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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以及杭州都市区深度融

合发展等背景下，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尤其是轨道交通发

展进入提速期 [1-2]。此外，杭州目前正在开展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以及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等

工作，重大交通设施正在前期谋划。为此，作为沪杭通

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杭州都市区核心区范围的重要成

员，海宁有必要提前谋划、主动衔接相关交通设施，实

现“多通道、多方向”全域融杭，同时强化对于境内线

路布局走向的协调，整合交通枢纽功能，与用地布局相

匹配，实现最大的功效。

二、融杭轨道交通发展现状

1. 铁路方式难以支撑杭海一体化发展

现状海宁与杭州的轨道交通联系主要通过铁路方式，

包括沪杭高铁与沪杭铁路，实现海宁与杭州东、杭州站

之间枢纽“点对点”联系。

（1）沪杭铁路通道资源接近饱和。由于杭州都市区

范围内国家长大干线与短途区域铁路客流叠加，导致部

分通道能力不足特别是沪杭方向饱和度达到 85%，已近

饱和。受此影响，近年来沪杭高铁沿线各站客流增长幅

度有限。沪杭铁路作为国家级普速铁路干线通道，也由

于客货流叠加导致通道能力接近饱和，尤其是沪昆铁路

上海到乔司段（上海方向）现状通行能力利用率已达到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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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杭州都市区现状铁路通道饱和度情况分析

