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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沙坪坝分公司（400030） 张娇  廖春梅

从经营管理环节浅谈燃气输差控制

摘       要：  本文通过对燃气输差成因的分析，着重从经营管理环节剖析输差控制，探讨实施输差管理的相关

举措，力求降低供气成本，把输差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为企业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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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天然气用户逐年增

多，城市燃气行业大多由最初政府扶持的公用性事业

单位转型为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但燃气企业又不同

于一般的工商企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管理服务型企

业，其产品定价受到一定限制；并且受温度、压力、

计量设备、管网损耗、泄漏、经营管理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产生燃气供销差（即输差）不可避免。那么，

如何将输差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降低供气成本，已

经成为影响燃气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输差的成

因较为复杂，来自不同环节的各个方面，笔者主要是

从经营管理环节就如何实施输差管理，落实输差控制

提出看法和建议。

2     燃气输差的定义

燃气输差的定义分为狭义输差和广义输差，人们

通常指的是狭义输差，即燃气供应量（门站下载点的

计量）与燃气销售量（终端用户的抄表量）之差；广

义输差又称财务输差，即燃气供应量（门站下载点的

计量）与燃气收费量（终端用户的收费量）之差。

已经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如果仅仅是加大抄表

量并不能降低企业当期的供气成本，只有通过对抄表

量和收费量双管齐下才能真正意义上控制输差成本，

为企业增效。

3     输差的成因

3.1  计量器具方面的原因

（1）计量器具的设计、选型

计量器具的设计、选型，一般根据用户提供的实

际用气负荷、所需压力、高峰低谷用气量等参数，进

行现场查勘，一旦用户提供的参数不准确，私自变更

用气设备，运行状况与预期出入太大，都会导致计量

器具选型上的偏差。如果计量器具与实际用气状况不

匹配，会有两种情况发生，一是“大秤称小物”，用

气量达不到计量的始动流量，小流量计量流失；二是

“小秤称大物”，用气量超过计量器具的最大流量，

不仅影响准确计量，而且缩短计量器具的使用寿命。

（2）计量器具的精度

计量器具是对精度有一定要求的计量仪表和设

备，由于气候、气质、维护、保养等多方面原因，计

量器具一般使用一定年限后会出现计量误差，因此，

对计量器具分类按要求实施周期检定是必要可行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量检定规程（JJG577—

2005）》——7.2.5.2项中对检定周期的要求：民用天

然气皮膜表最大流量≤10m3/h（即J2.5、J4、J6型皮

膜表）要求10年更换或实施检定；＞10m3/h（即J10、

J25、J40型以上的皮膜表）要求3年更换或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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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了规定，如表1。

