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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河油田公司燃气集团公司（124010）杜维丰

关于组建辽宁省级天然气管网公司的探讨

摘       要：  随着国内干线、支干线天然气管网的进一步完善，为提高区域内天然气调配的灵活性和管网供

气的安全可靠性，很多省份分别成立了省级管网公司，推行省内天然气一张网的经营模式。近

年来，秦沈、大沈天然气管道相继投产，辽宁省各地级市天然气管网建设如火如荼，存在着重

复建设、投资浪费、价格不统一等问题，本文主要对组建辽宁省天然气管网公司进行了剖析，

论证了组建辽宁省天然气管网公司的可行性和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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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省级天然气管网公司现状

1.1  国家级天然气主干管道建设现状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过50余年的建设，全国

天然气基干管网架构逐步形成。至2012年底，中国天

然气主干管道总里程约5.5万km，基本形成“西气东

输、北气南下、海气登陆”的供气格局。国家天然气

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到“十二五”末，初

步形成以西气东输、川气东送、陕京线和沿海主干道

为大动脉，连接四大进口战略通道、主要生产区、消

费区和储气库的全国主干管网，到2015年，国内油气

管道总长度约14万km。

目前，国家级天然气主干管道集中在中石油、中

石化、中海油三大石油公司掌控，其中中石油占据国

内油气管道运营大头。具体分布如下：

中石油：西气东输一线、西气东输二线、陕京

线一线、陕京二线、陕京三线等天然气主干管道，中

缅管道、福建支干线、上海支干线、金华—丽水—温

州—台州支线及如东—南通—江都管道和秦沈线、大

沈线、山东管网等，覆盖了东南沿海、长三角、环渤

海等优质市场。

中石化：川气东送管道和塔里木天然气出疆管

线，实现互联为长三角地区供气。

中海油：以广东、上海、秦皇岛等沿海LNG接收

站为依托，构建天然气沿海大动脉管网，覆盖珠三

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发达地区市场。

1.2  省级天然气管网建设现状

随着天然气国家级主干管道的建设步入高潮，越

来越多的省级管网公司孕育而生。省级天然气管网公

司按照“多气源供应，全省一张网，分类气价，总买

总卖，政府批准”的原则，主要负责省内天然气支线

管道的规划、建设和经营管理，作为省内天然气总买

卖方向上游购买天然气资源，向各市级城市管网和大

用户销售天然气。目前我国一些省份拥有的省级天然

气公司如表1。

2     组建辽宁省天然气管网公司的必要性

2.1  有利于构建“全省一张网”，规划建设省内天然

气支线管网

辽宁省内中石油、中海油和大唐煤制气正在规

划建设天然气管网，其中中石油已经建设的大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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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沈天然气管道和大连LNG已经投产运营，中海油营

口上岸天然气也正在规划建设陆上天然气管道，大唐

煤制气正在建设阜新至沈阳管道，3家国有企业针对

独自的气源都在独立发展和规划建设天然气管道。虽

然对辽宁省天然气市场尤其是城市燃气市场得到了有

效补充，实现了多气源保障，但势必容易造成管道重

复建设、管网不能优化、投资浪费的现象发生。可以

说，随着大沈、秦沈天然气管道的投产，辽宁省天然

气资源保障为组建辽宁省天然气管网公司提供了资源

保障。组建辽宁省天然气管网公司，整合现有支线管

道资源，由省级管网公司统一规划建设辽宁省天然气

管道，不仅有利于实现省内跨区市天然气管网互联

互补，避免重复建设，优化整体管网布局，减少投

资，提高管网的输送能力，更有利于构建“全省一张

网”，充分利用多气源的优势，降低管网的输气成本，

有利于市场的开发和拓展，实现天然气管道“市市通”、

“县县通”。

2.2  有利于统一天然气销售价格，形成合理的天然气

价格体系

辽宁省内各地级市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参差不

齐，经济较发达城市和可承受价格较高的“替代油”

工业用户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较高，而经济比较落后

的城市和可承受价格较低的“替代煤”工业用户终端

销售价格较低，甚至涉及民生的各地市城市天然气终

端销售价格也不尽相同，究其原因主要是各地市气源

多元化，供应价格也不同。通过组建辽宁省天然气

管网公司，统一承接上游气源，将多种气源进入一张管

网，统一输配，可以降低平均运输成本及到岸价格，制

定统一的销售价格，更能实现同省同价、同网同价。

2.3  有利于维护天然气市场稳定，保障天然气供应

安全

辽宁省境内国有、民营燃气公司纷纷进入各地市

城市燃气市场领域，由于缺乏统一调控，引起特许经

营权争端，管网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等问题，干扰了

当地燃气市场管理秩序，不利于天然气市场的稳定。

另外，随着天然气市场的不断开发，作为清洁能源逐

渐被更多的用户所认可，但对市场的把握还远远不

够，由于没有实现一张网布局，导致发展快的城市缺

少气源指标，发展慢的城市气源指标浪费，缺少一个

统一调控的手段和方法。通过组建辽宁省天然气管网

表1  各省级天然气公司情况表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股东方

1 河北省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2006 年2 月 2.2 亿元 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

