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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燃气热力管理办公室（430015）陈  玲

武汉市燃气行业实行分级监管一年成效初现

摘       要：  确保城市燃气供应安全，严查燃气供应各环节安全隐患是燃气管理部门的职责所在。近年

来，我市燃气管理在经历了数次的“整治—反弹—再整治—再反弹”的工作历程后，积极探

索，勇于实践，通过修订《武汉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契机，创新了城市燃气管理实行市

区分级共管的新机制，使管理的覆盖面、安全的监管力和执法有效性得到大幅提高。

1     引言

燃气安全监管是城市管理的重要内容，关系到

社会稳定、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燃气事业的

健康发展。多年来，隐藏在我市背街小巷的瓶装液化

石油气非法供应门点的经营者们，利用市民和用户燃

气安全意识相对薄弱和贪便宜、图方便的心理，不顾

用户生命财产和社会公共安全，非法设立、供应、倒

卖、经营瓶装液化石油气，给城市居民生活和谐、安

全带来重大安全隐患。作为全市燃气行业管理机构，

如何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管好、管住这些屡查屡犯、

重自利而无视他人安全的非法瓶装气经营门点，及时

取缔非法瓶装气经营门点，消除城市不安全隐患，成

为燃气行业管理与执法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管理难题。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我们走出一条“执法管理下

沉、管理力量加强”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并将这一成

果转化成2012年11月修订出台的《武汉市燃气管理条

例》的重要内容。

自2013年3月1日《武汉市燃气管理条例》正式实

施一年来，我们在全国首创的市、区两级燃气管理机

制不仅搭建成功并已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明

显效果。

2     燃气执法工作中难点及成因

瓶装液化石油气非法供应点查处难的现象是全国

各大城市燃气管理的难题，难以根治、一查就死、不

查就泛滥，但长期查力量又不够是最大的难题。

我市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市场是开放的。是由于

气源充足、经营成本低、利润较大、经营门槛极低，

非法经营业主只要租间简陋的房屋，装一部电话就能

开张经营，一天只要销售八九瓶气就能养活一家人，

这对大量的城镇无业人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有着极

强的吸引力；二是一些未通管道燃气的老城区、城乡

结合部、餐食摊点等对瓶装气有旺盛需求，一旦合法

瓶装气经营企业在这些地区的服务跟进不及时，就会

给非法瓶装气经营留下生存空间。

非法瓶装气的社会危害也是明显的：一是由于非

法瓶装气经营业主在选择经营门点时，只考虑哪里有

生意、哪里的经营成本低就在哪儿从事经营，故门点

多设在马路边或人口密集的居民区内，安全防范设施

简陋或者根本没有安全设施，完全不顾及房屋自身情

况及周边建筑的安全防火要求。我们执法行动中经常

发现违法经营户在存放钢瓶的屋内炒菜做饭，使用无

任何防爆装置的家用电器，甚至在屋内倒灌气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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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发生气瓶漏气引发火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而且殃