（3）对温度、压力未有补偿的皮膜表

天然气体积计量的标准状态为20℃（293.15K）、

101.325kPa（一个标准大气压），由于皮膜表不带温

度、压力补偿，当气温下降、压力增大时，就会造成

计量偏小，所以冬季输差特别突出就是这个原因。

（4）IC卡智能表出现的计量故障

 为了解决抄表入户难的问题，推行使用了IC卡

智能表。通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发现，智能表一旦出现

计量故障，仪表不能切断，发现不及时，较易产生输

差。

3.2  管网方面的原因

（1）管网老化泄漏。重庆市主城区天然气埋地

主干管网大多运行了20年以上，因为管网老化、锈蚀

破损，引起泄漏不易觉察。

（2）野蛮施工引发泄漏。近年来，因野蛮施工

挖断天然气管网的事故时有发生，造成极大的经济损

失和安全隐患。

（3）施工碰口的放空量。在工程碰口作业、抢

险过程中，需要就近关闭阀门，碰口作业，其放空量

的大小对输差也造成一定影响。

3.3  经营管理方面的原因

（1）门站下载点的计量设备是否稳定运行。门

站下载点的计量设备一旦出现故障或者进行设备改

造，估产在所难免，如果及时发现，沟通协调，有利

于输差控制。

（2）抄表周期与供气周期不同步。天然气用户

数量庞大，抄表分阶段性进行，而对供气周期的结算

是相对固定的时间，抄表周期与供气周期的不同步，

会造成供气与抄表一定的差量。

（3）抄表不到位。个别抄表员责任心不强，业务

素质较低，漏报、瞒报，对未用户、封堵户缺乏管理，

以及抄表进不了户，都是抄表不到位的主客观因素。

（4）催费不到位。催费不力，措施不强，欠费

增多，导致财务输差加大，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当期

收益。

（5）计量工作不到位。如果不按规定对计量仪

表进行周检，不建立特种仪表的运行档案，计量仪表

缺电后没计量未被及时发现，对带有温度、压力修正

仪的计量仪表不做好机械表读数、修正前、修正后三

个数据的比对，容易造成输差损失不能被及时发现、

纠正。

（6）偷、盗气行为。虽然《重庆市天然气管理

条例》对偷、盗气有明确处罚规定，仍有少数用户铤

而走险，其手法越来越隐蔽，花样越来越翻新。

（7）用气“黑户”。一些关系户打通内部关节，私

自安装通气，无抄表户头。

（8）减免“人情气”。因移交、换表、过户、

类型 表型 准确度等级 检定周期

速度式流量计

涡轮流量计
涡街流量计

旋进旋涡流量计

0.1～0.5 1年

1.0～4.0 2年

超声波流量计 3年

膜式煤气表
qmax≤10m3/h A级、B级 只作首次强制检定

qmax＞10m3/h A级、B级 不超过3年

气体容积式流量计 腰轮表
0.2，0.5 2年

1.0～2.5 3年

差压式流量计
节流装置 2年

变送器 0.2～2.5 1年

压力表
精密压力表 0.2～0.6 不超过1年

普通压力表 1.0～2.5 不超过半年

表1  计量仪表法定检定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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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产等一些特殊原因的需要，某些工作人员拥有一定

调节气量、修改数据的权利，少数责任心不强的人员

滥用职权，甚至以权谋私，随意减免“人情气”，给

企业带来经济损失。

4     输差控制策略

4.1  计量器具的选型管理

（1）设计人员按照国家规范和技术标准进行设

计选型。

（2）现场查勘，核实用户提供的用气参数，合

理选用匹配的计量器具。

（3）供气压力超过3kPa的非居民客户须使用带

温度、压力修正的计量仪表。

（4）对日用气量超过3 000m3的重点客户计量器

具的选型，上报计量管理部门审批。

4.2  减少管网泄漏的策略

（1）对老旧管网锈蚀比较严重，抢险频率较高

的管线进行隐患整改、更新置换。

（2）加大对燃气管网设施的巡查、维护，对年

限较久的管线进行严密性试压，减少因泄漏造成的输

差以及安全隐患。

（3）做好碰口作业前的准备，尽量减少放空量。

4.3  经营管理环节中的输差控制

（1）加强门站计量点下载数据的比对。落实专

人对上游门站各个计量点每日数据的统计，并结合气

温的变化，用户增减的情况，做好数据横向和纵向的

比对，如果发现数据波动异常，查明原因及时报告；

参与上游门站的计量校验工作。

（2）夯实基础管理，完善客户档案。重庆燃气

公司自2006年起启用生产经营管理系统，纳入微机管

理，客户档案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是基础、关键的

环节。上面详细记录了客户的姓名、住址、用气性

质、通气时间、气表钢号，用气设备的增减变动、换

表、拆除等基本情况，对客户的用气指数，缴费指数

均有据可查，为生产经营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利用生产经营管理系统这个平台，对客户进行分

类，随时掌握重点客户、IC卡智能表用户、封堵户、

未用户的动态。

（3）强化内部管理，建章立制。为规范经营管

理行为，最大限度堵塞制度漏洞和体制缺陷，杜绝职

工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近年来，重庆燃气公司重拳

出击，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集体、工

业计量仪表管理工作的通知》、《加强供气管理单位

经营管理中若干重点环节工作的规定》、《借助生产

经营管理系统加强经营管理的暂行规定》等。这些通

知和规定，对数据抄录、收费，表务管理、权限管理

等各个业务流程作了明确规定和要求，为加强供气管

理，规范用气行为，降低输差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4）结合实际，制定输差实施细则。层层分

