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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燃气普及率的研究

摘       要：  城市燃气发展之初，常把居民的燃气普及率作为一个国家燃气发展水平的指标。本文在现有统计

资料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区域经济带的角度来分析燃气普及率近几年的变化，并探讨了普及率与自

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目前对我国来说，燃气的普及率仍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指标，

如何深入研究大量数据中的内在规律为我国城市燃气的发展服务，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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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城市燃气的普及率最早是作为一个城市的规划设

计指标出现，例如，有燃气供应的城市，居民使用的

燃气普及率最终应接近于1，但是陈旧的居住建筑物

或待拆迁的居住建筑由于规范要求的限制不能供气，

而且采用电气化灶具的建筑物也不需供气，这又使普

及率小于1。根据燃气的普及率和居民的实际的耗气状

况，如仅供炊事或包括热水供应，甚至采暖设备等，

可分类算出总耗气量，在此基础上再参照一些自然的

或其它因素，可得出管网等基础设施的设计负荷。

在城市燃气发展之初，各国的统计资料中也常

把燃气的普及率作为一个燃气发展水平的指标来表

示。随着燃气工业的发展，应用范围不断扩大，除民

用商业用户外，已发展到工业、交通和电力，至今已

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措施，因此，采用了燃

气在一次能源中所占的比重来表达一个国家的发展水

平，例如我国2009年燃气仅占一次能源的3.9%，在

“十二五”的规划方案中指出要提高到8.3%等，以此

反映各国燃气工业的差距和水平。虽然如此，不仅在

我国，在日本的燃气工业统计资料中也仍保持着燃气

普及率这一栏。居民生活用气的发展对建设资源节约

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使用电器炉

灶相比，还是一个首选的方案。

燃气普及率作为一个规划设计中的重要指标与气

源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方式和水平等因素有关。其内

在关系究竟如何？过去甚少见到研究资料，本文试图

在现有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2     1978年以来我国燃气普及率（%）的变化

我国燃气普及率（%）的汇总计算，在不同时期

有不同的方法，其统计资料一直局限在设市城市的范

围以内（约660-665个），未能统计到的有1 636个县

级和17 785个建制镇[1]。实际上，我国的不少县，甚

至建制镇也有燃气设施，特别是一些沿海地区。

早期的计算方法是[2]：

2000年以前 ：

燃气普及率=城市非农业用气人口/城市非农业人

口×100%

2001年以后改为：

燃气普及率=城市用气人口/城市人口×100%

2006年以后改为：

燃气普及率=城市用气人口/（城市人口+暂住人

口）×100%

上述3种方式的变化主要在分母上，最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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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虑城市户口，最后一种方法考虑了暂住人口，

虽有所扩大，但均未包括市属县的人口在内，而现

在的城市规划均包括了所属县在内的统一规划，统

计中仅北京和上海的县镇部分的数字含在本城市的

年鉴中。图1所示为我国1978年以来城市燃气普及率

（%）的变化（基础数据来源于[2]）：

由图1可知：

（1）由于计算方法的变化，2006年的普及率低

于2005年，因为分母上包括了暂住人口，但2007年、

2008年就迅速超过2005年的值；

（2）1978年-1990年是城市燃气发展较慢的阶

段，主要原因是气源不足；

（3）1990年-2000年由于LPG的进口使城市燃气

有了较快的发展；

（4）2000年由于天然气的到来使城市燃气迅速

得到发展；

（5）2005年天然气资源跟不上发展需要，着重

放在开辟新气源；

（6）2008年我国城市燃气普及率已达到89.55%，

设市城市的城市人口已基本气化，城市的大气环境大

为改善，成绩显著，来之不易；

（7）可得的结论是：气源的发展是普及率提高

的主要驱动力，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普及率较高城市的

地区分布，进一步研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图1  1978 -2008年我国燃气普及率变化图

3      从我国的区域经济带看燃气普及率的变化

（655个城市）

我国城市地理位置的分组，在《中国城市建设

统计年鉴》中有三种分类方法：分类之一是按自然

地理位置，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分类之二是按

区域经济带1，仍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但包括的

城市与按地理位置的分类略有不同，分类之三是按

区域经济带2，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三省。

以下的研究按分类之三进行，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

况：

（1）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

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的城市和

直辖市；

（2）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

北和湖南6个省的城市；

（3）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

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

12个省、自治区的城市和直辖市；

（4）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3个省的城

市。

研究工作按上述4个地区对2004年-2008年五年的

年鉴上的各省、直辖市数据，按统一的燃气普及率计

算方法[2]重新算出各个地区的逐年燃气普及率。如图

2、3、4、5所示，4个地区的基础数据归总在表1中，

图6为上述地区的汇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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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东部地区燃气普及率变化图

