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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450008）周欣帅

河南省城镇燃气行业发展现状和政策建议

摘       要：  本文从行业发展的角度，通过对河南省城镇气源结构、供气规模、用气人口和行业监管

等情况进行梳理，将燃气行业划分为气体燃料代替、行业规范管理以及市场化改革等阶

段，并对河南省城镇燃气行业现状进行分析，针对行业中存在的发展水平低、管网互不

联通、气价结构不合理、特许经营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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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南省城镇燃气行业发展概况

1.1  气体燃料代替阶段（1974年~1987年）

河南省城市燃气事业始于1974年，当年鹤壁市兴

建煤矿矿井气利用工程，该工程在1980年开始供气。

1979年洛阳市利用炼油厂的尾气供市内部分居民使

用，成为省内最早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城市[1]。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原油田、河南油田炼油

厂的建成投产，液化石油气开始向城市供应，并逐渐

成为全省各城市燃气的主要气源。在国家节能方针指

引下，1984年平顶山焦炉余热利用一期工程和鹤壁市

矿井气利用的二期主体工程也相继完成。河南省天然

气开发利用较早，1985年中原油田通往开封化肥厂、

开封至郑州、安阳至中原油田的天然气管线工程相继

建成，依托中原油田天然气，郑州、濮阳、开封、安

阳等地开始利用管输天然气[2]。

河南各城市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多种气源，城镇

居民生产、生活燃料逐步为气体燃料代替，截至1987年

底，全省18个城市中已有16个发展了燃气，改变了城

市燃料结构。

1.2  行业规范管理阶段（1987年~2002年）

1987年开始，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计经委、

省劳动厅、省公安厅在全省城市范围内联合对煤气

厂、站和用户的管理和使用进行了安全检查。1990年，

针对城市液化石油气经营管理混乱、贮配站安全条件

差的实际情况，省建设厅等部门对全省城市液化石油

气厂（站）进行整顿，对全省31家厂（站）组织了验

收，其中合格者14家，基本合格者15家，不合格已被

取缔者2家。1996年，城市燃气行业有120个企业通过

资质认证。

从1987年至2002年，全省城市人工煤气和液化

石油气供气总量逐年递增，年增长率分别为32%和

16%，这一时期，城市人工煤气和液化石油气快速发

展，而天然气受气源限制，整体发展缓慢，年增长率

为5.8%。见图1。

1.3  市场化改革阶段（2003年~至今）

2003年，河南省各地推进市政公用行业改革，

燃气行业由地方垄断经营向产权多元化转变，全省

162个燃气企业中实行合资、合营、股份制的占107个，

55个国有企业中有15个进行了规范化改制。

河南省各地通过资产转让、企业上市、授予燃气

专营权等方法，吸引有实力的央企国资、外资、民营

资本进行城市燃气基础设施建设，行业迎来了快速发

展期。自西气东输气源进入河南后，我省城市天然气

供应量每年以19%的增速增长，供气管道每年以15%

的增速增长，城市天然气事业得到了大力发展。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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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38个城市共有40多家燃气企业拥有市辖区特许经营

权，市场投资主体包括国有燃气企业（中央、省级、

市级）、外资（港资）燃气企业、民营燃气企业（省

内、省外），市场竞争主体多元化格局基本形成。在

河南38个城市燃气特许经营权中，有14个省辖市和

7个县级市以四大燃气企业经营，即华润燃气、新奥

燃气、中裕燃气和天伦燃气。河南省86个县城共有90

多家燃气企业拥有特许经营权，竞争主体主要为地方

民营企业和自然人股东，从企业的所有制来看，主要

有中央企业、省内民营企业、跨区域民营企业和自然

人股东等类型，其中，蓝天燃气、华润燃气、弘昌燃

气、天伦燃气占有河南县城42%的市场份额，股权为

自然人股东的共有17家，相比于城市燃气市场，县城

燃气市场监管不够规范，部分地区存在特许经营重叠

开发的现象。

目前，我省城市天然气供气总量为33.28亿m3，

全省38个城市只有汝州市未通天然气。城市人工煤

气年供气总量为5.31亿m3，有汝州、安阳、辉县、济

源等市约15万人使用。城市液化石油气年供气总量为

21.7万t，供应方式大多以瓶装气为主，仅有安阳、周

口采用管道供应的方式，约有527.43万城市居民使用

液化石油气[4]。

2     河南省城镇燃气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1  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城镇发展不均衡

