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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合理确定城市天然气用户发展策略，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保障燃气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客观要求。本文介绍了城市天然气用户发展的基本原则，分析了各类用户用气规模、调峰需求

和价格承受力等方面的特点，在合理确定用气结构方面给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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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天然气用户发展策略研究

1     引言

天然气作为一种清洁、高效、便利、经济的能

源，对于改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和人居环境、优化城

市能源结构、实现节能减排具有重要作用。合理选择

天然气用户，是资源有效配置和燃气行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本文所讨论的天然气用户，主要包括居民、商

业、汽车、采暖、空调、分布式能源、工业燃料、调

峰电厂等城市燃气用户。燃气基荷电厂、工业原料等

用户一般布局在天然气产地或中转地，由上游运营商

直接供气，在此暂不讨论。

2     天然气用户发展原则

2.1  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管道燃气普及率

以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确保天然气优先用

于关系民生的居民及公共服务设施领域，发挥其社会

效益。城市天然气管网主动向城郊、新区、新城、中

心镇等区域延伸，提高管道燃气普及率；对管网暂时

无法到达的城镇及部分新农村，积极采用压缩天然气

离网气化。

2.2  突出环保效益，扩大天然气利用规模

充分发挥天然气作为清洁、高效能源的节能效益

和环保效益，不断扩大天然气利用规模，推广天然气

的多领域利用，优化城市能源结构，改善城市空气质

量，为实现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提供有效支撑。

2.3  优化用气结构，提高燃气设施利用率

积极发展稳定负荷用户、低谷气用户和协议可中

断用户，优化天然气用气结构，从需求方面做到削峰

填谷，缓解调峰压力，提高燃气管网设施利用率。尽

量避免强制性停气错峰和建设不必要的储气设施，保

障供气的连续性和可靠性，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4  降低市场风险，保障燃气发展可持续性

优先发展天然气价格承受力较强的用户，确保用

户用气需求和政府相关补贴政策的合理性、稳定性，

降低供气企业运营的市场风险，保障燃气事业可持续

发展。

3     用户发展重点考虑的几个因素

在保障居民生活和商业用气的基础上，优先发展

有利于扩大用气规模和促进节能减排、有利于调峰调

度、价格承受力强的用户。

3.1  有利于扩大用气规模和节能减排

合理、有效地扩大天然气利用规模，能够保障燃

气供应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企业运营水平和综合竞

争力，同时节能减排效果明显。用气规模相对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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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类型主要包括工业用户、电厂用户、采暖用户、

分布式能源用户和汽车用户。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地方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仍

