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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市燃气协会（550001）施　政

贵阳市城市燃气气源结构发展研究

摘       要：  分析了贵阳市燃气供应和燃气资源情况，提出了该城市燃气结构发展的建议和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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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城市燃气供应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

初，城市燃气的发展改变了我市人民生活状况，提高

了我市环境的总体质量，有效的改善了环境面貌，促

进了我市经济和城市发展。近年来，贵阳城市燃气需

求快速增长，管道煤气供需矛盾十分突出，采取了增

加气源生产设备、储存和掺混设施等措施，但仍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管道煤气的气源需求问题。随着我市的

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 “十二五规划”和贵州省

“工业强省”战略的实施，燃气的需求量会迅速增

加。如管道煤气的供需矛盾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将对

我市社会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环境保护以

及节能减排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保障城市燃气

的供气安全，保证我市城市居民生活用气和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对贵阳市城市燃气气源结构的发

3.8  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

1、季度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

季度绩效考核结果与员工的月度绩效工资直接挂

钩，单位根据部门及单位的季度考核得分。

2、年终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作为年度经营奖

金的发放依据；作为员工岗位调动、职务晋升的依

据；作为员工培训内容的重要参考；为高层领导决策

提供依据；作为员工职业生涯发展设计的参考；作为

对员工进行表彰、激励的重要参考。

4     结论

员工绩效管理体系是一个系统、动态、持续沟

通的管理过程，本文综合平衡计分卡、绩效管理诸要

素、企业战略等因素，对员工绩效管理体系进行研

究，突出了绩效管理全过程的设计，有利用国有燃

气公司的引进实施，对于增强员工积极性、形成核

心竞争力、实现事业发展壮大必将起到积极促进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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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进行对策研究。

