扩建

９５
世纪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萧山 ０ ７ ５ １ ５ １８９０ ２０１８ 年 线路

９６
来苏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第 ３ 台

主变扩建工程
萧山 ５ １ ８ １４００ ２０１８ 年 扩建

９７
丽都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站第 ３
台主变扩建工程

萧山 ５ ５ ５ ６３００ ２０１８ 年 扩建

９８
航坞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站第 ３
台主变扩建工程

萧山 ５ ５ ５ １ ５ ３１５０ ２０１８ 年 扩建

９９ 莲花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１０ １０ ４ ７３８０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１００ 梅里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１０ ６ ４ ４５７９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１０１
东湖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余杭 ０ ２４ １２ ３１５０ ２０１８ 年 线路

１０２
全丰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间隔扩建工程
余杭 ０ ０ ３２０ ２０１８ 年 扩建

１０３ 金家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余杭 １０ ２ ２５ ２ １ ４４８９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１０４
南庄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第 ３ 台

主变扩建工程
余杭 ５ １ １ １０５０ ２０１８ 年 扩建

１０５
外乔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第 ３ 台

主变扩建工程
余杭 ５ ９ ９ ２２５０ ２０１８ 年 扩建

１０６ 长乐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余杭 １０ ４ ４ ５３０７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１０７
南苑 １１０ 千伏异地增容改造

工程
余杭 ６ ２ ２ ５４６３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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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下杭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桐庐 １０ １８ ６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１０９
浪川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淳安 ０ ７０ ６３００ ２０１８ 年 线路

１１０
石林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进线补

强工程
建德 ０ ５０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８ 年 线路

１１１ 卜加蓬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建德 １０ ６ ２ ４０８６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１１２ 科创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富阳 １０ ８ ３ ６０４８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１１３ 栗园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富阳 １０ ４ ４４９８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１１４ 后周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富阳 １０ １ ３４ １ ３４ ５１１２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１１５ 鸿丰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富阳 １０ １ ３４ １ ３４ ５１１２ ２０２０ 年 新建

１１６ 江家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临安 １０ ２０ ４９５０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１１７
众安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主城区 ０ １６ １６ ２１６０ ２０１９ 年 线路

１１８
桃源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主城区 ０ １５ １５ ８００ ２０１９ 年 线路

１１９
剧院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第 ３ 台

主变扩建工程
主城区 ５ ５ ５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扩建

１２０ 园区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９ ９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１２１ 黄姑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９ ９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１２２ 石塘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３２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１２３ 金昌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７２５０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１２４
云栖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间隔扩建工程
主城区 ０ ０ ３２０ ２０１９ 年 扩建

１２５
三墩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第 ３ 台

主变扩建工程
主城区 ５ ５ ５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扩建

１２６ 珊瑚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７ ７ ４９５０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１２７
彩虹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间隔扩建工程
主城区 ０ ０ ３２０ ２０１９ 年 扩建

１２８
西兴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第 ３ 台

主变扩建工程
主城区 ５ ５ ５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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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 园八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大江东 １０ ７ １ ７ １ ４７５６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１３０
化工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大江东 ０ ５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 线路

１３１ 建设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１０ ３ ７ ５８５０ ２０１８ 年 新建

１３２
花木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萧山 ０ １０ ６ ３１５０ ２０１９ 年 线路

１３３
世纪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地铁间隔扩建工程
萧山 ０ ０ ３２０ ２０１９ 年 扩建

１３４
顺坝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第 ３ 台

主变扩建工程
萧山 ５ １ ７ １３８０ ２０１９ 年 扩建

１３５ 长山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１０ １０ ６０３０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１３６ 樟树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１０ ２ ３ ５８５０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１３７
楼塔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３５
千伏升压）

萧山 １０ ２０ ７２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１３８
市北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３５
千伏升压）

萧山 １０ ０ ６５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１３９
经济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萧山 ０ ２０ １ ３１５０ ２０１９ 年 线路

１４０ 良文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余杭 １０ 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１４１ 乔南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余杭 １０ 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１４２
建富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第 ３ 台