我省城市燃气发展整体水平低，2015年城市燃

气普及率为86.02%，低于全国平均95.3%，也落后

于中部地区92.18%的水平，与周边省份（例如山东

99.37%、河北98.81%、陕西94.73%）以及经济发达

地区相比差距更大。我省绝大部分县城、工业园区、

产业集聚区和乡镇的管网远未建设完善，县城和乡镇

燃气发展水平与城市之间差距较大，2015年我省县城

燃气普及率为48%，乡镇仅为8%，县城和乡镇天然

气使用比重低[5]，此外，县城老旧小区管网改扩建力

度不够，我省城镇天然气市场还有待开发。

2.2  气源供应主体相对单一，管网互不联通

我省燃气行业包括上游气源供应、中游管网输

送和下游用户输配三大环节，天然气气源主要靠西一

线、西二线、榆济线等长输管道，中石油西气东输和

中石化占供应总量90%左右，格局两家独大，具有很

强的资源和价格控制优势，导致中下游企业对气源协

调能力不足。据统计发现，我国26个省市（不含直辖

市、港澳台及西藏地区）有17个省组建了省级天然气

管网公司，目的是为了实现天然气资源的统筹，与上

游能够协调统一，优化整体管网布局，降低管网的输

气成本。目前，河南省并没有组建省级天然气管网公

司，省内天然气长输管道尚未统一规划、建设及运营

管理，而且省内管网运营主体18家，各管道公司之间

没有统一的协调机制，省内跨区市天然气管网未实现

互联互补，仍然存在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的现象，不

利于我省天然气市场的进一步开发和拓展。

2.3  燃气特许经营管理不规范，市场开发无序

我省部分县城或乡镇管道燃气引入多家燃气企业

图1  1985年以后河南省人工煤气、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年供气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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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由于特许经营的区域及范围划分不明确，造成

企业之间恶性竞争，燃气管网交叉、重复建设，管网

之间互不联通，资源难以优化配置。此外，由于市场

缺乏统一调控，还出现过因管网交叉导致的供气安全

隐患，甚至出现过管道施工引发的冲突行为。如：某

县级市所属乡镇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授予1家民营企

业，后又通过该市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将相同区域划

分给昆仑燃气建设经营，造成民营企业已建成的燃气

骨干管网及设施严重浪费。而对于市场经济效益差的

地区，特别是县级及以下区域，燃气企业没有充分考

虑市场的不确定性，由于用户数量不足以支撑建设成

本，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燃气管网建设，部分企

业在抢占经营权后高价倒卖，譬如扶沟天然气经营权

屡遭变卖，干扰了燃气市场管理秩序，不利于当地天

然气市场的稳定发展。

2.4  终端气价结构不合理，用气成本偏高

我省虽然建立民用天然气与上游天然气价格调整

联动机制，在国家调整天然气上游价格时，我省的民

用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同步、同向调整，但是在终端

消费环节尚未系统建立起季节性差价、可中断气价等

差别价格政策。同时，河南省终端气价结构是非居民

用气价格高于居民用气价格，气价结构制定不合理，

终端价格没有反映用户承受水平[6]。由于居民、工业

用气价差的存在，部分燃气企业居民用气和工业用气

比例等信息不透明，导致综合气价难以准确核定，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销售企业或上游企业经济效益。此

