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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分公司（100700）温琳珊

试析城镇天然气自管用户燃气设施
管理相关问题

摘       要：  目前大量城镇天然气设施产权属于用户所有，根据相关规定，由用户单位自行管理，而大量用

户缺乏专业管理能力，又拒绝委托专业机构管理，导致大量燃气设施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易

滋生安全隐患。供气企业对上述用户自管燃气设施难以控制，需要在原有用户供气设施上接线

时易遭到用户的拒绝，影响新用户的发展。此外，在用户与供气单位对供气设施管理责任的划

分上目前一般采用规划红线作为界定标准，这种虚拟的概念作为划分方式不明确，易导致纠纷

产生。本文将以北京市二环内燃气设施状况为例，参考相关政策法规，对天然气自管用户燃气

设施的管理等问题予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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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天然气具有清洁环保、使用便捷、相对安全的特

点，根据《全国城镇燃气发展“十二五”规划》，天

然气势必成为增长最快的化石燃料，其覆盖率将大幅

增加，这就意味着必将有大量天燃气管线、闸井、调

压箱等设施将投入使用，这些设施的管理非常重要，

直接影响到供气安全与稳定。

由于大量燃气设施是由用户出资建设的，其产权

属于用户所有，根据《物权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业

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

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不履行义务。”，但是其管

理义务的履行方式没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性规定，

仅在《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单位燃

气用户还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操作维

护人员燃气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训。”因此，大

量用户自身不具备管理能力，又拒绝委托具有专业资

质的机构进行维护管理，导致大量燃气设施处于无人

管理的状况，滋生大量安全隐患。此外，由于燃气设

施产权属于用户所有，而天然气具有依靠管道供气的

特性，如需要发展新用户，可能涉及到要在原有用户

产权燃气设施上接线，而原用户具有对其燃气设施的

相应权利，用户可以拒绝在其设施上接线或收取一些

费用，阻碍了天然气新用户的发展。

2     城镇天然气自管用户燃气设施状况

从燃气设施产权所属划分，分为用户所有和供

气企业所有两类，燃气设施产权属于用户的为自管用

户，但根据相关规定要求居民用户燃气设施目前正在

逐步纳入供气企业运行管理范围，由供气企业负责运

行维护。以北京市二环内燃气设施基本情况为例：

以用户户数为统计单位，共有自管用户712户。

其中，居民用户56户，非居民用户656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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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压站、箱为统计单位，共有自管调压站、箱

979座。其中：产权属于用户的自管调压站101座，居

民用调压站1座，非居民用调压站 100座；产权属于

供气企业产权的调压站110座。产权属于用户的自管

调压箱874座，其中居民用箱103座，非居民用调压箱

775座，已办理托管调压箱61座；产权属于供气企业

产权调压箱仅为 84座。

产权属于用户的自管闸井381座，产权属于供气

企业产权闸井1 084座。

由于管线涉及共用问题，难以完全区分，按照管

理责任划分，自管管线约196km，供气企业管理的管

线764km。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清楚的了解到，目前大量燃

气设施产权属于用户所有，均由用户自行管理，其管

理情况供气企业难以全面掌握，供气企业的运行能力

有限，无法对自管燃气设施进行全面运行维护。

3     相关政策法规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于2011年起实施，条例

第十九条规定“管道燃气经营者对其供气范围内的市

政燃气设施、建筑区划内业主专有部分以外的燃气设

施，承担运行、维护、抢修和更新改造的责任。管道

燃气经营者应当按照供气、用气合同的约定，对单位

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 我国

《物权法》没有对建筑物专有部分的范围作出立法上

的界定，但是通说认为专有部分的范围分为内部关系

和外部关系，因此专有部分是指属于所有人的单元

房。综上，可以理解为除用户的户内燃气设施以外的

调压设施、闸井、管线等外线燃气设施均由供气企业

承担运行、维护、抢修和更新改造的责任，这显然与

现实状况存在很大差异。

《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于2007年起实施，条例

第二十一条规定“管道燃气供应企业应当对供应范围

内的市政燃气设施、居民用户的庭院燃气设施和共用

燃气设施承担运行、维护、抢修和更新改造的责任。

对于单位用户的燃气设施，管道燃气供应企业应当按

照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管理和服务责任。”根据上

述规定，供气企业需要承担除单位用户燃气设施以外

的的调压设施、闸井、管线等外线燃气设施均由供气

企业承担运行、维护、抢修和更新改造的责任，条例

未对居民用户的定义进行说明，供气企业的解读易产

生偏差。 

本着“高法优于低法，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

应适用《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的相关要求，但与实际

管理情况相去甚远。

4     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4.1  管理范围不清

以北京市为例，供气企业仅负责产权属于自有

的燃气设施，以及红线外燃气设施的运行管理，从

2011年起才开始逐步接管仅为纯居民供气的相关燃

气设施。

第一，红线外燃气设施一般理解为市政燃气设

施，以红线作为供气企业和用户责任的分界点，但

是用地红线只是标注在红线图上，现场是看不到

的，而且没有统一标准，另有大量老旧设施原始资料

缺失，难以确定红线位置，这就为权责划分造成了一

定困难。

第二，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不区分居民

和非居民用户，除用户的户内燃气设施以外的调压设

施、闸井、管线等外线燃气设施均由供气企业承担运

行、维护、抢修和更新改造的责任。《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规定的管理范围远远大于《北京市燃气管理条

