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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建设行动计划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内涝治理的实施意见》

（国办发〔2021〕11 号）任务要求，进一步加强城市排水防涝

体系建设，推动城市内涝治理，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全面排查城市防洪排涝设施薄弱环节

（一）城市排水防涝设施。排查排涝通道、泵站、排水管网

等排水防涝工程体系存在的过流能力“卡脖子”问题，雨水排口

存在的外水淹没、顶托倒灌等问题，雨污水管网混错接、排水防

涝设施缺失、破损和功能失效等问题，河道排涝与管渠排水能力

衔接匹配等情况；分析历史上严重影响生产生活秩序的积水点及

其整治情况；按排水分区评估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可应对降雨量的

现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指导，城市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以下均需城市人民政府落实，不再逐一列出）

（二）城市防洪工程设施。排查城市防洪堤、海堤、护岸、

闸坝等防洪（潮）设施达标情况及隐患，分析城市主要行洪河道

行洪能力，研判山洪、风暴潮等灾害风险。（水利部）

（三）城市自然调蓄空间。排查违法违规占用河湖、水库、

山塘、蓄滞洪空间和排涝通道等问题；分析河湖、沟塘等天然水

系萎缩、被侵占情况，植被、绿地等生态空间自然调蓄渗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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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情况，对其进行生态修复、功能完善的可行性等。（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牵头，水利部参与）

（四）城市排水防涝应急管理能力。摸清城市排水防涝应急

抢险能力、队伍建设和物资储备情况，研判应急预案科学性与可

操作性，排查城市供水供气等生命线工程防汛安全隐患，排查车

库、建筑小区地下空间、各类下穿通道、地铁、变配电站、通讯

基站、医院、学校、养老院等重点区域或薄弱地区防汛安全隐患

及应急抢险装备物资布设情况。加强应急资源管理平台推广应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牵头，交通运输部等参与）

二、系统建设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

（五）排水管网和泵站建设工程。针对易造成积水内涝问题

和混错接的雨污水管网，汛前应加强排水管网的清疏养护。禁止

封堵雨水排口，已经封堵的，应抓紧实施清污分流，并在统筹考

虑污染防治需要的基础上逐步恢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排

水管网排口低于河道行洪水位、存在倒灌风险的地区，采取设置

闸门等防倒灌措施。严格限制人为壅高内河水位行为。对存在自

排不畅、抽排能力不足的地区，加快改造或增设泵站，提高强排

能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按职责分工负责）。提升立交

桥区、下穿隧道、地铁出入口及场站等区域及周边排涝能力，确

保抽排能力匹配、功能完好，减少周边雨水汇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牵头，交通运输部参与）

（六）排涝通道工程。评估城市水系蓄水排水能力，优化城

市排涝通道及排水管网布局。完善城市河道、湖塘、排洪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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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沟等排涝通道，整治排涝通道瓶颈段。强化涉铁路部门和地

方的协调，加强与铁路交汇的排水管网、排涝通道工程建设规划、

施工和管理的衔接；鼓励由城市排水主管部门实行统一运行维护，

同步考虑铁路场站线路等设施的排水防涝需求，确保与城市排水

防涝设施体系衔接匹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国家铁路局参与）

（七）雨水源头减排工程。将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落实到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优先考虑把有限的雨水留下来，采用“渗、

滞、蓄、净、用、排”等措施削减雨水源头径流，推进海绵型建

筑与小区、道路与广场、公园与绿地建设。在城市更新、老旧小

区改造等工作中，将解决居住社区积水内涝问题作为重要内容。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参与）

（八）城市积水点专项整治工程。定期排查内涝积水点，及

时更新积水点清单，区分轻重缓急、影响程度，分类予以消除。

系统谋划，制定“一点一策”方案，明确治理任务、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落实具体工程建设任务，推进系统化治理；

暂时难以完成整治的，汛期应采取临时措施，减少积水影响，避

免出现人员伤亡事故和重大财产损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三、加快构建城市防洪和排涝统筹体系

（九）实施防洪提升工程。立足流域全局统筹谋划，依据流

域区域防洪规划和城市防洪规划，加快推进河道堤防、护岸等城

市防洪工程建设。优化堤防工程断面设计和结构型式，因地制宜

实施堤防建设与河道整治工程，确保能够有效防御相应洪水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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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河流河势、岸坡地质条件等因素，科学规划建设河流护岸工

程，合理选取护岸工程结构型式，有效控制河岸坍塌。（水利部）

（十）强化内涝风险研判。结合气候变化背景下局地暴雨时

空分布变化特征分析，及时修订城市暴雨强度公式和城市防洪排

涝有关规划，充分考虑洪涝风险，编制城市内涝风险图。城市新

区建设要加强选址论证，合理布局城市功能，严格落实排水防涝

设施、调蓄空间、雨水径流和竖向管控要求。（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实施城市雨洪调蓄利用工程。有条件的城市逐步恢