图3  中部地区燃气普及率变化图

图4  西部地区然气普及率变化图

100.00%

95.00%

90.00%

85.00%

80.00%

75.00%

90.00%

80.00%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00%

82.00%

80.00%

78.00%

76.00%

74.00%

72.00%

70.00%

68.00%

66.00%

64.00%

2004年

2004年

2004年

2005年

2005年

2005年

2006年

2006年

2006年

2007年

2007年

2007年

东部地区燃气普及率

中部地区燃气普及率

西部地区燃气普及率

2008年

2008年

2008年



112011 / 02  总第 432 期

88.00%

86.00%

84.00%

82.00%

80.00%

78.00%

76.00%

74.00%

72.00%

100.00%
95.00%
90.00%
85.00%
80.00%
75.00%
70.00%
65.00%
60.00%
55.00%
50.00%

东北三省燃气普及率

图5  东北三省燃气普及率变化图

图6  按区域经济带划分我国供气地区的燃气普及率变化图

2004年

2004年

2005年

2005年

2006年

2006年

2007年

2007年

2008年

2008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东部地区 94.10% 91.45% 84.42% 93.70% 97.08%

中部地区 68.04% 71.37% 74.50% 80.97% 82.05%

西部地区 69.92% 72.08% 69.86% 79.37% 80.85%

东北三省 77.74% 79.95% 79.67% 84.32% 86.73%

表1  2004年-2008年我国四大区域的燃气普及率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三省

由图6和表1可知：

（1）我国东部地区的燃气普及率总体上高于其

它地区，其次为东北三省，中部和西部地区差别较

少。西部地区有资源优势，2005年前，普及率较中部

地区略高，但2006年后，中部地区又略高于西部地

区，证明燃气普及率从总体上看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关

系较大，其次才是资源因素。

（2）区域的燃气普及率并不能完全代表各省、

市、自治区的燃气普及率水平。从2008年的情况看，

东部地区的海南省只有73%，而中部地区的江西省燃

气普及率在90%以上，西部地区的重庆市也在90%以

上。因此，作为规划设计的重要计算数据使用时，还

赵志楠·我国城市燃气普及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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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进行具体分析，但东部地区普及率应该在全国的

平均数以上。

（3）上述结论也可从以下将讨论的2008年我国

燃气普及率达到或超过100%的城市状况得出。

4      2008年我国燃气普及率达到或超过100%的

城市分析

传统的观点认为，燃气普及率不可能达到或超过

100%，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住房情况的不断

改善，一个家庭户、居分开的现象已普遍存在，以户

口数统计或以气表数统计的差异必然越来越大，这就

产生了燃气普及率达到或超过100%的状况，2008年

我国的燃气普及率达到100%的城市数据上述4个分区

的情况可见图7：

由图7可知，在4个分区内都有普及率达到100%

的城市，足以证明区域普及率不能代表城市普及率的

特征，规划设计中尤其应注意到这点，图7也证明东

部地区普及率达到100%的城市大大超过其他地区，

可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作用。

研究日本的统计资料后可知[3]：普及率超过100%

的城市有4个，即东京，新 、京都和大阪。

通过对北京、上海、遵化、迁安、秦皇岛、沧

州、廊坊7个城市在2004年至2008年间的燃气普及率

进行抽查计算可知：北京、上海的实际燃气普及率已

经超过100%，见表2、图8。

日本东京、新 、京都、大阪1999年-2003年的

燃气普及率，见表3，变化状况可见图9。

由图8和图9可知，不论我国北京、上海或日本的

东京、新 、京都、大阪燃气普及率的变化可说明普

及率超过100%后，普及率常常呈或高或低的状态，

影响的因素值得研究。

图7  2008年燃气普及率达到或超过100%的城市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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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2004年-2008年北京、上海燃气普及率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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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1）城市燃气工作者和统计部门对燃气普及率

是一个非常熟知的指标，研究其与区域经济和气源自

然条件的关系，对城市燃气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有

着重要的意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2）随着城市燃气的发展，用气规模不断扩

大，生活用气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从节能减排和应对

气候变化的角度出发，如何确定各类应用的普及率也

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

（3）我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已正式出版25年，

内容不断更新与充实，已成为行业的权威数据库，如

何深入研究大量数据中的内在规律为我国城市燃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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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服务，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北京 99.75% 80.80% 113.84% 108.87% 100%

上海 141.06% 106.56% 105.25% 108.80% 100%

表2  2004年-2008年北京、上海的燃气普及率

图9  1999年-2003年日本燃气普及率（超过100%城市）变化图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东京 102.60% 103.90% 103.70% 103.60% 106%

新 102.80% 102.80% 102.90% 102.60% 101.90%

京都 102.00% 101.60% 101.70% 101.70% 101.80%

大阪 105.50% 106.60% 106.40% 106.10% 106.10%

表3  1999年-2003年日本4市的燃气普及率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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