是工业，工业用户采用天然气作为燃料，能够提高生

产效率、改善生产环境，用气需求量巨大。特别是经

济发达、缺煤少油、环保要求高的广大东部、南部地

区，工业用户使用天然气具有较好的综合效益。

燃气调峰电厂一般建设在大中城市周边，靠近电

力负荷中心，发电效率较，调度灵活，能够直接、迅

速地应对电网峰值变化，缓解电力供应紧张局面。随

着电煤成本增高、用电高峰负荷缺口增大，调峰电厂

已成为保障电网安全运行的重要设施，也是重要的天

然气潜在用户。

在北方集中供热区域，随着城市大气环境保护意

识的空前加强，近年来出现了集中供热“煤改气”的

发展趋势。燃气采暖用气量较大，有利于提高用气规

模，节能减排效益显著。采暖用气由于关系到百姓的

日常生活，属于不可中断用户，其发展规模应根据总

体用气结构和调峰能力量力而行。

目前机动车尾气排放已成为城市大气的主要污染

源之一。天然气作为出租车、公交车、环卫车、重载

卡车等区域内使用率高的机动车燃料，用气规模大，

具有显著的环保效益。同时，天然气汽车用户还具有

经济效益好，燃料可替代等优点，也是应当优先发展

的用户类型。

根据替代燃料的不同[1]，各类天然气用户的节能

减排效益对比如表1所示。可见，工业用户、分布式

能源用户、电厂用户、替代小锅炉的采暖用户使用天

然气的节能减排效益相对较好。

3.2  有利于调峰调度

一般各类天然气用户用气均具有以12个月为周期

的季节性变化。特别是我国北方城市，如果在用气结

构中采暖、热电厂等用户比例偏大，将造成月间用气

不均匀，季节调峰压力大。随着总用气规模的增加，

峰值负荷一旦在储气、调度方面不能解决，将造成部

分用户断气或限供，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

参考北京、天津、郑州、廊坊等用气特点，得到

我国北方地区各类用户典型月用气不均匀系数，如图

1所示。其中，采暖、空调、调峰电厂用户用气的季

节不均匀性较强，居民、商业、工业、汽车用户用气

相对平稳。空调、分布式能源、调峰电厂用户除能消

费一部分低谷气量外，还可以为电力系统削峰，减少

峰电建设投入，同时提高供电可靠性，是电网的有益

补充。

为直观表示不同用气结构的负荷特点，以北京、

香港、天津等地工程实际为原型，构建4种用气结构

情景模式，对其季节调峰需求进行分析，如表2所

示，其中峰谷比为最高用气月与最低用气月日均用气

量之比。

可见，以采暖用户为主的模式用气均匀性最差，

用户类型 烟尘 SO2 NOX CO2

居民 5.7 28.6 3.0 2 436.0 

商业 5.3 24.8 2.6 2 111.4 

工业 11.3 37.5 10.1 3 375.0 

汽车 0.1 2.8 11.4 710.0 

分布式能源系统 3.7 38.8 11.9 2 842.0 

供热（代小型锅炉） 128.9 46.8 12.2 3 238.0 

供热（代中型锅炉） 12.5 32.0 9.3 2 570.0 

供热（代大型锅炉） 4.9 23.2 7.8 2 172.0 

空调 1.5 16.5 2.5 534.0 

调峰电厂 3.9 39.4 14.2 3 556.0 

热电厂 3.9 41.1 13.1 3 760.0 

表1  天然气利用减少的大气环境排放量

单位：g/m3

图1  各类型用户用气月不均匀系数及月平均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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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谷比达到5.9，所需的季节调峰储气量也最高，占

全年用气量的34%；以民用户、工业用户为主的模式

用气均匀性较好，季节调峰储气量仅占全年用气量的

3%~5%。通过合理、均衡配置用气结构，只要将季

节调峰量控制在15%以内，一般均可由上游供气企业

解决。超出上游可调节范围后，城市须自行建设季节

调峰设施，往往投资大、成本高、使用效率低，造成

一定的资源浪费。

为保障供气的可靠性和经济性，应根据各类用

户的季节性用气特点确定合理的发展策略，优化用气

结构，从需求侧改善用气负荷曲线，缓解季节调峰压

力。在保证居民和商业用气前提下，优先发展全年用

气较为均衡的基础性用户，如工业用户、分布式能源

用户、汽车用户；积极发展利用低谷气的空调用户、

调峰电厂用户、工业用户和能够使用备用燃料的协议

可中断用户；在储气调峰能力范围内，有计划的发展

采暖用户、热电厂用户。

3.3  价格承受力强

随着天然气定价机制和资源税费征收机制的逐

步改革，以及进口天然气量增加，预计未来天然气价

格仍有一定程度的上涨。同时，国内外经济发展还存

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一旦出现用户用气意愿不足的情

况，将直接造成供气企业的经营效益下降甚至高额亏

损，不利于燃气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对此，应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在用户选

