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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城市燃气企业综合评价体系，计算了企业主要经营指标对评价的影响权

重，通过调研对国内多家燃气企业进行综合评价，为燃气企业发展决策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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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燃气企业综合评价体系研究

1     研究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几大天然气工程的投产，近年来燃气行

业发展迅速，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天然气逐渐取

代人工煤气、液化石油气成为城市燃气最主要气源之

一；二是燃气利用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城市燃气行

业标准逐步完善；三是经过多年探索，业内对燃气企

业经营发展的重要指标评价有较为一致的认知；四是

燃气市场有条件开放，竞争日趋激烈，城市燃气企业

大多完成改制，追求利润。

对企业而言，持续发展是硬道理。在外部标准

相对统一、法律法规持续完善、市场不断放开的条件

下，竞争与合作是发展的主题。在竞争中扬长避短，

在合作中取长补短，建立在对本企业正确评价的基础

上。实际操作中，评价城市燃气企业的指标较为零

散，缺乏一致性。因此，建立综合评价模型，将分散

的评价指标统筹考虑是很有必要的。

2     研究方法

本文城市燃气企业综合评价体系的建立主要运

用了层次分析法。该方法是美国运筹学家T.L.萨迪

（T.L.Saaty）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层次分析法

的基本思路是“先分解后综合”，即整理和综合人们

的主观判断，将各个评价准则的权重通过科学的相互

比较计算出来，并将这些权重应用到方案评分中去。

层次分析法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有机结合，广泛

应用于各种决策场合，涉及领域包括公共管理、商

业、工业、卫生保健教育等。其基本步骤如图1：

3     建立综合评价体系

3.1  指标的选取 

本文主要目的是让城市燃气企业找准自已在行业

中的位置，有针对性的制定经营发展策略。目前燃气

企业中上市公司较少，在数据披露方面完整性、及时

性较差，因此，选取评价指标本着两个原则。一是要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构造两两比较矩阵

计算各因素权重

一致性检验

计算各方案得分

图1  层次分析法基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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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客观的可量化的指标，减小主观因素影响；二是

要求指标易获取，增强实用性。据此，本文选取下列

评价指标。

（1）规模：管道燃气供应具有显著的规模效

应，规模较大的企业可以有效降低单位配送成本，

并提高供应、服务的稳定性。具体评价指标为资产

总额、燃气供应量、管网长度、用户总数、在职职工

数。

（2）盈利：企业以盈利为目标，而随着城市燃

气市场的逐步开放，保持正常盈利水平是企业持续经

营的根本。具体评价指标为利润总额、劳动生产率、 

总资产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

（3）结构：通过计算相对指标，评价企业发展

后劲、管理难度和管理水平。具体评价指标为非居民

用气比重、供销差率。

（4）保障：管道供应产销双方相互制约，并且

燃气需求有季节波动的特性，燃气企业应当保障用户

的连续稳定用气。具体评价指标为储气规模、居民用

气保障能力、总体用气保障能力。

3.2  建立递阶层次结构

根据选取的指标，建立递阶层次结构（如图2）

3.3  构造判断矩阵并赋值

根据阶梯层次结构，建立判断矩阵：每一个具有

向下隶属关系的元素）作为判断矩阵的第一个元素，

作为该矩阵的准则。隶属于它的各个元素依次排列在

其后的第一行和第一列。针对准则，矩阵中元素两两

比较重要性， 对重要性程度按1-9赋值（见表1）。

我们在调研中反复向业内专家咨询，综合各位

专家意见，并结合调研数据，建立了判断矩阵，并根

据层次分析的一般方法（和积法），计算各要素的权

重和进行一致性检验。限于篇幅，计算过程不详细叙

述，结果见表2。 

A.综合评价

B1规模

企业1 企业2 企业n

B2盈利 B3结构 B4保障

判断标度 定义

1 两个要素相比，具有同样重要性

3 两个要素相比，前者比后者稍重要

5 两个要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7 两个要素相比，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9 两个要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2，4，6，8 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倒数 若元素i与j的重要性之比为aij，则元素j与元素i的比重为aji=1/aij

表1  判断矩阵标度定义表

图2  城市燃气企业综合评价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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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矩阵A-B，重要度计算和一致性检验结果