1      燃气市场现状

1.1  基础设施

管道煤气：拥有焦炉4座，煤气发生炉10套，煤

气储配站3座（总储气量40万m3），液化石油气混气

站1座，煤气中、低压管网2 500km；液化石油气：

拥有液化石油气储配站10座，储容4 680m3；液化天

然气：拥有液化天然气接收站2座，储容2 000m3， 

40万m3/d（气态）的天然气供应能力；液化天然气汽

车加气站5座，为我市5条公交线路797辆公交车辆供

气。

1.2  市场现状

城市燃气资源及供应情况：贵州省无天然气，也

无液化石油气生产企业，可供城市燃气的气源匮乏。

贵阳市城市燃气的现有3种气源，管道煤气（焦炉煤

气）、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我市燃气用户达

66余万户。其中管道煤气居民用户44余万户，液化

石油气用户22万余户，用气人口达余231万人。天然

气居民用户4 620户，天然气工业用户占其用气量的

90%。管道煤气供应实施了特许经营管理。

1.3  管道煤气气源供应与需求矛盾

贵阳市的管道煤气的生产和输配供气分属两个

企业：贵州华能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管道煤气的气

源生产，贵州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煤气输

配系统的营运和向燃气用户供气。冬季供气期间掺混

的水煤气又由贵州水晶有机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生

产。目前管道煤气的气源生产设计能力为75万m3/d，

冬季供气期间,利用发生炉煤气顶替后，焦炉煤气的

供气量100万m3/d，冬季极端用气高峰期采取焦炉煤

气和水煤气、液化石油气掺混后，混合气体的供气量

120万m3/d。煤气输配系统供气能力180万m3/d。

我市的管道煤气存在冬季气源需求缺口较大的

问题。目前我市夏季平均50万m3/d，预计今年冬季高

峰用气需求可达120万m3/d。根据《贵阳市城市燃气

发展规划》（2006-2020）对贵阳城区用气预测与分

析，在今后的3年内全市燃气需求将超过300万m3左

右，现有的人工煤气已不能满足城市的需求和未来发

展的需要。随着我市社会经济发展对燃气的需求，冬

季气源需求矛盾将会越来越突出。

2      《贵阳市城市燃气发展规划》气源规划方案

根据《全国城市天然气利用规划》，结合贵阳

市的实际情况，《贵阳市城市燃气发展规划》气源规

划方案：2008年后采用天然气作为气源，在天然气

到来之前近期仍采用焦炉煤气作为主要气源，远期

天然气到来之后将该气源厂转换为调峰气源。以液

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或压缩天然气为过渡调峰气

源。

3      将进入贵州省的天然气资源和管线建设情况  

3.1  将入黔的天然气资源情况

2009年国家已确定两条天然气管线进入贵州，即

中缅油气长输管线、宁夏中卫－贵阳输气管线工程。

目前，中石油已完成中缅油气长输管线项目建设的前

期工作，开展了中卫-贵阳输气联络线的项目勘察和

核准工作。目前中石化的“广西-贵阳-重庆天然气管

道” 正在上报国家审批，预计不久即将动工。

2009年贵州省发改委报国家发改委，核定我省

管道天然气供气量为2015年17亿m3，2020年30亿m3，

2025年50亿m3。2012年-2013年中缅或中卫天然气管

线供气时，中石油承诺给贵州省的供气量为5亿m3，

逐年增加。目前我市液化天然气的主要资源来自四川

达州和鄂尔多斯，总合同供气量为70万m3/d。目前已

投用两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总储容量2 000m3（气

态130万m3），目前除工业和汽车加气站用气外，可

供居民60万户用气。远期该站可用于管道天然气供应

不足时的调峰气源和应急气源。

3.2  缅甸-中国天然气项目管线建设

中缅油气项目的长输管线项目是国家规划的三

大油气通道之一，油气管线并行。天然气管线起于缅

甸西海岸，由云南瑞丽进入中国境内，经云南到我省

的安顺、贵阳、都匀等城市后进入广西与西气东输二

线连接，管道全长2 806km，设计压力10MPa，年输

气120亿m3。2008年已完成项目核准，2010年6月3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参加项目开工仪式，自此缅甸段

动工，2010年9月10日我国境内管线云南段也开工建



372011 / 06  总第 436 期

设，计划2013年向贵州供气。

3.3  宁夏中卫－贵阳天然气项目管线建设

宁夏中卫－贵阳天然气管线项目，从宁夏中卫-

四川龙冈－贵阳，在贵阳与中缅天然气管线并线。项

目建设于2010年4月4日获得国家能源局的批准，现已

局部动工，定于2011年底向四川境内供气，2012年向

贵州供气。

4      贵阳市气源结构发展建议

为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燃气用气需求矛盾，满足市

场需求，保障城市燃气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

积极寻求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质优、低排放和供应稳

定的气源，使贵阳市城市燃气气源结构发展多元化。

天然气具有的高热值、高效率，杂质少、燃烧排放低

等特性，是一种价值较高的清洁能源，已成为当今世

界不可或缺的重要能源。

我国从90年代末开始利用天然气，随着“陕气进

京”、“西气东输”、“川气东输”，特别是近年来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周边国家管道天

然气引进我国，加快了我国城市燃气天然气利用的发

展速度。目前我国已有280个城市已基本建成或正在

建设城市天然气利用工程。很多过去使用人工煤气的

城市都已置换成天然气。如：北京、上海、广州、沈

阳、哈尔滨、郑州、武汉等。随着西气东输二线、三

线、川气出川、缅气进口，以及沿海一批LNG接收站

的建成，其他城市也将陆续实施天然气替代人工煤气

的工作。

遵循国内外城市燃气发展规律，依据《贵阳市城

市燃气发展规划》，结合已明确的贵州天然气资源情

况，贵阳市燃气气源结构战略发展方向：

（1）贵阳城市燃气结构发展战略方向应把天然

气作为城市燃气主气源；

（2）天然气到来之前，仍以焦炉煤气为主要供

应气源，用气季节高峰期采用焦炉煤气、水煤气、液

化石油气掺混的混合气源；

（3）液化石油气仍作为辅助气源。

（4）用户发展方向以天然气为主供应居民用户，

煤制气主要供应工业，尽量按区域分配气源，因地制

宜、科学管理、多气种、多途径，确保燃气供应。

5      落实贵阳市气源结构发展建议，应采取的

对策措施

做好以天然气为贵阳市城市燃气主要气源的结构

调整工作，近期要充分利用现有燃气资源，解决好我

市目前的供气矛盾，千方百计保障城市燃气供应，同

时也要做好天然气引进和利用等方面的工作。要合理

利用好天然气与煤制气资源，同时规划好煤化工产业

链的发展，应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5.1  充分利用现有煤制气资源，保障民生需求

近期仍以焦炉煤气作为贵阳市主要气源，在冬

季供气高峰期，采用焦炉煤气、水煤气和液化石油

气掺混的混合气体供气。为保障安全，保障民生用

气需求，目前应做好4点工作：一是供气3方要签署供

气协议，明确各自提供的焦炉煤气、水煤气掺混气源

质量，以保证混合气体的质量；二是冬季供气高峰期

焦化厂应采取一些特殊工艺措施，尽量提高焦炉煤气

的供气量，降低混合气体的供气量；三是做好锅炉和

工业用气等其他非民用户错峰用气的调度；四是大锅

炉用户使用或改造为油气两用。锅炉是耗气大户，借

鉴北京市的经验，大型锅炉夏天使用煤气冬天使用燃

油，可大大减轻冬季煤制气供应的压力。多途径措施

保障用气安全，提高调峰能力，缓解煤气供需矛盾，

保障民生需求。

5.2  充分利用现有的液化天然气资源，培育好天然气

市场

贵阳市已拥有液化天然气储容2 000m3能力，具

备40万m3/d（气态）的天然气供应能力。而目前我市

的天然气日供气量仅5.3万m3，液化天然气仅供应少量

的居民、工业用户及公交车使用。目前应充分利用好

现有液化天然气资源，缓解煤制气需求缺口。以小河

区为例，如全区都使用天然气，供气量达20万m3/d，

可置换出40万m3/d的焦炉煤气用气量。应采取以下措

施供气措施，利用好现有的液化天然气：一是小河区

和金阳新区均有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这两个区域以及

高新区的居民用户，可逐步采用液化天然气供应，目

前，可减少焦炉煤气供应缺口，待管道天然气到时这

些区域可直接供气；二是限制发展工业、公建用户使

用焦炉煤气，对具备条件的大工业或公建用户用液化

天然气供应。同时要开展已使用液化天然气用户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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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调研工作，开展天然气使用、价格、用户设施的转