（左：高铁；右：普铁）

（2）铁路模式难以满足多样化出行需求。随着杭海

一体化发展逐步推进，海宁与杭州之间的出行需求不仅

仅局限于购物、旅游等，尤其是毗邻杭州的杭海新区，

未来与杭州之间的通勤、商务联系需求将会越来越多。

从现状铁路发车班次来看，海宁至杭州全天班次 65 趟，

其中海宁站停靠 44 趟，海宁西站停靠 21 趟，基本处于 20

分钟一趟。

图2　分时段铁路班次示意图

2. 在建都市区杭海线难以实现与杭州中心城区快速

直达

杭海线通过设置越行站利用大站快车可以实现海宁城

区30分钟到达高铁临平南站，但是在临平南站衔接杭州地

铁9号线（普线），换乘进入杭州武林广场、市民中心等核

心地区时效性不佳，全程时间超过1个小时。同时与萧山

机场的联系不便，轨道交通需要换乘2次。（见图3）

三、融杭发展目标与策略

1. 融杭发展目标

基于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研判，提出“多方式融杭、

多方向融杭、全域融杭”的轨道交通发展目标。把握区

域优势，积极对接国家级通道，成为杭州东北地区门户，

强化与杭州各大枢纽联系。同时探索市域轨道快线、中

低运量轨道交通系统，实现多方式融杭；结合钱塘新区、

临平创新组群等相邻地区发展，实现多向融杭；以轨道

枢纽为锚点，构建多层次轨道网络，实现全域融杭。

深度融杭时效目标（30/45/60）：海宁市区 30 分钟到

达钱塘新区、临平主城区，45 分钟通达杭州萧山机场，

60 分钟到达杭州核心地区。杭海新区 15 分钟到达钱塘新

区、临平主城区，30 分钟通达杭州萧山机场，45 分钟到

达杭州核心地区。

2. 发展策略

策略一：“合纵连横”，强化东西向廊道，谋划南北

向通道。借力沪杭走廊的多层级复合化轨道交通设施，

强化海宁东西向廊道，借力沪乍杭、沪杭城际等新规划

铁路设施。湾区“V”型通道布局向“A”型转变，谋划

好南北向通道，借力杭苏通道、水乡旅游线、铁路杭州

萧山机场站枢纽及接线工程等规划铁路设施。

策略二：“无缝对接”，实现多向全域融杭。钱塘新

区等海宁相邻地区的能级提升，相应的轨道服务需求升

级，给海宁全域融杭提供了更多的接入选择，提前做好

设施对接工作。

策略三：“枢纽锚固”，构建多层次轨道网络。充分

发挥“轨道+”优势（包含轨道+对外枢纽、公共中心、

潜力地区、文创中心、产业中心），通过构建多层级的轨道

枢纽，发挥枢纽对城市空间拓展和用地发展的引领作用。

四、轨道方案研究

1. 布局思路

总体形成多层次网络化的轨道线网布局。首先通

过区域铁路设施布局，形成海宁市域“三枢纽服务三片

区”，争取三枢纽均有高速铁路服务，形成对外快速系

统，同时围绕对外交通枢纽组织城市功能；其次通过优

化快线网布局提升海宁与杭州的快速链接，杭海线与杭

州的轨道快线系统无缝衔接，实现临平、下沙、大江东

图3　杭海线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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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方向快线联通杭州；提升海宁市域乡镇与海宁市区、

杭州的便捷联系，打造海宁内部局域网，串联快速轨道

通道，提升沿线服务。

图4　海宁全域多层次网络化轨道融杭示意图

2. 区域铁路设施布局研究——形成“三枢纽服务三

板块”的格局

根据《长三角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浙江省

铁路网规划（2018 修编）》（征求意见稿）等相关规划，

未来海宁地区发展可能涉及沪杭高铁（已运营）、沪杭普

速铁路（已运营）、沪乍杭铁路客线、沪乍杭铁路货线、

沪平市域铁路、沪杭城际铁路、水乡旅游线等铁路设施

衔接杭州。

（1）铁路杭州萧山机场站枢纽及接线工程

该线路是高铁线路引入萧山国际机场的重要工程，

对于发挥铁路枢纽客站灵活性、区域机场群的联动具有重

要意义。线路起讫点为绍兴北至桐乡，设计速度为350千

米/小时。目前线位已基本稳定，于海宁周王庙镇附近设

置海宁观潮站，向北连接桐乡站，向南过江连接江东站。

（2）沪乍杭铁路客线

该线路是沿海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将成

为上海 - 武汉国家级客运通道。线路起讫点为上海东至

杭州西，设计速度为 350 千米 / 小时。目前浙江省以上海

东 - 平湖 - 嘉兴南 - 桐乡 - 杭州西路由作为推进方案。

（3）沪杭城际铁路

该线路主要为缓解宁杭、杭甬、杭深、沪昆（杭

长）、杭黄等客专带来的客流压力，与既有沪杭高铁形成

差异化的功能分工。线路起讫点为上海虹桥至杭州东，

设计速度为 350 千米 / 小时，线路沿沪杭高铁南侧布设。

积极争取沪杭城际铁路进入海宁城区设站，以实现三大

高铁站分别服务于杭海新区、盐官观潮景区、海宁城区

三大板块。

（4）沪乍杭铁路货线

沪乍杭铁路货线是浙江省五横货运通道之一，杭

州湾北部地区产业运输大通道以及杭州都市区产业运输

通道。沪乍杭铁路货线（单线）起点为上海曹泾，根据

《浙江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2021-2050 年）》（征求意

见稿），终点为海宁（衔接沪杭普速铁路）；而根据目前

铁三院预可研方案，终点为嘉兴王店，设计速度为 120

千米 / 小时。

（5）水乡旅游线

线路以切线形式串联起沪杭走廊放射状网络，网路

化服务浙江、上海、江苏三省区域（太湖东），切实推动

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强化沿线城镇间及其与中心城区的

联系；沟通水乡景区，提升旅游服务水平。线路起讫点

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至盐官古镇，并于苏台高速以东

预留过江条件，设计速度为 160-200 千米 / 小时。

建议线路向南接入海宁观潮站，并于苏台高速西侧、

铁路杭州萧山机场站枢纽及接线工程间预留过江条件。

优化后，线路自北向南衔接南浔站、桐乡站、海宁观潮

站、钱塘站四大枢纽，实现了轨道网络效益的提升，并

节约了过江通道资源。

图5　区域铁路设施布局图

3. 杭海线的优化研究——实现“快接快”，全面融入

杭州

新一轮杭州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以“轨道上的杭州”