及四邻，安全隐患十分突出。2008年9月22日，宁波发

生一瓶装气非法代灌点发生一起30余个液化石油气钢

瓶爆炸事故；2009年5月25日，鄂州市寒溪路一非法瓶

装气代灌点发生爆炸，1人当场死亡；2011年1月25日，

汉口复兴二村一违法代灌点门前，一辆违法运输液化

气钢瓶的面包车在卸液化气钢瓶时车内突然起火并发

生爆燃，造成附近4间房屋烧损、3人烧伤、1台运气

车辆烧毁的火灾事故。二是从业人员大多文化程度较

低，有的甚至连字都不会写，从未接受过任何安全知

识的培训，无燃气安全基本知识，更谈不上有处置突

发事件的能力。三是其销售的钢瓶中有不少是漏气瓶

或超期未检钢瓶，用户使用时安全无保障，一旦发生

使用事故也很难取证，用户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

管理的难点在于：专业的管理机构人少事多，

管不过来。我市燃气行业管理机构成立于1994年，编

制数仅35人，却面临着燃气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燃

气供应安全监管、燃气器具安装维修质量监督的安

全监管重任，对非法瓶装气供应门点日常监管查处的

职责只能由一个科（燃气管理科）、一台车（使用多

年）、七八条“枪”（7名工作人员）负责，而且该科

还承担着全市中心城区燃气储配站、加气站、合法供

气门点、管道燃气设施的安全监管及市场执法职责以

及市民举报、服务投诉的解决等，工作任务重，管理

内容庞杂，管理与执法力量明显不足，力不从心，疲

于应付。对于瓶装液化石油气非法门点的查处要么是

由市政府组织多个政府部门联手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这种重拳出击式的“一阵风”整治行动虽然收到些

成效，取缔了一些违法经营门点，但由于执法成本

高、易反弹；要么由燃气管理科工作人员自行执法查

处，但由于力量有限，查处力度不够，并不能从根本

上长效地解决问题，反而促使一些非法经营者不断

地变换越来越隐蔽的经营手段来逃避整治。有的非

法供气点内不存放任何钢瓶或者不开门，仅通过发

名片、贴楼栋小广告、用电话联系开展送气上门业

务；有的非法门点整治时关门停业，执法人员走后又

开门供气；有的非法供气点被取缔后马上又异地开

张。从而使瓶装液化气非法门点的查处工作处于“查

处—反弹—再查处—再反弹”的局面，成为困挠我办

的执法难题。

3     创新查处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按照武汉市委、市政府“走综合城管之路，办百

姓方便之事”的“大城管”工作思路，以及市城管委

提出的“法治、科学、精细、长效、和谐”城管工作

目标，我们拓宽思路，开展体制、机制和功能创新。

2008年、2009年在市城管委的大力支持下，我办与中

心城区城管部门联手开展瓶装气非法经营门点集中整

治、共查共管工作模式，尝试着由区基层执法力量开

展瓶装气违法门点查处。2010年1月，又在市城管局

《关于进一步明确有关城市管理工作责任的通知》中

将非法供气站点的执法权以文件的形式委托各区城管

执法局（执法大队），从而将以往一个行业管理机

构、七八条“枪”的被动应付式执法管理模式改变为

全市10余支城管力量、1 600多支“枪”巡查控管模

式。各区城管力量以查未端非法瓶装气供应点为主、

市燃气管理机构以查源头合法储配站向无证的单位和

个人提供经营性瓶装气为主，共同控管的主动共管模

式，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效率，消灭了管理盲区，实现

了管理区域的全覆盖。

3.1  疏堵结合，以疏为主

无证的违法经营门点能生存就说明有市场、有需

求。因此，我们一要引导企业积极占领市场，加大合

法供应站（点）的设置力度，在中心城区批建了326

个合法瓶装气供应点，从而完善合法供气直销网络，

方便市民在居住地附近选择购气；二要鼓励企业在

服务上下功夫，设立全市24h供气服务电话（如武煤

百江设立的95007，武汉民生液化石油气公司设立的

82817777），承诺2h内预约上门送气，从而畅通经营

渠道，满足市民需求；三要加大燃气安全使用知识的

宣传力度，组织燃气供气企业共同制作安全宣传片，

在武汉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说明非法供气点的安全

危害，提示市民不要到非法供气点购气，共同抵制违

法销售行为。

3.2  源头治理，以查为主

市场上非法经营门点的气源来自于市内各液化气

储配站，只有从源头上切断各非法瓶装气的来源，才

能有效地治理非法经营门点。为此，我办执法人员集

中力量，连续3年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源头”治理

工作。一方面要求供气企业切实履行安全生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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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做到不向无证经营者提供气