主变扩建工程
余杭 ５ ４ ４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扩建

１４３
金渡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第 ３ 台

主变扩建工程
余杭 ５ ５ ５ １６５０ ２０１９ 年 扩建

１４４ 乔西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余杭 １０ １０ ６ １８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１４５ 高荷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桐庐 ６ ３ ２ ５４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１４６
龙隐—后 浦 １１０ 千 伏 线 路

工程
桐庐 ０ ２５ ３１５０ ２０１９ 年 线路

１４７ 文昌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淳安 ６ ３ ２６ ５４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１４８ 杨村桥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建德 １０ 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１４９ 万慈 １１０ 千伏线路新建工程 建德 ０ １８ ３１５０ ２０１９ 年 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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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 阳陂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富阳 １０ ４ ４４９８ ２０２０ 年 新建

１５１ 逸村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临安 １０ １２ １８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１５２
泉口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临安 ０ １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 线路

１５３ 市坞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临安 １０ １２ １８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新建

１５４ 康东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７２５０ ２０２０ 年 新建

１５５ 玉古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７２５０ ２０２０ 年 新建

１５６ 蒋村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７２５０ ２０２０ 年 新建

１５７ 双浦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７２５０ ２０２０ 年 新建

１５８
吴山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主城区 ０ ２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２０ 年 线路

１５９
沙南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主城区 ０ ２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２０ 年 线路

１６０
协同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主城区 ０ ２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２０ 年 线路

１６１
府前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大江东 ０ ５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线路

１６２ 灯塔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大江东 １０ ７ １ ７ １ ４７５６ ２０２０ 年 新建

１６３ 印三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大江东 １０ ７ １ ７ １ ４７５６ ２０２０ 年 新建

１６４
沥东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萧山 ０ ５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线路

１６５
光明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３５
千伏升压）

萧山 １０ ５ ６ ５６００ ２０２０ 年 新建

１６６
定山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第 ３ 台

主变扩建工程
萧山 ５ ５ ６ ２２００ ２０２０ 年 扩建

１６７ 草漾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１０ １０ ４ ７３８０ ２０２０ 年 新建

１６８ 双圩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１０ ０ ５ ５８５０ ２０２０ 年 新建

１６９ 岩峰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大江东 １０ １０ ５ ４９５０ ２０２０ 年 新建

１７０
大井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余杭 ０ １０ ３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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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
径山 １１０ 千伏开关站及其配

套送出
余杭 ０ ４０ ３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线路

１７２
泉漳、乾元 １１０ 千伏网架优化

工程
余杭 ０ ６ ８００ ２０２０ 年 线路

１７３
永乐、桃源 １１０ 千伏网架优化

工程
余杭 ０ １０ ８００ ２０２０ 年 线路

１７４ 新塘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余杭 １０ 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新建

１７５ 永胜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余杭 １０ 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新建

１７６
黄湖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３５
千伏升压）

余杭 １０ ８ ６ ６２８７ ２０２０ 年 新建

１７７
建德东部网架完善 （外董—
钦堂）

建德 ０ １２ １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线路

１７８
泉口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临安 ０ ５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线路

１７９
采荷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主城区 ０ ５０ ５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１８０
兴东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主城区 ０ ２５ ２５ ３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１８１ 留下变 １１０ 千伏＃３ 主变扩建 主城区 ５ ５ ５ ３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１８２ 九堡变 １１０ 千伏＃３ 主变扩建 主城区 ５ ５ ５ ３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１８３ 翠苑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１８４ 转塘北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１８５ 北站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１８６ 南星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１８７ 聚首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１８８ 湿地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１８９ 浦乐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１９０
园区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主城区 ０ ２５ １０ ３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１９１ 临鸿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大江东 １６ １２ １２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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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 靖河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大江东 １６ １２ １２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１９３ 听涛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１６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１９４
钱潮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萧山 ０ ２５ １０ ３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１９５ 工农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余杭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１９６ 宋家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余杭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１９７ 良渚变 １１０ 千伏＃３ 主变扩建 余杭 ５ ５ 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１９８
新桥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富阳 ０ １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１９９ 渌渚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富阳 １０ １０ ４５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２００ 高教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富阳 １０ １０ ４５００ ２０２２ 年 前期