换等情况的摸底，为管道天然气到来培育好市场。

5.3  制定燃气利用规划，合理配置天然气与煤制气资

源

中国铝业贵州分公司为降低成本降低能耗，减少

排放，已开展对其氧化铝生产改用人工煤气，对电解

铝和碳素生产改用液化天然气等项目的技术改造。铝

工业生产是高能耗产业，经调研，中国铝业贵州分

公司的能耗和污染情况是：耗电70亿kWh/a，重油

9.6万t/a，轻油1万t/a。该公司的氧化铝生产使用重油

所产生的二氧化硫排放3 600万t/a，该企业所在地的

白云区污染较重。同时根据贵州省“十二五”产业发

展规划和工业布局，中国铝业贵州分公司拟在贵阳市

所辖的清镇市新建100万t/a“煤电铝”一体化的铝生

产基地，于2011年动工2014年投产。中国铝业广东公

司也将在清镇市建设铝生产基地，该项目采用的燃料

也是燃气。

管道天然气入黔项目已明确，我市城市燃气气

源结构多元化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为合理利用、配置

好天然气与煤制气资源，应立即开展编制《贵阳市燃

气利用规划》和相应的方案。根据目前贵阳市的管网

情况，城市燃气供应的规划思路应分区、分类发展，

采取分区分气源种类的供气方式。具体措施建议：一

是从管道天然气门站所在区域开始，逐步向市中心区

置换天然气，形成贵阳市区居民用户使用优质低排放

的天然气的供气格局；二是贵阳市工业较集中的郊

区，仍以煤制气供应为主，同时在相应区域大力发展

煤制气用于工业生产，如白云区和清镇市。中铝集团

拟采用煤制气直供氧化铝生产用气项目，近期可作季

节调峰，天然气到后完全使用煤制气作燃料，可消耗

煤制气1.5亿m3/a。远期根据天然气资源和煤制气资源

情况，再逐步调整相应区域的气源结构。三是要根据

《贵阳市燃气利用规划》制定天然气管网建设规划，

做好天然气管网建设和改造工作，充分利用现有管

网，避免重复建设，节省地下空间，保障天然气置换

的安全可靠。

5.4  大力发展煤化工，利用好煤制气资源

我省现有的煤化工企业主要是水钢（集团）焦

化有限公司和贵州华能焦化制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

华能焦化制气股份有限公司是贵阳市乃至贵州省唯一

的城市燃气生产企业，有一定的地理优势和自然资源

优势，应抓住当前省市以“工业强省（市）”促经济

发展的机遇，建设发展成为贵州省最大的煤化工工业

园。制定好“十二五”期间的煤化工发展规划，将煤

化工基地建设和城市供气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确保城

市供气的同时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建议，一是在天然

气入黔前的发展以煤制气供应城市燃气为主，在天然

气入黔后将煤制气逐步转供大型工业用户，减少煤气

放空损失；二是要延伸炼焦制气煤化工产品和焦炉气

产业链，实现产品规模效益和高附加值效益，建设发

展焦炉尾气综合利用项目、焦油集中加工、炭黑装置

建设等等项目。

5.5  积极配合国家和贵州省，落实好入黔天然气资源

目前国家已确定了中缅油气项目和中卫天然气项

目入黔，明确了管线路由，但是天然气资源仍进一步

需要积极争取落实，特别是新开发的利用省区，建议

贵州省和贵阳市政府尽快与国家能源局沟通联系，进

一步争取和明确入黔的天然气资源量，明确落实天

然气入黔项目的规划和实施时间等，确保2012年或

2013年后贵阳市天然气利用的需求资源。

5.6  高度重视，做好天然气引进的前期工作

天然气入黔是涉及面广的大项目，天然气置换

是系统工程，在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需要政府支

持，用户配合，前期工作非常重要，必须予以高度重

视。建议，由市政府组织有关职能部门成立天然气引

进工作领导小组，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主要职能一

是牵头配合贵州省相关部门协调天然气资源，二是协

调天然气项目建设实施的相关问题，制定相应的政

策，给予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三是开展天然气相关

政策、法规的研究，制定天然气利用政策，引导天然

气合理优化使用。

5.7  燃气供应企业多元化，保障燃气供应

燃气是一种特殊商品，应多元化发展燃气供应

商，保障政府对燃气价格、供应量、保障能力的绝对

掌控权。从贵阳市的实际出发，应选择本地具有实力

的燃气输配运营企业作为城市天燃气的特许经营单

位，鼓励其他天然气下游利用企业积极合作，共同提

高城市燃气的保障能力。同时按照《贵州省市政公用

事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做好城市天然气利用管

网建设特许经营的招投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