源、不充装超期未检钢瓶；另一方面通过监管检查、

集中执法、立案查处向无证单位和个人提供经营性气

源的案件，这些案件分别被处以1万～3万元不等的行

政处罚，做到发现一家，处罚一家，绝不手软，力争

从“源头”切断非法供气门点的供给，为各区城管局

查处非法经营门点提供了支持。 

3.3  集中整治，以治为先

在市城管委的统一指挥和调配下，组织各区城

管部门开展了集中整治瓶装气非法经营门点的专项行

动。一是部署动员，摸清底细。各区把整治目标下达

到街道、落实到社区，利用街道、社区、城管中队、

派出所人员熟悉地形、了解情况的优势，深入背街小

巷、集贸市场、城乡结合部，对经营门点、摊点、出

租屋、临时搭建房及有可能从事非法供气行为的隐蔽

场所逐个地进行拉网式排查。二是宣传造势，促其关

门。深入开展社会、市民、燃气企业和非法经营主

“四位一体”的宣传发动，广泛宣传非法供气的危害

及集中整治的意义、政策、方法和措施，通过上门动

员劝阻、督促停供等方式，营造强大的舆论氛围，使

一部分非法经营门点自动关门或转向经营，或经安全

整改后转办为合法供气点。三是市区联动，集中整

治。对逾期拒不关门、继续经营的非法供气门点，组

织城管队员、社区干警、街道社区人员一个不漏地坚

决查处。

3.4  常态管理，以巡为主

为巩固专项行动成果，防止反弹，各区城管局将

瓶装气违法供应点控管和查处工作纳入各城管执法大

（中）队“网格化”的日常巡查工作范围，实施常态

化管理，从而探索建立及时发现、及时制止、便于控

管的长效管理机制，确保瓶装气违法经营门点查处机

制覆盖面大、查处及时、震慑力强作用的发挥。

4     市区燃气共管机制法制化，管理新格局确立

我市瓶装液化石油气非法经营门点的巡查控管机

制虽已初步建立并取得初步成效，但由于各中心城区

城管执法力量查处瓶装液化气非法经营门点的执法权

是以市局文件为依据，未得到地方法规的授权，不属

其法定职责，故其合法性存在问题；同时，此项执法

任务未纳入各区城管绩效考核目标，其执法经费未得

到落实，而各区城管局综合执法任务多，范围大，容

易形成管理空档。因此，2011年我们开展《武汉市燃气

管理条例》修订工作时，一个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将

燃气管理的职责用地方法规形式明确下放到各区人民

政府，从而一方面确保他们执法依据的合法性，另一

方面也可以确保执法人员、管理职责与经费的到位。

2012年9月29日新修订的《武汉市燃气管理条

例》出台后，根据该条例第四条：“市城市管理部门

是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燃气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

条例，其所属的市燃气管理机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负

责燃气的日常管理工作。区城市管理部门是本行政区

域内的燃气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权限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的燃气管理工作。市、区燃气主管部门的职

责分工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我们立即开展该条

例相关内容配套工作。

一是出台的《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明确

市、区燃气主管部门管理职责意见的通知》（武政办

[2013]10号文），对市、区燃气主管部门的职责从行

政许可、行业日常监管、行政执法3个方面进行了明

确责任划分，将原属市燃气主管部门的部分管理权限

下放到各区人民政府及各开发区、风景区和化工区管

委会，特别在安全监管上要求各区人民政府负属地管

理责任。

二是出台了《市城管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燃气安全

管理的通知》、《市城管委关于建立健全各区燃气管

理工作机构及队伍建设的意见》（武城管委[2013]4、

5号文），要求各区人民政府应从服务民生、保障公

共安全的高度出发，切实履行职责，设立区级燃气管

理机构，建立专业燃气执法队伍，从体制上解决燃气

管理机构和燃气执法队伍人员的编制问题，各区人员

配备不少于8个（其中专业人员应过半）；要将燃气

管理列入财政预算单位，实行全额拨款，并每年安排

不少于50万元燃气管理经费用于燃气专项整治工作；

各区应配备不少于1台专用的管理与执法车辆，配备

安全检查必备的检查工具及调查取证用的照相器材

等，以保障燃气管理机构切实发挥安全监管作用。

三是将燃气监管工作纳入各区“大城管”月度绩

效考核内容，制定出台了《市城管委关于印发燃气安

全检查责任追究暂行规定的通知》（武城管[20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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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市城管委关于印发〈燃气安全监管检查考核

