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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处为“鸭嘴型”改变了原有的操作流程，实现了降

低作业时间。

3.2  减少了作业难度

原有操作需要两人在前期工作完成的前提下，在

狭小的空间进行焊接，新技术将空间缩小同时仅1人

就能完成焊接，减少作业难度。

3.3  避免了作业风险

管道快速阻断器将气体阻断，实现停气作业，大

大改进原有的带气动火、焊接，提高了作业安全，避

免作业风险。

3.4  降低了作业成本

能有效地阻止气体的浪费，同时在焊接资源上取

消了原有的焊接材料，做到资源的节省和有效利用。

3.5  降低了用户影响

原有的操作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降压或停气作业，

不论哪种方式，都会造成用户的使用不便。如果碰上

特殊地区，还不能第一时间进行及时抢修处理，更会

影响用户使用。新技术填补了这一漏洞，中压以下情

况再也不用降压或停气作业，即使是特殊地区，也可

以先阻断气体泄漏，等候时机进行修复。

4      结束语

管道快速阻断器是在大量的实际作业的基础上，

不断总结经验，发现不足，并结合生产实际需求，开

展创新研发，经反复实践，推出的创新成果。

□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100020）刘满平

当前“气荒”产生的原因、影响及政策建议

2017年入冬以来，我国多个省份天然气供应紧

张，液化天然气（LNG）价格明显上涨，多地甚至出

现居民用天然气断气现象，严重影响社会生产生活，

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气荒”的发生反映出有关部门

在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整体协调等方面存在诸多问

题，今后应注重系统谋划、科学施策。

1      当前“气荒”呈现的特点

作为季节性需求变动强的行业，局部地区天然气

冬季供应紧张，出现“气荒”的现象时有发生，但与

往年相比，今年“气荒”有不同的特点：

（1）覆盖范围广，众多地区供应紧张

之前我国“气荒”范围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周边

的华北地区，而今年不仅华北地区，山东、河南、宁

夏、内蒙古等地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贵州、湖北、

湖南等地用气紧张，甚至连新疆、四川、青海、陕西

这样的产气大省都在喊“气不够用”。据已披露的消

息，目前全国除西藏、广西、广东、福建以及东北等

少数省份外，其余省份均出现供应紧张。

（2）爆发时间提前，价格上涨快

今年部分地区刚刚进入冬季，最冷的时候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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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来就出现“气荒”。随着冬季最冷、采暖需求最大

的节气的来临，如果应对不力，“气荒”范围可能还

会进一步扩大。“气荒”带来的结果就是完全由市场

定价的液化天然气（LNG）价格短时间内出现暴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8月下旬全国LNG价格是 