外，我省天然气自产气源有限，主要靠长距离外购解

决，非居民用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水平高于北京、天

津、山东等经济较发达地区，使得我省用气成本长期

偏高，从而会影响天然气市场发展。

3     河南省城镇燃气行业发展对策

3.1  加大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开拓天然气市场

政府应重点推进“气化河南”和“蓝天工程”的

实施，促进天然气管道向产业聚集区、重点乡镇、新

型社区延伸，实现所有省辖市和部分重点县双管道及

有条件的地区多气源、多管道供气，提高输气管网覆

盖率，增加用气规模。同时，要加快加气站基础设施

的建设，为推广天然气车提供气源保障。政府必须采

取加快“煤改气”、“油改气”、“气改气”等促进节

能减排和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尤其是集中于工业领域

的燃煤锅炉、窑炉及居民采暖锅炉等大力实行“气代

煤”[7]。对于燃气企业而言，更要从工业园区、商业

楼宇和居民小区等做起，用专业技术、优质服务及价

格折让等方式鼓励用户使用天然气，深挖天然气利用

的潜在市场。

3.2  推进管网互联互通，建立区域运营中心

为实现省内天然气管网的互联互通，我省应促进

省级管网平台公司成立，譬如浙江省政府按照“多气

源、一环网、六统一”的原则推进全省天然气的开发

利用，其中“多气源、一环网”是指进入浙江的各种

气源由浙江省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统一采购，统一进

入省级管网，由省级管网统一调配至各地用户。河南

省可借鉴浙江等先进省份做法，推进省内管道运营商

进行合作，成立天然气管网运营公司，将豫北支线、

豫南支线、安洛线等省级支干管道进行整合，对规划

管道进行合资合建。管网平台公司应积极构建区域内

统一的天然气运营调度体系，成为全省天然气管网监

控平台、调度平台，进一步推动城镇燃气管网互联互

通工作。此外，监管部门应通过制定管网运营准入标

准，由省级天然气管网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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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统一的销售价格，更能实现同省同

价、同网同价[7]。

3.3  理顺天然气价格机制，加大资金补贴力度 

我省应进一步理顺终端用户天然气价格机制，

在终端消费环节推行季节性差价、可中断气价等差别

性气价政策，形成上下游有效联动机制。根据社会可

承受力和财政合理扶持的原则，适当调整城市燃气的

价格结构，并加强对自然垄断环节的价格监管，使燃

气的价格有利于可持续发展[8]。同时，政府应积极发

挥引导、支撑和排障的作用，利用专项资金，对清洁

能源利用进行资金扶持。例如，对于燃煤供热或供

电，通过征收资源税或环境污染税费使其外部成本显

性化，让价格真正反映其价值。而对天然气等清洁燃

料，则通过转移支付、政府补贴、投资基金资助等方

式实施价值补偿。如在燃气锅炉改造、加气站建设、

天然气公交车生产、购买和气价等环节给予税收、资

金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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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完善特许经营制度，加强燃气市场监管

我省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特许经营管理的监管

体系，应当明确特许专营权发放权限，清晰界定政府

和企业的权责利。地方政府须按照特许协议的要求履

行市场监管和依法调节的职能，应明确政府违法违约

成本，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对于重复授予特许

经营权以寻求利益的，必须明确追究主管部门及负责

人的法律责任，保障协议的公平合理[10]；同时，加

强对县城和乡镇特许经营活动的监督，完善特许经

营企业的中期评估工作，建立特许经营市场准入和退

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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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信息

2017年6月28日，广西投资集团主导建设的来

宾市天然气大工业用户直供及综合利用项目开工；

同日，天然气专供管道工程项目竣工。这意味着，

桂中居民、大工业用户今后将享受到更便捷更优质

的管道天然气，用清洁能源呵护城市蓝天。 

据悉，来宾市天然气大工业用户直供及综合利

用项目总投资约1.5亿，在来宾市河南工业园、凤凰

工业园、迁江华侨工业园投资建设3座天然气高中

压调压站以及40km高压（次高压）管线和200km的

中压管网，年最大供气规模可达3亿m3。项目建成

后，将为来宾3个工业园区提供质优、价低、高效

的清洁能源。 

据了解，来宾市天然气专供管 道 工程项目于

2015年10月开工，是广西“县县通”天然气工程的重

预计到2020年底 广西将实现全区各县通达天然气

要组成部分，总投资5 522万元，管道全长7.77km，

设计年输天然气2.42亿Nm3。项目投产后向下游来

宾中燃公司供气。届时，来自缅甸西海岸的天然

气通过这条管道源源不断地进入来宾市，为当地

居民和工商业提供管道天然气。 

据了解，2013年11月，广西“县县通”天然

气工程 启动。广投集团按照“宜管则管、宜罐则

罐”“远近结合、分步实施”的原则，在中游天然气

管网建设中持续发力，统筹牵头建设天然气管道

“全区一张网”。截至2017年6月，广投集团已为“县

县通”天然气工程投资约8.1亿元，建成投产管道近

200km，通气覆盖人口超过1 200万人。预计到2020

年底，将实现全区各县通达天然气。 

（本刊通讯员供稿）

周欣帅·河南省城镇燃气行业发展现状和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