择过程中适当考虑其价格承受力。天然气价格承受力

主要与替代能源价格和用户用能习惯有关。一般情况

下，居民和商业用户、汽车用户均有较好的价格承受

力，应优先发展；天然气采暖、电厂用户价格承受力

较差，往往需要政府财政补贴才能正常运营，发展用

户时应慎重考虑[2]。

工业用户的情况较为复杂，其价格承受力与生

产工艺对天然气的依赖程度有关。一般玻璃、纺织、

医药等工艺上必须使用燃气的企业和冶金、制造、搪

瓷、食品等使用燃气后能够有效提高产品质量、降低

成本的企业价格承受力较强，而主要以煤为燃料、附

加值较低的产品价格承受力较差。因此，工业用户的

发展应有选择性[1,3]。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统由于实现了能源的梯级

利用，运行灵活且易于调节，降低了燃料成本，对天

然气价格也有一定的承受力。此类系统适用于负荷集

中、用能时间长、环保要求高、能源购置占运行成本

比例较大的项目，如城市中心商业区、中小型工业园

区以及机场、酒店、医院等大型公服用户，是天然气

高效利用和下游市场开拓的一个重要途径。

各类城市天然气用户用气特点对比如表3所示。

模式 用气结构 峰谷比 季节调峰量

采暖为主 居民20%，商业13%，工业6%，汽车3%，采暖55%，空调3%； 5.86 34.0%

民用为主 居民60%，商业30%，工业4%，汽车3%，空调3%； 1.33 4.6%

工业为主 居民10%，商业9%，工业70%，汽车5%，采暖2%，空调4%； 1.21 2.7%

均衡用气 居民20%，商业15%，工业25%，汽车15%，采暖15%，空调10%； 1.88 11.2%

表2  不同用气结构情景模式下的月用气工况

用户类型 节能减排效益 调峰效益 价格承受力

居民和商业 较好 一般 好

工业 好 好 一般

汽车 好 好 好

分布式能源 好 好 较好

采暖 好 较差 较差

制冷 较好 好 一般

调峰发电 好 一般 一般

表3  各类天然气用户用气特点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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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燃气营销公司（230075）郑伟  姜卫东

合肥燃气供销差率成因分析及管控措施

供销差率管控水平是各燃气公司内部管理的重

要衡量标准，也是各燃气公司在进行技术业务交流时

最为流行的关键词。供销差率的管控既是加强内部管

理、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又是企业管理工作的

难点。形成燃气供销差不可避免，但如果不能有效减

小供销差，必将影响企业的经济利益，阻碍公司的发

展。因此，各燃气公司都已把如何降低供销差率作为

了一个重要课题在研究，而由于地域、人文、历史、

气源种类等原因的差异，在供差的管控做法上既有许

多共同点，又有许多的不同点。下面主要介绍一下合

肥燃气在供销差率管控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以供

大家参考。

1      合肥燃气的概况

合肥燃气有限公司始建于1982年，是集天然气

储配与销售、燃气设计、管道安装、燃气具制造于一

体的市属国有独资大型企业。近几年来,随着城市规

模的不断发展和大型工业用户的不断涌现，目前已拥

有天然气居民用户有70多万户，工商用户有近2 600

块流量计。年销售天然气规模已达到近2.8亿m3，年

销售天然气增长比率在20%左右。年用气量分布比例

大致为居民用户:工商用户=3.5：6.5，分布比例基本

上与其他燃气公司的分布大体相当。居民用户的表具

使用了普表和IC卡表两种类型，IC卡表占10%左右；

普表用户以人工抄表为主，2011年也在尝试使用无线

远传方式和POS机抄表方式。工商用户的表具是普表

和IC卡表共存，IC卡表占53%左右（主要应用在商业

用户中）；普表用户是以人工和远传相结合的方式

为主；工商户的流量计主要使用了3种类型：皮膜表

（主要应用在小的商业用户）、罗茨表（主要应用在

中等规模的餐饮用户）和涡轮表（主要应用在工业用

户和锅炉空调用户）。可以说在供销差率管控方面，

涉及了诸多环节，影响因素更是千头万绪，需要多渠

4     结束语

在天然气用户选择时，应综合考虑各种社会因

素、经济因素、环保因素，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合理

配置。在保障居民和商业用气的同时，应充分利用上

游供气能力，优先发展有利于扩大用气规模和促进节

能减排、有利于调峰调度、价格承受力强的用户，优

化用气结构，实现燃气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注：基金项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项目计划软科

学研究项目（2009-R1-1）“城市能源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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