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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三期建设规划批复感觉花了很长
时间，为什么？

陈周斌：地铁审批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要
从交通、财政、未来发展、客流、经济等各方面考
虑，多部门审核，时间长是正常的。

杭州三期规划了10条线
是怎么确定这些线路走向的？

王峰：地铁7、8号线作为轨道快线，将大杭
州外围区域的大江东和萧山国际机场快速连到
市中心。1、2、3、4、5、6 号线是地铁网络的干
线，是城市中心的主要运输线路，贯通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9号线从现有地铁1号线拆分而来，
实现未来临平城区与钱江新城核心区的直接联
系。10号线是辅助加密线，也叫支线，是次要
线路，完善城北地铁网络交换功能。这10条线
路将杭州地铁完全盘活了，也把杭州所有的机
场、高铁站、长途汽车站等都串联起来了。

1号线为什么要拆分成两条，还规划了
一条去机场？7号线是机场专线吗？

陈周斌：7号线不能叫做机场专线，只是一
条通往机场的线路。这条线路可以直接进入西
湖景区和吴山商圈，还经过奥体、钱江新城、城
站。这样一来，商务客流、景区旅游客流、火车
站的换乘客流都能一网打尽。

而 1号线三期则是考虑来自武林广场、杭
州东站、客运中心的客流到机场方便，也让机
场与铁路、公路的交通对外能连接，杭州周边
的嘉兴、海宁人，今后坐高铁来杭州坐飞机就
很方便。

王峰：机场专线是需要客流量门槛的，北京
机场 7000多万客流，而杭州只有 5000多万人，
还达不到机场专线的要求。目前杭州机场30%
是外地客流，60%本地客流，因此规划了 1 号
线、7号线两条机场线路，一个连接市区，一个
连接各大交通枢纽。

1号线刚开通的时候客流不多，无法单独
支撑一条线路，因此设置了两条支线。现在客
流量越来越多，2分钟一班车已经来不及了，需
要均衡一条出来，保证满足临平、下沙两个方向
客流。而且从远期预测，继续分为两条支线的
话，服务水平跟不上客流的增加，因此拆分为两
条线路。

为什么2号线三期、5号线二期
都只有一两个站点还要审批？

王峰：一般地铁建设有个不成文的门槛，尽
量不出绕城，节省造价。绕城外的区域尽量发
展地面常规公共交通。

之前二期建设规划批复时，没有考虑到杭
州绕城外的建设速度会如此之快。没想到，才
过了5年，2号线良渚地区和5号线的未来科技
城这些区块已经住满了人。现在的良渚、未来
科技城地区楼盘密布，大型综合体入驻，商业配
套齐全，地铁已经成为必需的生活配套。

其实放眼国外，人口密度没有中国那么
多。一些欧洲城市，一个地铁站点外围，有一
两幢高楼大厦就很了不起了，而杭州周边区域
的客流密度远远超过国外，完全符合地铁建设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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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号线、5号线
为什么没能延长到闲林？

陈周斌：考虑到闲林板块的位置以及3号
线、5号线的长度，地铁要深入的话必须再建一
个车辆段，用来停放地铁车辆以及进行检修。
但是闲林的地块已没有足够空间建设车辆段。

为方便闲林板块的居民，3号线特意沿
着五常大道走，但是不可能每个小区都照顾
到，这个区域的公共交通，主要还得靠有轨
电车和公交车弥补。

闲林和老余杭的居民的确很多，所以余
杭区规划让有轨电车 2号线（规划从余杭街
道始发至留下，经五常大道、荆长大道和五
常湿地，与地铁线会合）进入。

王峰：3号线西段在杭州留下附近形成主
线和支线模式，其中支线就近向西南进入小
和山高教园区的轨道停车场，服务当地高校
师生的出入交通。同时3号线主线沿着五常
大道经过闲林地区向西北进入未来科技城的
核心地区，同时预留未来延伸至规划高铁西
站地区的工程条件，最大可能地服务杭州城
西地区。3号线与5号线、在建的杭州至临安
城际轨道在绿汀路站点实现了3线换乘。

4号线为什么没有延伸到白马湖？
陈周斌：主要是线网引过去有困难。4

号线往闻堰方向，6号线又过江了，没办法再
往白马湖绕。另一方面，这里实际居住人口
不是太多，人流都集中在会展期间，平时客
流量不足以支撑起一条地铁线路的运营。

对这个问题，滨江区也有考虑，决定用
有轨电车来接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平时人流量少的时候，有轨电车可以开两节
车厢，会展期间人多了，扩展到 4节车厢，灵
活调度，而且整体造价比地铁便宜。

有轨电车本身就具有延伸、连接、加密
地铁的作用。在白马湖区域非常适合。

吴艇：关于4号线二期，萧山城区的地铁
规划布局，近乎于一个以 5号线一期为主要
横轴、2 号线东南段为主要纵轴的十字线
网。萧山地区公交完善，地铁站周边由公交
形成接驳网络，出行相对比较方便。