例》以及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行的管理范

围，从资金、人力、物力上来看目前供气企业尚不具

备相应管理能力。

第三，条例规定更新改造责任也由供气企业承

担，其承担方式有待商榷。自管用户燃气设施产权属

用户所有，用户对其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的权利，另根据《物权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业主对

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

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不履行义务”。由此可见，业主

对燃气设施是应承担义务的，而条例没有详细规定是

否涉及费用等都要由供气企业承担，而供气企业如果

承担了相应费用，更新改造后的设施产权应发生转

移，变为供气企业所有，这又波及到业主在原设施上

的权利，业主是否认可难以判定。

第四，以通常意义上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



452014 / 06  总第 472 期

益和处分四大权能来看，用户对其自管燃气设施拥有

所有权，涉及到要在原有用户产权燃气设施上接线，

用户可以拒绝在其设施上接线或收取一些费用是合理

的，目前没有相应的收费标准等规定，一定程度上阻

碍了天然气用户的发展 。

4.2  管理能力不足

以北京市二环内供气企业运行管理能力为例，

由一个运行维护所负责二环内所有燃气设施的运行

管理，而一个运维所下设3类专业班组负责管线、调

压设施、闸井的运行维护，分别为：管线班2个，共

16人负责运行，配备16台PDA，根据集团要求，每人

每天建议运行25km，管线每周运行2次，按照现有人

员，可运行800km，现运行自有管线764km。调压班

2个，共26人负责运行，不可单独运行，每班各有4台

PDA，分为4组运行，目前运行自有调压站110座、自

有调压箱 84座、已办理托管调压箱59座，共253座。

闸门班2个，共16人，运行自有闸井1 084座，需要每

两周将辖区内全部闸井运行一遍，中压闸井每3个月

打开井盖进行检查1次，低压闸井每半年打开井盖检

查1次，每年进行1次下井检漏及检修。

由上述数据可见目前该运行维护所基本处于满

负荷运行状态，除运行外还要承担配合燃气相关维抢

修、工程施工，已无力接管大量自管用户燃气设施。

5     试析解决方法

5.1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规定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解决自管用户燃气设施

管理相关问题最为重要的是建立更具可行性的法律法

规，在《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的基础上尽快对地方条

例进行修改、细化。首先，应明确供气企业与用户的

管理责任，在明确责任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企业与用

户的承担能力。其次，赋予供气企业对于燃气设施的

监管权力，从维护公共安全的角度可考虑将供气企业

与消防等安全管理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另外，由于天

然气供气设施具有一定特殊性，应对其在权利归属，

使用上制定相应的特殊规定，避免与相关法律法规发

生冲突。 

5.2  细化供气企业与用户的约定

供气企业与用户需要签订天然气供用合同，可以

通过丰富供用合同内容，提前与用户就易产生疑问的

地方进行约定。首先，双方责任分界点由规划红线、

接线点改为具体的位置，如距围墙几米、闸井、市政道

路等。第二，对于管理方式和责任进行提前约定，可

以由用户确定委托或自行管理，如委托管理可有偿委

托供气企业或具备相应资质的企业，如自行管理应予

以明确，允许供气企业对其管理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5.3  推广应用SCADA系统

SCADA系统是指监测控制和数据采集系统，它

可以对现场的运行设备进行监控，实现数据采集、设

备控制、测量、参数调节以及各类信号报警等各项功

能，SCADA系统的普及可适当减少运行频次，从而减

轻供气企业运行负担，节约企业用工成本，提高企业

运行能力范围。比如，为调压站、箱加装HS6压力记

录仪，原有使用表纸的低压记录仪需要48h或24h人工

取一次表纸，而新型压力记录仪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将

数据传输到运行人员手机上，减轻了运行工作量。

6     结论

供气企业虽为企业，更承担着社会责任，保障用

户用气安全是供气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自管用

户数量众多、情况复杂，而供气企业所掌握的自管用

户情况有限，另外相关法律法规不甚健全，造成对自

管用户燃气设施的管理缺失，导致隐患滋生，直接威

胁着社会公共安全。因此急需相关单位、部门对这个

问题予以高度重视，首先，要从制度层面入手，细化

并统一法律法规、企业规章制度，加大相关法律法规

的执行、监管力度，并且要进一步明确企业与用户的

权责划分；其次，从技术角度入手，运用先进技术，

提高运行效率，减轻管理负担，简化运行内容，以解

决目前大量自管用户燃气设施管理不善带来的问题，

消除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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