3 129.1元/t，9月同期价格为3 519元/t，10月为4 337.4元/t，

11月为5 636.7元/t。按此计算，11月LNG价格比8月涨幅

高达80%，比9月上涨60%，比10月上涨30%左右。

（3）多种因素交织，影响严重

往年“气荒”产生原因主要在需求侧，而今年“气

荒”的形成，既有需求侧的原因，也有供给侧的原

因；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既有市场上的原

因，也有外在政策的推动。多种因素汇集到一起，导

致严重“气荒”形成。

2      当前“气荒”形成的原因

总的来看，当前“气荒”是天然气生产、运输、

储备、消费、政府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而形成的。

（1）上游资源供应不足

一是主要管道气源供应方中亚国家冬季为保障本

国用气，再加上部分政治因素考量，减少出口。供应我

国的天然气从冬季前的每日1.3亿m3降至不足1.1亿m3，

缩减了约3 000万m3，使得新投运的陕京四线无法发

挥作用。二是过去几年国内天然气市场需求增长放

缓，国内油气企业天然气投资和陆上管网的扩产规划

都受到影响。三是原定于2017年投产运营的中石化天

津LNG接收站未能如期上产，直接导致3 000万m3供

应华北的资源未能落实。四是中石化页岩气无法实现

原计划产量，另有100万m3/d~200万m3/d的焦炉煤气由

于环保原因被叫停，无法供应。

（2）下游终端需求急剧增长

今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好转；天然气性价

比提升，工业生产、燃气发电、化工等领域用气需求较

快增长；LNG汽车市场回暖；环保监管力度加大；“煤

改气”不断推进，国内天然气消费出现爆发式增长，消

费量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峰值。国家发改委数据显

示，1月~11月全国天然气消费量达到2 097亿m3，同比

增长18.9%；进口天然气817亿m3，增长28.9%，增速均

大幅超过前几年。预计全年增量是2010年~2016年年

均增量两倍以上。尤其是由于北方“煤改气”工程的

大力推进，导致今年华北各省的LNG消费增速普遍在

20%以上，远高于全国天然气需求增速。

（3）中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天然气供求平衡调配主要通过基础设施来实现，

尤其在冬季应急调峰上。基础设施主要有输送管网、

储气设施和LNG接收站。首先，基础设施薄弱，峰谷

调节能力弱。目前我国每万平方千米陆地面积对应的

管网里程约70km，仅相当于美国的12%；地下储气库

形成工作气量64亿m3，仅占消费量的3.1%，而世界

平均水平约为10%，美国、欧盟分别为20%、25%，

日本、韩国约为15%~20%。其次，全国尚有超过20%

的地级行政单位、约30%的县级行政单位没有接通管

道气。而在已接通管网的地方，由于其所属企业不一

样，互联互通程度不够。第三，基础设施尚未实现第

三方公平开放，导致系统内的管网、储气设施和LNG

接收站存在自身利用率不高，而系统外想进又无法进

的困境。

（4）政府相关政策的助推作用

2017年可以说是天然气体制改革、环保治理力度

最大的一年，众多政策之间的不协调或多或少对“气

荒”产生助推作用：有关部门对2017年天然气需求迅

速增长估计不足，影响了能够增加供应的相关工作，

例如与俄罗斯西线天然气管道的谈判速度有所放缓。

部分地方政府应急预案不健全，平时不重视储备调峰

设施建设，缺气时才临时抱佛脚，四处找气源。地方政

府层层加码、盲目推进“煤改气”工程。早在2013年，

国家就提出了“煤改气”的方案，并要求做好规划，落

实气源同时建设好基础设施。而部分地方政府在规划

布局上落后进度，拖到了方案限定的最后一年，在没

有落实好气源的情况下推进“煤改气”，甚至一些原本

不属于“2+26”城市范围内的城市也强行推行“煤改

气”，导致今年“煤改气”强度大大超预期，需求也超

预期增长。据环保部披露，今年实际完成以电代煤、

以气代煤400万户，远远超出之前300万户的预期。

仅河北省采暖季天然气需求量同比就增长234%。此

外，城市门站价格的降低刺激了天然气需求；交易中

心管道气竞价一定程度上诱发了LNG价格上涨预期；

居民用气与非居民用气的价格差导致上游供气企业与

城市燃气企业存在增大工业用气规模的“趋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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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满平·当前“气荒”产生的原因、影响及政策建议

