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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丽水市市政设施管理处（323000）徐丽丽

燃气工作管理体制现状及问题

摘       要：  文章介绍了燃气工作管理机制的要求及现状，重点分析了目前我国燃气工作管理体制存

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并提出了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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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Work Management Mechanism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Xu Lili     LiShui city municipal facilities management office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requirement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gas management mechanism, 
analyzed the current problem of the gas work management mechanism in our country and the 
reasons,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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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燃气工作管理体制现状

目前燃气管理部门广泛开展的且取得一定成效

的工作主要有建立健全燃气安全监督管理制度；宣传

普及燃气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组织编制本行政

区域的燃气发展规划；依法实施燃气经营许可，加强

对燃气经营活动的审查、审批和监督检查；受理燃

气用户就燃气收费、服务等事项进行的投诉并予以处

理；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种类和气质成

分等信息。而在其他方面的工作开展还不够到位、

不够深入。

其次，各地燃气管理部门岗位设置不合理，

工作人员数量少且专业知识严重缺乏，而上级燃气

管理部门对下级燃气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太少，相

关培训几乎没有，在工作开展监督方面更是少之又

少。

此外，燃气管理工作还需要工商、质检、安全监

督、公安消防等各个部门的相互配合才能形成系统化

地管理。然而，在实际过程中，各个部门之间工作相

互脱节，对于发现的问题并未形成环状闭合管理，且

未及时将相关信息告知其他相关部门，使得燃气管理

工作不能有效而系统地进行。

2     燃气工作管理体制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2.1  法律法规等方面存在缺陷

一是滞后性。燃气的管理工作不仅涉及燃气管理

部门、燃气经营者、燃气用户、燃气设备厂家，还涉

及到工商、公安消防、安全监管、质检等相关部门。

随着国务院《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的公布，其他相关

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地方性地相关规章制度等，都

未及时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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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不统一性。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等的制定

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也使得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

度之间存在一定的不统一性。如从燃气经营方面来

讲，现行《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对管道燃气未作特

许经营要求，而2004年实施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

营管理办法》与2015年实施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

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又对供气、能源等作出特许经

营要求，且两部《办法》在内容设置上具有一定的

相似性，但又不完全相同，这给燃气管理部门造成

了一定的困扰。此外，上位法与下位法的不统一，

不仅对工作开展不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上位法

的权威。

三 是 不 合 理 性 。如《城 镇 燃 气管 理 条 例》第

四十九条指出，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维修不符合

国家有关标准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进行处理。燃气

燃烧器具的安装、维修主体主要有：生产单位、销

售单位、专门的安装维修企业、个人。对于燃气燃

烧器具的生产单位、销售单位和个人，《城镇燃气

管理条例》中有明确的管理要求；燃气燃烧器具安

装、维修企业，其资质是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

理规定》，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

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而其相关的管理却

由燃气管理部门进行，这就造成在实际工作中，由

于部门之间工作联动不够，造成燃气管理部门对于

取得资质的相关企业信息掌握不准确或不及时，而

对相关企业缺乏应有的管理。

2.2  政府部门思想重视不够

燃气管理工作主要包括燃气的工程建设及管理。

燃气场站的建设数量少且大都在城市边缘处；城市燃

气管道也都是隐蔽工程，且一旦建成除了维修、维护

外，很少存在重建、大修等现象，不像房屋建设、市

政道路建设、亮化建设等工程量多、影响大能够引起

政府部门的重视。由于政府部门思想重视不够，必然

会导致燃气管理的工作开展困难。例如在如今城市化

进程的不断加速中，各地城区范围也越来越大，这就

意味着部分城市的燃气管理工作的管辖区域也应随之

发生变化。如果管辖区域不随之变化，则会对城市燃

气管理造成很大的困扰，且不利于城市燃气的安全运

行。如政府部门不及时协调管辖区域及管理部门，则

会造成部分区域多重管理或者管理缺失，这对于城市

燃气的系统管理都是极为不利的，且在一定程度上损

害了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2.3  燃气管理部门设置不合理

燃气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部门设置

的合理与否对于燃气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极为重要。

目前，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是省、自治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