２０１ 胥口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富阳 １０ １０ ４５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２０２ 昌东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临安 １０ １０ ４５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２０３ 金马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临安 １０ １０ ４５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２０４ 窄溪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桐庐 １０ １０ ４５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２０５
严州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建德 ０ ２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２０６ 燕山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淳安 １０ １０ ４５００ ２０２１ 年 前期

２０７ 浮山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２ 年 前期

２０８ 重工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２ 年 前期

２０９ 莫邪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２ 年 前期

２１０ 头格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２ 年 前期

２１１ 萧闻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２ 年 前期

２１２ 横峰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大江东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２ 年 前期

２１３ 横一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大江东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２ 年 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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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 党群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２ 年 前期

２１５ 朱家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萧山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２ 年 前期

２１６
香樟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余杭 ０ ２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２２ 年 前期

２１７ 天都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余杭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２ 年 前期

２１８ 义桥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余杭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２２ 年 前期

２１９ 永福变 １１０ 千伏＃３ 主变扩建 余杭 ５ ５ 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２２ 年 前期

２２０ 巨利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富阳 １０ １０ ４５００ ２０２２ 年 前期

２２１
俞赵 ２２０ 千伏变电站 １１０ 千

伏送出工程
桐庐 ０ ２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２２ 年 前期

２２２ 大洋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建德 １０ １０ ４５００ ２０２２ 年 前期

２２３ 大墅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 淳安 １０ １０ ４５００ ２０２２ 年 前期

２２４
祥符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改造

工程
主城区 ０ ６５００ ２０２０ 年 改造

２２５
九堡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改造

工程
主城区 ０ ７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改造

２２６
昭庆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改造

工程
主城区 １０ ８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改造

２２７
周浦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改造

工程
主城区 ２ ７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改造

２２８ 永丰变电站升压改造工程 大江东 ７ ５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改造

２２９
丘山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改造

工程
余杭 ２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改造

２３０
凤山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改造

工程
余杭 １ １１ ７７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改造

２３１
寿昌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改造

工程
建德 ２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改造

２３２
灵桥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主变增

容工程
富阳 ２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增容

２３３
临江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主变增

容工程
富阳 ２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 增容

２３４
新登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主变增

容工程
富阳 ３ ８ １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 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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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建设

地点

新增容量

（万千伏安）
线路总长

（公里）
电缆长度

（公里）
投资

（万元）
拟投产

时间

项目

性质

２３５ 泉漳变、乾元变网架优化工程 余杭 ０ １ ７００ ２０１８ 年 线路

２３６ 东塘变、宏畔变网架优化工程 余杭 ３ ４００ ２０１８ 年 线路

２３７ 大陆—潘板线工程 余杭 ０ ８ １２００ ２０１９ 年 线路

２３８ 长岗临时变升压改造工程 余杭 ６ １５ ７２００ ２０２０ 年 改造

２３９ 双溪线升压改造工程 余杭 １５ ２２５０ ２０２０ 年 改造

２４０ 良渚变升压改造工程 余杭 ６ ８ ５４００ ２０２０ 年 改造

２４１ 南山变升压改造工程 余杭 ６ ７ ５５５０ ２０２０ 年 改造

２４２ 河上变升压改造工程 萧山 ６ １６ ６２００ ２０１９ 年 改造

２４３
１１０ 千伏网架优化 等 预 留

项目
杭州 前期

合 计 １５００ ９ ２３３７ ７２ １０２６ ９４ ９５２５７４

附件 ２

全市 ２０１５ 年 ２２０ 千伏及以上电网现状图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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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全市 ２０２０ 年 ２２０ 千伏及以上电网规划图

附件 ４

全市远景 ２２０ 千伏及以上电网规划图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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