A B1 B2 B3 B4 Wi

CR=0.02<0.1

B1 1 2 5 3 0.466

B2 1/2 1 5 2 0.297

B3 1/5 1/5 1 1/3 0.069

B4 1/3 1/2 3 1 0.168

判断矩阵B4-C，重要度计算和一致性检验结果

B4 C12 C13 C14 Wi

CR=0.04<0.1
C12 1 1/5 1/3 0.106

C13 5 1 3 0.633

C14 3 1/3 1 0.260

判断矩阵B3-C，重要度计算和一致性检验结果

B3 C10 C11 Wi

CR=0<0.1C10 1 1 0.500

C11 1 1 0.500

判断矩阵B2-C ，重要度计算和一致性检验结果

B2 C6 C7 C8 C9 Wi

CR=0.02<0.1

C6 1 4 1/2 1/3 0.178

C7 1/4 1/4 1/5 1/6 0.060

C8 2 5 1 1/2 0.288

C9 3 6 2 1 0.474

判断矩阵B1-C ，重要度计算和一致性检验结果

B1 C1 C2 C3 C4 C5 Wi

CR=0.03<0.1

C1 1 1 4 3 7 0.354

C2 1 1 4 3 7 0.354

C3 1/4 1/4 1 1/2 4 0.101

C4 1/3 1/3 2 1 5 0.152

C5 1/7 1/7 1/4 1/5 1 0.039

表2  判断矩阵计算及检验结果

根据表2计算C层指标对目标A的权重：W=（0.165，

0.165，0.047，0.071，0.018，0.053，0.018，0.086，0.141，

0.035，0.035，0.018， 0.106，0.044）T 

4     城市燃气企业综合评价

根据已经建立的评价体系，我们对国内12家运营

较规范燃气企业进行了调研，并从中选择数据反馈完

整的8家企业进行比较。根据8家企业经营指标（截止

至2010年底）的相对优劣，分别计算每个企业每个项

目得分（0分-10分），各项加权汇总后为企业综合得分。

（见表3） 

5     结束语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的放开，城市燃气企业之

间的竞争合作日益频繁，如何找准位置至关重要。本

文提供了城市燃气企业之间横向评价的方法，结合专

家意见并运用数学方法确定了各项经营管理指标的重

要性程度，各企业可对号入座，重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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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城市燃气企业综合评分

欢迎订阅2012年《煤气与热力》杂志

《煤气与热力》杂志为中国城市学会会刊（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燃气分会会刊），面向生产、建设实

际，注重实用性，兼顾技术、经营管理、信息，是业内人士交流技术经验和研究成果、了解技术发展动

态和热点信息、展示先进设备和材料的平台。2012年《煤气与热力》杂志的新亮点：加强国外燃气的技

术会议、标准规范、专业书籍、技术动态的报道，搭建对外交流的平台。

《煤气与热力》由天津市邮政报刊发行局发行，全国各地邮局（所）订阅。发行量达8 000余册/期，

邮发代号：6-36，定价：15元/册，全年定价：180元/年。欢迎广大读者到当地邮局（所）踊跃订阅。如

果漏订，可直接从我社订阅，将杂志费汇来（不另收邮费），收款人为“煤气与热力杂志社”，在汇款

人简短附言中注明份数。如读者需挂号邮寄，则每期加收挂号费3元，如全年1份216元，全年2份396元。

银行汇款： 

开户名：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院煤气与热力杂志社  

开户行：天津银行天马支行       账号：106301201090049032  

邮政汇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路52号都市花园大厦21层煤气与热力杂志社（邮编：300070）  

联系电话：022-27836223        E-mail: watergasfx@126.com       网址：www.watergashe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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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1 企业2 企业3 企业4 企业5 企业6 企业7 企业8

资产总额（万元） 0.165 257 871 236 942 172 837 90 175 83 107 289 261 180 000 77 300

燃气供应量（万m3） 0.165 21 563 42 766 9 085 18 571 17 200 124 700 44 326 5 000

管网长度（公里） 0.047 2 356 2 199 1 569 774 2 000 6 241 500 2 220

用户总数（户） 0.071 678 161 857 678 285 078 228 930 631 382 1 648 700 101 200 170 803

在职员工（人） 0.018 1 398 1 734 758 467 530 1 380 1 550 346

利润总额（万元） 0.053 -2 337 17 703 8 000 4 100 7 852 5 324 20 000 6 000

劳动生产率 0.018 41 65 47 115 66 110 130 73

总资产利润率 0.086 -1.02% 7.47% 4.63% 4.55% 9.45% 1.84% 11.11% 6.47%

净资产利润率 0.141 -12.04% 15.19% 7.10% 18.13% 22.14% 5.46% 28.57% 33.33%

非民用气比重 0.035 67.3% 64.4% 78.4% 83.55% 57.96% 55% 80% 56%

供销差率 0.035 5.99% 5.32% 5.72% 4.50% 8.72% 10.18% 0.00% 4.65%

储气规模 0.018 326 385 30 18 35 190 170 75

居民用气保障（天） 0.106 18.0 9.7 5.9 2.2 1.9 1.4 7.0 12.4

总体用气保障（天） 0.044 5.9 3.5 1.3 0.4 0.8 0.6 1.4 5.5

综合得分 — 4.44 5.92 3.26 2.65 3.11 6.76 5.48 4.00 

综合排名 — 4 3 6 8 7 1 2 5

项目 权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