远期，4 号线有设想往闻堰方向延伸。
周边居民希望地铁通到家门口的心情可以
理解，但现实中地铁规划建设无法同步满足
所有区域的需求，只能分批实现。

10号线既然已经到了浙大
有没有可能再往景区挪一挪？

陈周斌：在地铁三期项目规划前期，的
确有人提出10号线网以环湖线来规划，但西
湖是世界文化遗产，应相当慎重。我们首先
要把客流控制这个问题研究透彻，研究成
熟，方方面面都考虑到。

王峰：10号线从远期来看，有继续往南
和西湖接驳的可能，但绕湖可能性不大。

杭州要建火车西站
会有地铁线路通到那里吗？

陈周斌：火车西站的建设，早在地铁三
期规划上报前就已经确定，而且肯定要和地
铁 3号线换乘。5号线因为走向问题，无法
再“扭回头”和火车西站交接，不过可以通过
3号线换乘。未来科技城的有轨电车2号线
也会和火车西站交接。

从杭州目前其他火车站的情况来看，一
条地铁线进火车西站不太够，近期也许没有
问题，但远期肯定会超负荷。所以我们远期
研究引入地铁4号线。

下沙的人员密度很广
有人说地铁资源偏弱，怎么解决？

吴艇：其实下沙的地铁资源并不弱，大部分
下沙的客流都集中在金沙湖、大学城以及沿江地
块，这三个地方地铁都已经覆盖，从目前客流情
况来看，已经能满足下沙区域居民的出行需求。
而且这次1号线三期还会二次过江（1号线近江
—江陵路区间是一次过江），下沙不再是1号线终
端，而是西可进主城区，东可达机场的交通要冲。

钱江新城
是不是以后全新的地铁换乘中心？

陈周斌：钱江新城偏向于金融办公区域，
写字楼多，但大部分上班族还是住在杭州其他
区块。这样一来，上下班高峰期，地铁集中客
流就很大，光靠一个 4号线不能很快输送整个
钱江新城的客流。要想在第一时间把人疏散
出去，站点和换乘点必须要密一点。我们现在
还担心钱江新城点不够多。

武林门区域则不一样，这是一个居住、旅游、
购物中心，客流量不会太过于集中在一个时间点，
现在的换乘点和站点密度应该可以了。

王峰：这两个区块的标准不同，换乘特点和
换乘优势也不同。武林广场商业为主，站点出
入口要四通八达，站点要在人流最焦点的位置

（类似上海的人民广场站），因此站点规模会比
较大，出入口比较多。

钱江新城核心区是杭州的中央商务区
（CBD），在4平方公里区域内的写字楼等，就能
提供20多万个就业岗位，再加上江对岸的钱江
世纪城，形成了双CBD的核心区。在早晚上下
班高峰时间，势必会有密集人流量出行，必须站
点密，换乘点和出入口多，才能发挥高峰通勤的
作用。 现在钱江新城核心区有2、4、7、9号线等
4条轨道线路，往庆春路、新塘路、解放路、钱江
路等7个方向快速疏散，有点类似上海的浦东陆
家嘴中心区，未来的杭州城市中心雏形初现。

7条线路9次过江，是不是多了9条过
江隧道？滨江萧山等是不是发展更好？

王峰：杭州的交通管理部门曾经做过一个
调查，显示地铁1号线开通后初期，钱塘江上四
桥、三桥、一桥等在早晚高峰，车流量下降而车
速则都有不同程度提高，原因是一部分原来靠
小汽车来往于钱塘江两岸的车主，开始放弃开
车转向乘坐地铁。杭州今后将有7条线路共9
条过江地铁隧道，之江、滨江、萧山城区以及大
江东等区块被切切实实地拉入到杭州主城日
常生活的版图里。一条地铁过江隧道高峰小
时单向最大可以运送 3万人次以上，是同样一
条单向 3 车道机动车隧道通行能力的 4 倍以
上。通过轨道交通，江南副城与主城区将实现
紧密联系。

明年开始将有 10 条线陆续开建
会不会对城市交通影响很大？

陈周斌：杭州正在加速国际化都市建设步
伐。杭州的地铁加上三期的线网，总公里数达
到450公里（包括杭富、杭临城际铁路），接下去
还有 9条高铁。仔细看杭州的地铁规划图，加
上这次三期地铁线网，可以发现杭州地铁密度
超过北京、上海，已经覆盖了城市大部分区域。

地铁是解决治堵必走之路，杭州必须抓住
2022 年亚运会契机，也许不能照顾到每家每
户，也会对城市交通带来巨大的阵痛期，但未
来建成后一定会发挥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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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7号线为什么通往萧山机场？
2号线三期、5号线二期为什么只设了一两个站？
3号、5号线为什么没能延长到闲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