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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燃气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管道分公司（030009）杨  帆

燃气板块信息化发展SWOT分析与战略选择

摘       要：  本文从实时监控、工作流、信息传递三方面阐述了晋能燃气板块公司信息化发展现状。

利用SWOT方法对晋能燃气信息化进程中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进行了全面的分

析，应用SWOT分析矩阵列出晋能燃气发展信息化的战略选择。

关  键  词：  燃气信息化   SWOT   战略选择

1     燃气板块信息化发展现状

晋能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板块公司）是

晋能集团按照“公司化治理、板块化运营、专业化管

理、市场化发展”经营思路，全资设立的从事燃气项

目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专业化公司，产业涉及长

输管网、城市燃气、加气站、煤层气液化等，已成为

我省“四气”产业一体化开发利用重要主体之一。

随着公司逐步从基建期转入运营期，公司的经营

范围不断扩大，各单位部门业务量急剧扩充，大家都

迫切的希望通过引入信息化系统的手段来提高工作效

率，提升管理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单位根据自

己的需求搭建了相应的信息化系统，大致可分为以下

几类：

（1）以实现设备实时运行状态监测的数据采

集、分析功能为主的SCADA自控系统，主要分布于各

分输站、城市燃气门站、CNG/LNG加气站等主要生产

场所，一般在投产后即交付使用。这是公司生产最基

础的数据来源；

（2）以汇总数据、流转数据为主的工作流系

统，这类系统主要实现了各单位内部业务流程的电子

流转，例如管道分公司调控中心自行开发的数据上报

系统，以及GPS巡线系统、隐患管理系统等；

（3）以加强企业内部上下沟通、信息传递为主

的OA系统、视频会议系统等，这类系统一般由集团

公司统一组织实施。

综上，虽然燃气板块的信息化发展已初具雏形，

并基本能够满足目前现有的工作需求，但与国内外成

熟的燃气企业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1）缺少一个规范的统一规划的信息数据平

台，各单位各部门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系统实施，系

统的处理流程只局限于本部门，不能在整个板块公司

得到很好的共享，信息孤岛现象严重；

（2）目前只完成了传统的业务流管理，虽然有

了基础的SCADA数据，但是数据的采集仅仅是信息化

的第一步，如果采集回来的数据不加分析、整理、挖

掘，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也不能为板块公司经营决策

通过任何依据；

（3）燃气板块没有专业的信息化公司或机构进

行整体的信息化规划和实施，相应的既懂生产技术又

懂信息化的人才匮乏。

2     燃气板块信息化发展SWOT分析

SWOT分析法又称为自我诊断方法，是哈佛商

学院·安德鲁斯于1971年在《公司战略概念》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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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首次提出的。SWOT 4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优 

势（ S t r e n g t h s ） 、 劣 势 （ W e a k n e s s e s ） 、 机 遇

（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SWOT分析主要

基于如下理解：一是优势和劣势、机遇和威胁是相互

联系，而不是彼此分割的，二是优势和劣势、机遇和

威胁既可能出现在区域内部，也可能出现在外部，三

是利害区分的假定和判断，优势和劣势具有一定的相

对性和程度性：四是静态分析的假定、即在区域外部

环境稳定时期对区域内外进行的SWOT分析。

2.1  优势分析

（1）集团领导大力支持。公司各级领导一向对信

息化工作高度重视，晋能集团下发的《关于做好信息化

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各单位成立领导小

组及专职机构负责信息化工作，并鼓励各单位依据自

身实际需求、信息化应用程度与规模成立独资的信息

技术公司，在具体的资金和政策上给予了支持。

（2）网络通信基础设施优势。公司所建设近

1 500km长输管线的同时敷设了24芯光纤，理论传输

速率可达到2.5GHz，途径太原、忻州、吕梁、临汾四

地市，各站、阀室的光传输设备均具备足够的传输能

力，可满足各类数据的及时汇集。

（3）行业新兴企业优势。新兴企业一方面可以

直接借鉴行业内先进公司的经验为我所用，另一方面

基础生产数据量不大，信息集成难度低，阻力小，有

利于信息化的发展。同时，新企业人员结构年轻，学

历高，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在工作过程中均表现出对

信息化系统的迫切需求。

2.2  劣势分析

（1）缺乏信息化发展统一规划。板块公司目前

缺乏信息化建设标准、规范与制度指导。具体体现在

系统建设方法指导、信息化建设关键环节的把关指

导、各类编码体系方面的指导工作、各类标准规范的

统一提供及供应商选取建议与指导等各方面。

（2）计量、控制系统尚不完善。公司目前管线

上配套的流量计量设施及自动控制系统存在缺失、选

型失误、未调试等问题，亟待进一步解决。

（3）数据传输网络有缺陷。一是数据均为单线

传输，未形成环路，网络上任意一点的故障均会影响

全部数据的上传下达；二是没有专业的光缆维抢修队

伍，不能及时修复光纤断点。

（4）燃气信息专业人才匮乏。信息化是服务于

企业生产的利器，燃气行业的特殊性决定其信息化实

施人员不仅仅应具备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化能力，还应

对整个燃气行业链的生产过程、安全管理有深刻的理

解和认识，这样才能充分了解、挖掘各业务部门的信

息化需求。

2.3  机遇分析

（1）各级政府积极出台政策，发展清洁能源。

国家能源局、各级政府均表示，加快发展气体清洁能

源，将成为推动我国能源转型的重要方向。预计到

2020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提高到10%

以上。而部分天然气项目“核准制”的松绑，将进一

步加速管网建设的进程。板块公司将会随着燃气行业

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2）“互联网+”。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