的设置不一致，有的是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有

的是市政管理部门［1］。据了解，一些一二线城市的

燃气管理部门的设置较为合理，燃气管理工作开展全

面且系统，如上海、天津、南京、武汉等地都设立了

专门的燃气管理机构［2，3，4，5］。然而一些三、四线的

城市在燃气管理部门设置上则大都是城建或市政管理

的一个科室，使得燃气管理的相关职责分布更为分

散，部门之间工作协调程序繁琐、费时费力且效果不

好，这对于燃气管理工作的完整性、系统性、闭合性

管理的要求极为不利。

2.4  管理人员配备不科学

近些年，国家、地方公务员考试如此火热，但

从职位设置上来看，几乎从未出现燃气相关专业的招

考信息。那么各地的燃气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可想而

知。此外，在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还存在人员编

制少与管理任务重相矛盾，这就造成燃气管理工作的

深度和广度不够，再加上各地人事调动频繁，人员流

动性较大，这对于燃气管理工作的系统开展都造成很

大的影响。

2.5  指导、培训、交流不够

从基层管理经验来看，一是上级管理部门对下级

管理部门的工作指导严重不足，培训少之又少。二是

各地燃气管理工作交流机会少，且因上级管理部门对

下级的相关指导、培训不够，各地做法各不相同，即

使得以交流，但可取之处较少。

2.6  各部门未形成联动

目前，燃气管理工作涉及发展改革、规划、工

商、质监、安监、公安消防等多个部门，只有各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相互配合，才能做好燃气管理有关工

作。然而，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很多部门之间未建立

联动机制，各部门都是按照自己的管理方式进行，彼

此之间工作开展信息不互通，导致燃气管理工作无法

形成有效管理。 

徐丽丽·燃气工作管理体制现状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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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策及建议

一是健全完善燃气相关法律法规。对当前燃气法

律法规体系进行全面的梳理，对不能完全满足当前形

势发展需要的进行必要的修订调整，对明显过时的法

规应尽快废止。加快制定符合地方特点的实施细则和

地方性法规，并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和行业规范性制

度，强化各项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通过不断健全完

善燃气法律法规体系，为推动城市燃气的发展营造规

范合理的法制环境。

二是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部门

应高度重视燃气管理工作，各地方政府要经常分析燃

气管理形势，研究制定措施，确保管理到位、安全有

保证。各级燃气主管部门一把手应亲自抓，分管领导

靠上抓，认真抓好燃气管理各项工作的实施。

三是优化部门设置和岗位配置。各地政府应结

合实际情况，设置燃气管理部门并从燃气工程建设、

行政许可、供气管理、器具管理、安全管理、信息公

开、执法等方面进行设置，如无法彻底解决编制少，

还应立足于现有人员，合理设岗、优化配置、加强管

理、完善制度，暂时将有限人力资源的效能最大化。

四是加强指导，促进交流，提高管理水平。首

先，上级燃气管理部门应了解和掌握下级部门的工作

开展情况，并根据下级部门的工作开展情况，及时予

以指导，才能使得下级部门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其

次，上级管理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经常组织开展相

关的培训、交流、学习，下级管理部门才能规范开展

相关工作，且对于管理中存在的难题，也可得以更好

地解决；再次，各地管理部门也应在上级部门的指导

下，不断加强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的学习，提高部门

整体管理水平。

五是形成联动机制。各级发展改革、安全监督、

规划、公安消防、工商管理、技术监督等部门应按照各

自职责，建立联动机制并组织落实，配合燃气主管部门

抓好燃气管理工作，真正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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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信息

浙江省发改委2016年5月17日发布消息，该省

正在实施天然气“县县通”专项行动计划，2020

年前实现县县通天然气。

据浙江省发改委煤炭石油天然气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天然气“县县通”专项行动计划涉及省

级天然气管道项目22个，总长1 704km，总投资

201.7亿元。

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夏海伟表示，目前全省

11个市、90个县（市、区）中有8个市、44个县（市、

区）通达管道天然气，县级城市管网覆盖率49%，

“县县通”工程将惠及全省5 500多万人口。

根据计划，未来5年浙江省要完成过去15年天

然气管道建设长度1.6倍的工作量。“县县通”行动

浙江2020年前实现县县通天然气

计划已对每条管线的核准时间、开工时间、完工

时间都作了明确。

（本刊通讯员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