办法（试行）〉的通知》（武城管[2013]32号），将下放各

区监管的燃气储配站、供应点、商业场所用气安全、

燃气违法违规行为查处、管道燃气设施的保护、未设

立燃具售后服务站点的查处等重要事项全部纳入全

市“大城管”考核范围，与各区城管局长签订加强

燃气监管工作责任状，对其监管工作逐月进行检查、考

核、排名、通报，督促各区开展燃气安全监管工作。

5     新机制实施一年成效初现

《条例》自2013年3月1日正式施行一年来，我市

燃气安全监管成效显著。

一是在全国首建了一支6 000余人的燃气执法队

伍。《武汉市燃气管理条例》实施前，我市从事燃气

管理人员仅为市燃气管理机构的35人；实施后，随着

各区燃气管理机构的建立及燃气网格化管理机制的运

转，全市6 000余城管执法人员、协管员均负起了燃

气安全监管的职责。建立初期，我们一方面组织开展

市、区二级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燃气管理法规、燃气

专业知识及燃气执法内容的培训；另一方面由市燃管

办派员到各区开展业务指导，从而使各区执法大队、

街执法中队的人员迅速熟悉燃气监管执法工作内容。

二是建立了网格化的燃气监管体系。以往由于

人手少，管理面过宽，市燃气管理机构组织的执法活

动是点对点直线展开的；燃气监管职责下放到各区

后，区将执法职责分解到街道、执法中队、执法队员

身上，这些执法队员按各自管辖区域横到边、纵到底

地实施网格化城市综合管理时，对发现的违反燃气安

全管理的行为检查或查处。而市城管委要求全市城管

执法队员与所辖区的燃气供应站点、用气场所签订安

全监管责任牌，对液化气储配站、汽车加气站每两周

不少于一次，液化石油气供应点、餐饮用气场所、燃

气器具销售门点每周不少于一次地开展检查，这种检

查次数、检查范围的确定极大地保障了监管任务的落

实，有的区分管区长、局长还亲自带队查处燃气违法

违规行为，从而促进了燃气监管措施的落实。

三是通过月度排名促进管理深入。市燃气管理机

构成立专门的巡查大队，由巡查大队对各区监管落实

情况进行日常检查，市燃气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则每

月月底对各区监管情况进行集中抽查，再将日常检查

与集中抽查的综合成绩作为各区参与“大城管”绩效

考核燃气项的排名依据，从而使我市燃气安全监管力

度、广度、深度都有了质的飞跃。

2013年3月10日，神龙路发生一起因施工损坏燃

气管道造成天然气泄露事故，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城

管执法局及时立案调查，并于3月14日对责任单位中

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下达予以5万元罚款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