为目标，统筹区域轨道交通网络布局，推动干线铁路、城

际铁路、市域（郊）轨道、城市轨道交通等多网融合。规

划以“核心加密、全市快联、都市可达”的总体框架思

路，对轨道快线和普线进行重点布局。其中，快线重点支

持外围创新组团、城市廊道发展，提升轨道网络时效性，

形成市区市域“双十字”轨道快线网络，新增的快线与海

宁密切相关，有机会提升海宁至杭州的出行时效性。

（1）杭海线优化——快接快，提质增效

目前杭海线与杭州地铁 9 号线于高铁临平南站相接，

存在进入杭州中心城区时效性不强问题。结合杭州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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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杭海线自临平南站向西延伸 1-2

千米，与杭州正在谋划的南北向快线衔接，实现海宁市

区 45 分钟进入杭州中心城区。远期继续向西延伸衔接杭

州市域北部快线，可以提升海宁与杭州各大功能板块快

速联通，同时有效提升浙大国际学院与浙大紫金港校区

之间轨道联系。

图6　杭海线西向衔接杭州示意图

（2）杭州市域北部快线延伸——促进尖山与钱塘新

区联动发展

杭州市域北部快线是一条东西向的市域快线，串联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大城北、钱塘新区等杭州重点发

展地区，若能继续实现向东延伸，可以有效提升海宁尖

山地区与钱塘新区的联动发展。但由于过江段江面较宽

（6-7km），具有一定的工程难度，另外钱塘新区东侧为

江滩湿地保护区，延伸至尖山总长度在 16 公里左右。建

议作为廊道控制，同时与尖山新区在海宁城市中的总体

定位做匹配。

4. 市区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布局研究

在杭海线与杭州轨道快线实现快速联通后，重点强

化南北向衔接通道，按照“强化枢纽链接、支撑片区发

展、提升景区服务”原则，海宁市区打造两条中低运量

轨道交通系统。

盐官景区旅游线：起于海宁观潮站，止于盐官景区，

线路全长 7.5 千米。线路提升盐官景区服务，实现海宁观

潮站与盐官景区的便捷联系。

中心城区-尖山创新产业服务线：线路起于尖山，止

于海宁市区，线路全长39千米。线路强化海宁中心区与

尖山新区的便捷联系，支持创新产业轴发展，与杭海线共

同组成市区轨道骨架，提升市区公交出行服务。（见图7）

五、结语

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以及杭州都市区深度融

合发展等背景下，本文对海宁融杭轨道交通开展研究。

本文认为海宁多层次轨道交通体系存在地理优势尚未转

化成交通区位优势、与杭州中心区出行时效性有待提升

等现状问题。在区域城际铁路提速加密、上海及杭州客

内货外铁路布局调整设想、铁路分散式枢纽布局结构以

及都市区人口外溢的发展趋势环境下，本文认为海宁应

积极全面融入长三角、做好海宁观潮站等组合高铁站的

文章、强化融杭交通支撑并谋划好支撑产业发展的货运

体系。进而本文提出“多方式融杭、多方向融杭、全域融

杭”的目标（30/45/60），并提出“合纵连横”，强化东西

向廊道，谋划南北向通道、“无缝对接”，实现多向全域融

杭、“枢纽锚固”，构建多层次轨道网络三大策略。最后，

文本对铁路杭州萧山机场站枢纽及接线工程、沪乍杭铁路

客线、沪杭城际铁路、沪乍杭铁路货线、水乡旅游线、杭

海线、市区中低运量轨道交通进行了组合方案研究。

最后，建议现阶段积极争取高速铁路在海宁城区设

站；对于下沙至长安线、水乡旅游线等纳入《长三角地

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的项目，应进一步加强与省发

改委、杭州、嘉兴等对接，优化落实方案；建议做好铁

路系统与城镇空间的耦合以及铁路设施用地的预控工作，

以便更好地向上争取线路并实现线路落地；建议加强与

杭州市国土空间规划、杭州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等编制

工作的对接，对于涉及两地的线形工程（杭海线优化、

下沙至长安线等），要做好规划功能、规划通道等方案的

协同，真正实现杭海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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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市区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布局研究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