3    “气荒”带来的困境

在国家加快推进天然气体制市场化改革，大力推

广天然气利用，将天然气列为主体能源之际，出现大

范围的“气荒”，势必会带来一些问题，给天然气行

业自身持续健康发展形成制约。

（1）影响居民生活，增大取暖成本

一些地方“煤改气”后面临“用不了气、用不起

气”的困境。

（2）影响部分下游用气行业发展

数据显示，因加气困难、经济性差，2017年10月

国内天然气重卡产量为7 671辆，环比下滑了34%。

（3）增大不同类别天然气价格差，迟滞天然气

价格市场化改革

目前我国天然气价格存在两种双轨制：价格受

管制的管道气与价格不受管制的LNG等；价格难以调

整的居民用管道气与价格可以适当波动的非居民用管

道气。LNG价格暴涨，增大了与管道气的价格差。此

外，为保供，不少城市燃气企业高价购买LNG后限价

供应居民用户，赔本保供，最终结果是影响天然气价

格市场化改革。

（4）让“煤改气”政策陷入两难困境

推行“煤改气”的初衷是减少环境污染，实现清洁

发展，大方向是对的。但目前发生的“气荒”让这一政

策陷入两难困境：继续推进将面临气源缺，价格高的局

面；不推进将面临损失巨大的难题。尤其对工业企业

来说，还面临订单无法完成，损伤商业信誉的后果。

4     “气荒”背后折射出来的问题

“气荒”虽然最终表现的是气源短缺、价格上涨问

题，但其实质是天然气产业体制改革不到位的问题。

同时，也暴露出更多超越其行业自身的其它问题。

（1）天然气生产与消费平衡调配问题

我国天然气生产与消费区域性强，消费季节性波

动强，供求之间存在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况且中间还

需要管网运输，这就需要对天然气供需提前进行准确

预判，需要更大的天然气产能冗余，需要对天然气管

网系统进行精密控制和很好的协调管理、调配。

（2）市场化改革与基本民生保障问题

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总体思路是“管住中间、

放开两头”，终端销售价格最终是要放开的。而价格

放开后，冬季用气紧张时，价格肯定会上涨，势必会

对基本民生保障带来一定的冲击。

（3）中央与地方、部门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协

调问题

以“煤改气”为例，天然气利用发展规划、上游

供气方监管部门为发改、能源部门；而“煤改气”的

审批部门则为地方建设部门。“煤改气”顶层规划与

具体政策执行分属中央职能部门与地方政府。在环保

的压力之下，中央与地方、不同部门之间沟通协调不

够，导致有关部门未能准确预判需求增量，对市场形

势估计不足。

（4）价格改革与其他体制改革协调问题

近年来天然气价格机制改革推进力度很大，而其

他的体制改革，例如上游矿权、基础设施公平开放，

进口体制、市场竞争主体数量等相对滞后，或者效果

不明显，导致出现“价格改革单兵突进”的错觉。

（5）天然气上中下游协调发展与改革问题

由于行业特性及改革进展不一致，天然气上中下

游各环节市场结构、企业形态均有所差别。例如，上

中游基本上是处于国有企业垄断局面，而下游竞争相

对充分，企业性质多元，但在某一特定区域，由于特

许经营权的存在，下游也处于垄断局面。这种差别导

致上中下游各环节利润分配不均，互相指责并推诿保

供责任，经常需要政府出面协调平衡。

5      应对“气荒”的政策建议

“气荒”在天然气体制市场化改革中出现，是改

革进程中遇到的众多问题之一，但不能以此否定整个

改革的方向和成果，更不能因此放弃改革。市场化改

革虽会带来一些问题，但不能因噎废食，如果倒退回

归到政府管制，不再进行改革，更不能解决“气荒”问

题。未来只是依靠改革，采取综合措施来有效应对。

只有按照《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

见》要求，通过加大天然气体制改革力度，放宽全产业

链市场准入，鼓励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天然气开采、

进口，通过增加市场主体数量，促进竞争等来实现。

具体来看，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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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源”：挖掘潜力，努力增加供应