2 江苏省天然气有限公司 2001 年 10 亿元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3 浙江省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 2001 年12 月 5 亿元 浙江省能源集团公司，中海油，浙江东南发电股份公司

4 安徽省天然气公司 2002 年11 月 2 亿元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中华煤气公司

5 山西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4 月 3亿元 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中石油昆仑燃气公司

6 贵州省天然气有限公司 2004 年4 月 　 贵州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

7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11 月 15亿元 陕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8 吉林省天然气公司 2007 年10 月 1.6 亿元 吉林省国资委资产经营公司，香港中华煤气公司

9 江西省天然气有限公司 2007 年12 月 7.63 亿元 由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中石化

10 江西省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 2010 年8 月 4 亿元 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中石油

11 广东省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 2008 年3 月 10 亿元 中海油、中石化、广东省粤电集团

12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 2001年2月 　 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海南海控燃料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3 湖北省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 2009 年6 月 10亿元 湖北能源集团属全资子公司

14 山东天然气管网合资公司 2009 年9 月 　 中石油与山东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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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统一管理天然气管道配送，不仅可以有效发挥

储存、调峰功能，保障天然气供应安全，而且也可以

通过统一调控，通过管理中间输配环节，以统一的销

售价格独立运营气源运输、配送，可以更好地维护天

然气市场的稳定。

3     组建辽宁省天然气管网公司的设想

3.1  组建合资公司

按照“多气源供应，全省一张网，分类气价，总

买总卖，政府批准”的原则，由省政府所属的投资公

司联合中石油、中海油和大唐煤制气等上游气源供应

企业合资组建省级天然气管网公司，吸收3家国有企

业支线管网资产，同时也可以吸收有实力的城市燃气

公司参与，按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独立建设和管理

经营辽宁省各市分支管线和区域管网内支线管网。

3.2  规划建设全省天然气管道

省级管网公司负责总体协调天然气行业和政府监

管部门以及与上游天然气供应方的关系。依托中石油

秦沈、大沈两条主干线，着手组织辽宁省天然气支线

管网建设的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以专项规划为依据，

加快组织支线建设，尽快完善区域管网体系，形成

完整的供气系统，平衡资源，为全省一张网提供能源

保障。

3.3  代表省统一向上游购买天然气资源

进入辽宁省的天然气由省级管网公司代表省与上

游购买天然气资源，省级管网公司实行统购统销，整

合省内天然气市场和管道资源，避免多家公司互相

竞争。

3.4  为各地市城市燃气公司和大用户销售天然气

省级管网公司购气后，履行“批发商”的工作，

按照以成本加成定价方法收取管输费，报省物价部门

批准后，统一终端销售价格，从而平衡全省的天然气

价格，向省内的城市燃气公司和大用户销售天然气。

4     相关建议

（1）省级天然气管网公司应以省属投资企业为

龙头组建，天然气管网建设应由省级政府为主导，按

照统一规划进行建设。

（2）省级天然气管网公司在全省城市辖区内要

实行统一接收、统一定价、统一管理、统一调配，切

实做到全省一张网。

（3）省级天然气管网公司要建立与省政府物价

部门等监管部门、上游天然气供应企业、各地级市政

府、城市燃气公司等多方沟通机制，按照“多气源供

应，全省一张网，分类气价，总买总卖，政府批准”

的原则进行操作。

（4）省级管网公司应统筹考虑，优化配置天然

气用户，尽可能不涉足下游业务，只负责管网输配的

运营模式。

（5）省级管网公司应争取多气源接入“一张

网”，逐步形成“多气源、多用户、统一管网”的供

气格局，确保安全供应。

工程信息

近日，江西高安与中节能工业节能有限公司

在北京签订正式合作协议，标志着投资30亿元的

清洁工业燃气项目正式落户该市。该项目占地面

积约80万m2，主要从事清洁工业燃气生产，项目

建设期限为3年，分两期建设。第一期项目预计

2014年6月动工，2015年底前建成并向建陶基地陶

清洁工业燃气项目落户江西高安

瓷生产企业供气；第二期项目根据建陶基地发展

情况，在2016年底前达到向基地内全部陶瓷生产

企业供气的生产能力。整个项目建成后，可实现

年产值25亿元、税收1亿元，有利于推进高安建陶

产业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和转型升级。

（本刊通讯员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