2013年4月17日，江岸区城管执法人员接到举报

后在四唯街太平社区内，查处了一个打着桶装水销售

点，实际违法出售瓶装液化石油气的窝点，从不足

10m2的套间内搜出了32个气坛子，其中有27个竟然是

满装着50多kg液化石油气的大气坛子。

2013年6月，武昌区城管局对全区燃气灶具销售

违法行为进行集中专项整治，共查处35家非法售卖

店，督促中华路17户经营户进行了规范整改，其余18

家暂停经营燃气器具行为。

2013年7月27日，江岸区城管在坚持连续30天蹲

守后，再次查处江岸区铭新巷和交易横街两个藏匿于

居民屋内、平时总是大门紧锁的非法供气点，搜缴液

化石油气钢瓶32个。

2013年10月20日，桥口区城管在汉正街沿河大

道宝庆社区巷道口查处一辆停放的厢式卡车，这辆厢

式卡车被改装成“流动店面”， 里面装有118个早在

2011年就明令禁止使用的装满煤气的螺栓式液化石油

气钢瓶。

2013年12月13日，洪山区城管委在珞南街劝业场

及卓刀泉街陈家湾，查处7家违规销售燃气器具的门

店，扣缴37卷燃气软管、30个减压阀和16台燃气灶。

2014年1月15日，武昌雄楚大道改造工地一单位

因野蛮施工将直径500mm供水管道被挖断，工人抢修

时又将附近一根直径300mm的天然气管挖破，周边近

万余用户断气。洪山城管部门对施工单位开出10万元

罚款的最重罚单以惩诫此类违法行为的再次发生。

燃气安全监管职责下放后的一年，是我市网格化

燃气安全监管体制初步建立并发挥作用的一年，各区

城管以安全管理为最高责任，强队伍、严管理、重考

核，以对社会、对市民负责的高度责任肩负起了燃气

安全监管的重担。截止2013年12月31日，我市中心城

陈　玲·武汉市燃气行业实行分级监管一年成效初现



经营与管理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34 城市燃气  2014 / 08  总第 474 期

区及开发区对瓶装气违法经营行为、违反燃气安全管

理规定行为、施工损坏燃气管网行为以及未设立燃

具售后服务站点即销售燃具的违法行为这四类违法

行为的处罚金额为32.03万元，取缔违法液化气销售点

53个，收缴钢瓶887只，扣押违法机动车15辆；查处

未设立售后服务站点即销售燃具的违法行为619起，

扣缴燃气灶具216台、减压阀139只、燃气橡胶连接管

57卷；对28 000余个小餐饮悬挂了安全监管责任牌，

发现并整改用气隐患4 540处，小餐饮用气场所安全

状况得到明显改观。

□  北京市燃气集团调查研究室（100035）吕  淼

中国煤制天然气发展前景分析

摘       要：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国煤制合成天然气（简称煤制气）行业逐步消化吸收国外先

进技术，“十一五”期间建设了若干示范项目。同时，政府对煤制气发展经历了前期的

严格控制后，从2012年开始对煤制气行业发展有意扶持。在国际油价高企、国内煤价低迷

的背景下，我国煤制气发展具备较好的经济性，各地发展煤制气热情较高，煤制气具有

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煤制气的发展仍面临着来自资源承载、环境容量、管网设施、

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挑战。

关  键  词：  煤制气   发展   挑战

1     国内外煤制气发展现状 

1.1  国外煤制气发展现状 

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前半

叶就已开展煤气化技术研发，多数国家只作为技术储

备而未投入商业运行，目前，仅美国在发展煤制气项

目。美国大平原煤制气厂是目前全球（除中国外）唯

一一家商业化运行的煤制气工厂。该厂建于1984年，

产能14亿m3/a。

1.2  国内煤制气发展历程与现状 

（1）我国煤制气行业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十一五”末至“十二五”初，国家严控

煤制气项目审批。2009年5月，国务院发布《石化产业

调整和振兴规划》，首次明确提出开展煤化工示范工

作。此后，全国各地掀起对煤制气行业的投资热情，

提出大量项目建设计划。2010年6月，由于担心各地

项目重复建设导致产能过剩，国家发改委专门发布

《关于规范煤制气产业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将煤

制气项目的审批权限收紧到国家层面。2011年3月，

发改委再次明确禁止建设年产20亿m3（含）以下煤制

气项目，最终发改委仅核准了4个煤制气示范项目。

第二阶段：“十二五”中期，国家对煤制气行业发

展显现出扶持态度。2012年12月，国家能源局发布

《天然气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我国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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