解输差指标，实行集团—分（子）公司—管理站

（科）—班组“四级”监督管理。首先是抄表组按时

按量完成当月抄表任务，管理站（科）每月稽查并做

好记录，分（子）公司定期组织检查并在分（子）公

司范围内做通报，集团职能部门组织不定期检查并在

集团内部做通报；实行分级管理，层层负责。由分管

领导全面负责生产经营输差管理工作，经管部门是输

差控制的牵头部门，上传下达输差整治的相关要求，

制定政策并组织培训、指导、实施考核细则，基层管

理站完成抄表、收费任务。

（5）加大考核力度，实行输差率和气费回收率

的双指标考核。多年来，集团按输差率和气费回收率

的双指标要求实施考核，环环相扣，“低奖超罚”；

落实到基层相关部门、个人，对抄表量、欠费数量上

的考核，纳入年终经营业绩考核；滞纳金的收取为保

证客户按时缴纳气费起到了良好的积极作用，但对于

一些故意拖欠气费的客户，加强与客户的沟通，加大

催费力度，采取停止供气等措施是必要可行的。

（6）按年度计划分步更换老旧气表。对使用8年

以上的居民膜式气表，重庆燃气公司承诺免费更换，

按年度计划稳步实施。

（7）对超期服役的计量仪表按计划开展校检工

作。建立重点计量仪表运行档案，根据使用年限按

“轻、重、缓、急”开展校检工作，校检不合格的，及

时更新计量设备；并对维修、更换、拆除记录在案。

（8）对未有温度、压力补偿J10以上的皮膜表，

根据设计压力采用系数修正。

（9）开展员工职业道德教育，组织业务培训。

开展职业道德和业务技能的培训，旨在增强员工责任

意识，提高业务技能。一些精密仪表对抄表员业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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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要求已不仅仅满足于看个数据这么简单，还包

括温度、压力补偿前后数据的比对，对设备性能的

了解，对修正仪脉冲、温度压力传感器的观察等等，

一旦出现故障或者人为因素的损坏，能及时发现并纠

正。

（10）权限制约，分级监督。在岗位设置、重要

操作权限上分人而设，作一些补充和限制，既有利于

工作的开展，又避免权限过于集中，缺乏监管；对大

中客户的抄表员实行换岗、稽查、复核机制，配备专

人定期对重点计量仪表的数据进行稽核。

（11）开展专项检查，加大偷盗气的查处。对

计量器具、旁通，修正仪电子脉冲接收端、温压传感

器的关键部位打封，封堵偷盗气的途径；建立稽查档

案，重点关注大中客户，定期开展工商集体用气行为

的专项检查，规范其用气行为，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12）定期开展IC卡智能表的检查。利用生产

经营管理系统的平台，了解IC卡智能表用户的购气动

态，定期开展IC卡智能表运行状况的检查。

（13）定期复检封堵户、未用户。建立封堵户、

未用户档案，每半年复检封堵户、未用户一次，对复

检仍未用气的未用户要求其办理封堵手续；并对低用

量户、用量变动较大的用户及时了解情况分析原因。

（14）认真做好输差分析。每月对生产经营情况

中的输差控制做重点分析，由经管部门定期组织召开

输差工作分析会，及时通报相关情况，总结经验，发

现问题。

5     结束语

输差控制是一项系统工程，按照“管理到位、措

施落实、责任落实、考核落实”的整体要求，任重而

道远，是企业综合管理水平的体现。截止2011年3月，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服务客户数达到258.8万

户，年供气总量18.78亿m3，每年输差率均有效控制

在5.5%以内，气费回收率在99.5%以上，这与企业实

施精细化管理，输差考核实行“低奖超罚”，建立输

差控制的长效机制分不开的，力求在各个环节挖掘潜

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下

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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