①进一步加强现有国内天然气田气井开采开发力

度和集输网络建设，加大非常规天然气，如页岩气等

的开发力度，提升国内产量。

②积极与中亚天然气资源国沟通，避免未来再次

出现减供、停供等不确定性风险。

③应当利用当前国际LNG市场供应较为宽松，

LNG现货贸易急剧增长，气价仍处于较低水平的时

机，鼓励更多的国内企业到全球购买可靠的LNG现货

资源，尤其是美国的LNG资源，积极扩大进口。政府

要加大沿海天然气进口码头海域资源的开放力度，可

考虑开放一些绿色通道给进口企业使用。

（2）“节流”：“限工保民”，适当减缓需求增速

①冬季取暖用气对于居民来说是一项刚性需求，

相较于工业用气，民用天然气用量较小，增速也低于

工业用气，应优先予以保证。为避免用气紧张时工业用

户与居民用户“争气”，应严格执行“限工保民”，必

要时可以牺牲掉工业用气，既要限制上游企业的大工

业直供用户，又要限制城燃企业的大工业用户。

②循序渐进推进“煤改气”工程，适时启动煤电

应急调峰项目。地方政府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经济

水平和居民习惯，选择适宜的散煤治理模式。宜气则

气、宜电则电、宜煤则煤、宜柴则柴，因地制宜。对

尚未落实气源或“煤改气”气源未到位的区域，不能

强制推进“煤改气”工程，避免“一刀切”和“毕其

功于一役”。此外，在季节性用气峰谷差比较大的地

方可以保留或适时启动煤电应急调峰项目。

（3）“扩建”：加快LNG接收站和储备体系建设

①协调地方各部门关系，尽快确保天津中石化

LNG接收站尽快投产。同时进一步下放审批权力，

降低准入门槛，加快推动环渤海地区LNG接收站的建

设，以保证华北地区的供气安全。

②加快储气库建设，建立完善的天然气储备体

系。应参照国内石油储备体系建设经验，改变目前储

气设施建设仅由天然气生产商承担的局面，严格要求

天然气上下游企业都应承担储备责任。中央与地方建

设天然气战略储备，天然气生产商与城市燃气建设商

业储备，形成完善的天然气储备体系。

（4）“开放”：推动基础设施的公平开放和互联

互通

近日，中石油利用其管网系统将供应华南的部分

天然气调配至北方，中海油则利用华南地区的海上气

和LNG，通过广东管网为中石油广东用户供应该部分

天然气，进而实现全国保供。这种“南北串气”的方

式为促进下一步更大范围的管道互联互通、资源平衡

开了个好头。未来应加快推进管道独立和LNG接收站

独立运营，加强政府监管，加快基础设施向第三方准

入，促进天然气管网互联互通，逐步形成区域性乃至

全国性管网。

（5）“分摊”：合理分摊“保供”的责任与成本

冬季“保供”既是一项企业商业行为，更是一场

带有很强公共性质的政治任务，其责任主体不仅仅是

企业，政府也是责任主体之一。但目前政府与企业对

于“保供”的责任划分不清楚，国家战略保障与企业

商业功能定位不明；跨地区供气商、本地供气商、燃

气商业用户不同企业之间“保供”责任也不清楚，基

本上由跨地区供气商独家来承担。未来应通过立法规

定供应方、需求方、燃气企业、管道企业、上游企业

在“保供”上各自的责任，对各主体承担的成本进行

合理性分析，对各主体承担的原本不属于自身的成本

有针对性地进行补偿。

（6）“理顺”：深化天然气价格机制改革，逐步

理顺存在的问题

价格机制是整个天然气产业体制改革的核心之

一，当前很多问题都集中于价格上。因此，应按照

“放开两头，管住中间”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思路，进一步深化天然气价格机

制，逐步理顺存在的问题。

①建立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鉴于很多地方终端

民用气价格多年未调整，应适时进行适当调整，一来

可以降低交叉补贴，缓解相关供气企业经营压力，还

可抑制浪费，促进节约。

②建立调峰价格机制。储气设施建设投资大，成

本高，只有建立调峰气价，提高储气库经济效益，才

能吸引社会投资储气库。

③建立差别价格体系。天然气需求量不仅存在较

大的季节性落差，而且不同的用气领域对供气的可持

续性和保供的要求也存在差异。为优化资源配置、平

衡供需或合理负担供气成本，应考虑建立阶梯价格、

季节差价、峰谷差价、可中断价格和气量差价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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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体系。

（7）“引导”：及时发布市场信息，合理引导社

会预期

①加强天然气供需情况的监测分析，及时掌握天

然气市场产、供、销动态情况，准确预测未来需求和

资源供应情况，完善对上游气源、储气库等冬季保供

资源数量、流向的监测，并对外公布，给市场以明确

信息。

②进一步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对部分LNG生产企

业和中间商恶意炒作和哄抬气价的行为，予以严厉查

处，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③考虑到当前气源短缺，市场供应主体不多，应

暂缓天然气交易中心竞价行为，避免引发涨价预期。

（8）“协调”：加强央地、部门、能源品种间协

调和政策配套

①加强中央与地方、不同部门在治理雾霾、应对

“气荒”方面顶层设计与政策落实之间的协调。顶层

设计既要科学合理，又要统筹兼顾，对治理雾霾、应

对“气荒”应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地方政府在具体

落实政策时，既要严格按照中央政策办事，又要考虑

当地实情，不能搞“一刀切”或“运动式执法”，将

指标任务层层加码，急功近利。

②天然气只是众多清洁能源中的一种，不能将大

气治理的重担全部集中于天然气行业上。应充分发挥

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水能、地热能等其它清洁能

源的作用，不同品种能源各司其职，协调发展，共同

实现清洁发展。

③在进行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推进财

政、税收、社会保障等相关配套政策的改革，降低因

改革所带来的对低收入阶层的冲击，兜住民生底线。

□  成都市城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610037）郑尚钦

□  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10041）刘晓辰

燃气企业的企业公民社会责任

摘       要：  一个企业的价值不仅在于所创造的财富，更在于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及能否扮演好一个

有良心的企业公民。燃气企业是构成社会有机整体的基本单元之一，作为公用事业单

位和“社会人”，必须评估自身活动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考虑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

远发展，自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关  键  词：  燃气   企业公民   社会责任

1      前言

进入21世纪，人们对企业的期望已经不仅仅是解

决就业、赚取利润和缴纳税收，更希望看到企业能有

效地承担起在推动社会进步、保护环境和生态、维护

市场秩序、扶助社会弱势群体、参与社区发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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