告上首次提出的“互联网+”行动计划为燃气行业的

信息化带来了新的机遇。促进以云计算、物联网、大

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燃气行业的融合创

新，打造新的燃气企业增长点，为实现智能燃气提供

支撑，促进企业体制增效升级。

（3）覆盖煤运通道的大批加气站即将建设。集

团规划建设200余座LNG加气站，覆盖省煤炭运输通

道。这批加气站的建设投运后会涉及大量的生产、财

务、市场等数据传输，无法按照传统的管理模式对其

进行管理。借此契机，提前规划、实现LNG产业大数

据管理平台数据库的建设，将会对未来的公司的战略

决策、气量调配、结算等重大事项起到关键性的支撑

作用。

2.4  威胁分析

（1）基层信息意识薄弱。基层的工作面较窄，

工作范围有限，产生的数据量靠人工操作就可以进行

简单的处理，没有对信息化系统的迫切需求。甚至有

些员工简单的认为，信息化就是上上网，浏览网页、

画面、游戏等，与日常工作不相干，缺乏接纳信息化

的动力。

（2）板块内部信息资源共享程度不高。板块公

司产业涉及长输管网、城市燃气、加气站、煤层气液

化等，各业务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业务关联，而如果

板块内部的信息资源无法在各业务之间进行横向共

享，无形之中增加了流转成本，降低了效益，并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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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横向联动的机会。

（3）资金不足。 由于信息化的特性，其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不会立马显现，因此前期硬件设施投

资、技术人员的培训等需要企业先买单，或者专项资

金来支持。目前公司资金匮乏，在信息化投入上有一

定困难。

（4）信息安全风险。信息安全的基本内容包

括实体安全、运行安全、信息资产安全和人员安全

等。燃气运营场所均为易燃易爆场所，对各类信息

化设备安全要求较高；运行安全是为了保障系统功

能的安全实现，提供的一套安全措施来保护信息处

理过程的安全。为了保障系统功能的安全，目前仅

调控中心SCADA系统实现了实时双备份，需建立完

善的备份恢复、应急响应制度，保障系统运行的连

续性。信息资产安全包括操作系统安全、数据库安

全、网络安全、病毒防护、访问控制、加密、鉴别

等。目前部分系统的深度维护需要依赖于供应商，

对于如何防止信息从供应商泄露到外界还缺乏有效

的预防措施。人员安全主要是指信息系统使用人员

的安全意识、法律意识、安全技能等。人员的安全

意识是与其所掌握的安全技能有关，而安全技能又

与其所接受安全技能培训有关。板块公司比较偏重

燃气技术能力培训，对一般人员缺少信息安全知识

培训，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风险。

3     燃气板块信息化发展战略选择

基于上述对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等方面的综

合分析，列出了燃气板块信息化分析矩阵（表1）。

根据SWOT方法原理，主要是充分利用内部优势和外

部机遇，而弱化和克服内部劣势、消除外部威胁，从

而得出燃气板块信息化发展战略。即优势机遇发展战

略、劣势机遇发展战略、劣势威胁发展战略和优势威

胁发展战略。

SWOT分析

优势（Strengths）
1）集团领导大力支持
2）网络通信基础设施优势
3）行业新兴企业优势

劣势（Weaknesses）
1）缺乏信息化发展统一规划
2）计量、控制系统尚不完善
3）数据传输网络有缺陷
4）燃气信息专业人才匮乏

机遇（Opportunities）
1）各级政府积极出台政策，发
展清洁能源
2）互联网+
3）覆盖煤运通道的大批加气站
即将建设

优势机遇方向（SO）
1)在物联网发展的基础上加快板块信息化
建设进程，把工作重点从数据的简单汇
总收集转移到分析挖掘上来；
2）借鉴业内先进燃气公司的信息化发
展经验，充分发挥现有网络优势，组建
一张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数据通信网
络；
3）在建设LNG加气站的同时整体规划
LNG大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设，从基建期介
入，实现全寿命周期的管理。

劣势机遇方向（WO）
1）信息化建设应体现“统一规划、分步实
施”的思想。同时应设立信息化专业实施机
构，加快发展规划的编制；
2）逐步完善各管线计量、控制系统的技改项
目；
3）尝试建立光纤维护外包模式；
4）加强对各单位、部门信息化相关人员的技
能培训。

挑战（Threats）
1）基层信息意识薄弱
2）板块内部信息资源共享程度
不高
3）资金不足，限制了信息化的
发展
4）信息安全风险

优势威胁方向（ST）
1）推行试点，通过参观、考察、学习的
方式使基层同志重新认识信息化；
2）板块内应在信息化规划范围内建立大
应用数据库，为各单位提供统一的数据
调用接口，实现信息的横向化、扁平化
共享；
3）完善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和信息安
全管理制度。

劣势威胁方向（WT）
1）加强各层次信息化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
2）整合数据资源，挖掘检验数据深层价值，
为决策管理提供支持；
3）积极申报科技创新项目，加强数据分析利
用，争取信息化专项资金支持；
4）鼓励各所属企业以各种形式普及信息化知
识。

表1  基于SWOT的燃气板块信息化战略矩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