复因历史原因封盖、填埋的天然排水沟、河道等，扩展城市及周

边自然调蓄空间。充分利用城市蓄滞洪空间和雨洪调蓄工程，提

高雨水自然积存、就地消纳比例。根据整体蓄排能力提升的要求、

低洼点位积水整治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集散结合建设雨水调

蓄设施，发挥削峰错峰作用。缺水地区应加大雨水收集和利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水利部参与）

（十二）加强城市竖向设计。对于现状低洼片区，通过构建

“高水高排、低水低排”的排涝通道，优化调整排水分区，合理

规划排涝泵站等设施，综合采取内蓄外排的方式，提升蓄排能力；

对于新建地块，合理确定竖向高程，避免无序开发造成局部低洼，

形成新的积水点。严格落实流域区域防洪要求，城市排水管网规

划建设要充分考虑与城市内外河湖之间水位标高和过流能力的

衔接，确保防洪安全和排涝顺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水

利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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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实施洪涝“联排联调”。健全流域联防联控机制，

推进信息化建设，加强跨省、跨市、城市内的信息共享、协同合

作。统筹防洪大局和城市安全，依法依规有序实施城市排涝、河

道预降水位，把握好预降水位时机，避免“洪涝叠加”或形成“人

造洪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着力完善城市内涝应急处置体系

（十四）实施应急处置能力提升工程。建立城市洪涝风险分

析评估机制，提升暴雨洪涝预报预警能力，完善重大气象灾害应

急联动机制，及时修订完善城市洪涝灾害综合应急预案以及地铁、

下穿式立交桥（隧道）、施工深基坑、地下空间、供水供气生命

线工程等和学校、医院、养老院等重点区域专项应急预案，细化

和落实各相关部门工作任务、预警信息发布与响应行动措施，明

确极端天气下停工、停产、停学、停运和转移避险的要求。（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牵头，水利部、交通运输部、中国

气象局、教育部等参与）

（十五）实施重要设施设备防护工程。因地制宜对地下空间

二次供水、供配电、控制箱等关键设备采取挡水防淹、迁移改造

等措施，提高抗灾减灾能力。加强排水应急队伍建设，配备移动

泵车、大流量排水抢险车等专业抢险设备，在地下空间出入口、

下穿隧道及地铁入口等储备挡水板、沙袋等应急物资。（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牵头，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参与）

（十六）实施基层管理人员能力提升工程。加强对城市供水、

供电、地铁、通信等运营单位以及街道、社区、物业等基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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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指导和培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组织和发动群众，不定

期组织开展演练，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在开

展管网维护、应急排水、井下及有限空间作业时，要依法安排专

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严格落实操作规程和安全措施，

杜绝发生坠落、中毒、触电等安全事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

头，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参与）

五、强化实施保障

（十七）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城市人民政府排水防涝工作的

主体责任，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分工，将排水防涝责任落实到具体

单位、岗位和人员。抓好组织实施，形成汛前部署、汛中主动应

对、汛后总结整改的滚动查缺补漏机制。加强对城市排水防涝工

作的监督检查，对于因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导致的人员伤亡事件，

要严肃追责问责。（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

部、应急管理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八）落实建设项目。各城市在编制城市排水防涝相关规

划、内涝治理系统化实施方案时，应明确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建设

的时间表、路线图和具体建设项目。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将

排水防涝体系建设项目列入城市年度建设计划或重点工程计划，

加强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做到竣工一批、在建一批、开工一批、

储备一批；要严格把控工程质量，优化建设时序安排，统筹防洪

排涝、治污、雨水资源利用等工程，实现整体效果最优。省级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会同同级发展改革、水利等部门及时汇总各

城市建设项目，依托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建立本行政区域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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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项目库，并做好跟踪和动态更新。各地应于每年 2月底前

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报送上年度城市

排水防涝体系建设实施进展情况。（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国

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参与）

（十九）加强排水防涝专业化队伍建设。建立城市排水防涝

设施日常管理、运行维护的专业化队伍，因地制宜推行“站、网、

河（湖）一体”运营管理模式，鼓励将专业运行维护监管延伸至

居住社区“最后一公里”。落实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巡查、维护、

隐患排查制度和安全操作技术规程，加强对运行维护单位和人员

的业务培训和绩效考核。在排查排水管网等设施的基础上，建立

市政排水管网地理信息系统（GIS），实行动态更新，逐步实现信

息化、账册化、智慧化管理，满足日常管理、应急抢险等功能需

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十）加强资金保障。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大对城市排水防

涝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将符合条件的项目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支持范围。城市人民政府利用好城市建设维护资金、城市防洪

经费等现有资金渠道，支持城市内涝治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城市排水管网和泵站运行维护资金应纳入城市人民政府财政预

算予以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水利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四五”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建设行动计划
	一、全面排查城市防洪排涝设施薄弱环节
	二、系统建设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
	三、加快构建城市防洪和排涝统筹体系
	四、着力完善城市内涝应急处置体系

	五、强化实施保障
	（十七）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城市人民政府排水防涝工作的主体责任，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分工，将排水防涝责任落
	（十八）落实建设项目。各城市在编制城市排水防涝相关规划、内涝治理系统化实施方案时，应明确城市排水防涝
	（二十）加强资金保障。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大对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将符合条件的项目纳入地方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