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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燃气普及水平的分析研究

摘       要：  2006年-2010年是我国城镇燃气发展的重要阶段，本文主要在我国城镇化范围内的燃气普及水平方

面做一些初步的定量研究。由于各国燃气工业发展的历程不同，本文也介绍了世界城镇燃气的消费

情况及在能源构成中的地位，期望能对今后研究我国城镇燃气普及水平的范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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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城镇燃气，包括人工燃气、天然气和液化

石油气等，具有多种气源并存，协调发展的特点。本

世纪以来，由于天然气的供给量明显上升，使城镇燃

气的发展呈现了崭新的局面。

历史上，我国的城镇燃气，侧重于城市部分，统

计资料也限于660个城市，自2006年起，住建部（建

设部）编制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开始发布县、

镇的统计资料，其中也包括县、镇的燃气资料，这是一

个十分重要的进步。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科技问题的

研究也有了深入的开展，对我国城镇化的水平做了许

多量化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由此使我

国的城镇燃气普及水平的研究也有了可靠的依据。

2006年-2010年是我国城镇燃气发展的重要阶

段，也是讨论燃气在世界能源构成中所起作用的重要

时期，本文在我国城镇化范围内的燃气普及水平方面

做一些初步的定量研究。由于各国燃气工业发展的历

程不同，本文也介绍了世界城镇燃气的消费情况及在

能源构成中的地位，期望能对今后研究我国城镇燃气

普及水平的范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我国城镇人口的计算依据【1】

我国城镇人口的统计及其预测值是计算城镇燃

气普及率的分母值，是一个重要的计算依据。建国

时，我国城镇人口数占全国人口10%左右，半个世纪

后（本世纪初）提高到40%。其中1949年-1958年从

10.6%提高到16.3%，平均增加0.63个百分点；1958

年-1978年从16.3%提高到17.9%，20年只增长不到

2个百分点（其中包括几年的负增长）；1978年-2002

年从17.9%增长到39.1%，24年增长了21.2个百分点，

年平均增长0.88个百分点（其中1998年-2002年，平

均增长1个百分点以上）。

2003年我国有设市城市660个，建制镇20 601个，

比1949年增加524个和15 000个。在660个设市城市

中，特大城市48个，大城市65个，中等城市222个，

小城市325个。建制镇数量已超过乡的数量。

我国城镇化的地区差异较大，2000年东部地区城

镇化水平为44.6%，中部地区为33.5%，西部地区为

27.66%，东西部相差17个百分点。

如果我国城镇化水平预测按年均增长1%计算，

据此预计2020年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7%左右，城镇

总人口8.28亿，推算可得我国成镇总人口从2002年至

2020年将增加3.26亿（包括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约0.37

亿在内）。各年份的预测值可见表1。

2     2006年-2010年实际的城镇人口数

根据住建部（原建设部）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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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总人口（万人） 城镇人口（万人） 农村人口（万人） 城镇化水平

2002年 128 453 50 212 78 240 39.1%

2010年* 135 000 64 700 70 300 47.9%

2015年* 140 000 73 750 66 250 52.7%

2020年 145 000 82 795 62 205 57.1%

表1  示范装置设备主要参数

注：（1） 2002年全国总人口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3
        （2）2020年末我国总人口145 000万人，数据来源：计生委
        （3）*笔者根据报告中的原表数据推算得到。

实际的城镇人口数，见表2。

（1）表中括号内为暂住人口数，在后续计算燃

气普及率时以常住人口加暂住人口作分母。建制镇、

乡建城区和镇乡级特殊区的暂住人口见后续的表5。

（2）比较表1和表2后可知，2010年表中的城

镇人口数预测值为6.47亿，而表2中的统计人口数为

6.414亿，说明城镇化研究的预测值有一定的参考意

义。由此可推知2015年、2020年城镇人口数的预测值

为7.37亿和8.28亿，可作规划的参数依据。

3      2006年-2010年我国城镇燃气的实际构成和

普及率

研究城镇燃气实际的用气构成和普及率时应按

表2中城镇人口定义的数量范围进行，包括城市、县

城、建制镇和乡建成区等几个部分的燃气状况。

3.1  2006年-2010年我国城市城镇燃气的构成和状况

（见表3）

（1）人工燃气的最大用气人口为2003年的4 792万

人，2010年减少了1 990万人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

气的最大用气人口为2005年的18 013万人，2010年减

少了1 483万人改用天然气，共计3 473万人。

（2）2010年天然气的普及率为43.1%，LPG为

41.9%，人工燃气为7.1%。

（3）表3中括号内的燃气普及率数为年鉴中的

值，除2006年外两者相差不大。

3.2  2006年-2010年我国县城城镇燃气的构成和状况

（1）由表4可知，我国县城的燃气化水平2010年

已达65%，是相当高的。用气人口中LPG为7 097.78万

人（78.84%），天然气为1 835.4万人（20.39%），人

工燃气为69.97万人（0.78%）共计9 003.15万人。

（2）表4中括号内的燃气普及率为年鉴中的值，

两者相差不大。

（3）由表3和表4可知：2010年市、县两级总用气

人口为：人工燃气：2 871.97万人，天然气：18 856.4万人，

LPG：25 627.78万人。共计47 356.15万人，其中人工

燃气占6.06%，天然气占39.81%。LPG占54.13%。符

合亚洲许多国家城镇燃气的发展从液化石油气开始的

规律。

（4）2010年城市、县城两级的供气总量为：

人工燃气：279.9+4.10=284亿m3/a，

天然气：487.6+39.98=527.58亿m3/a，

LPG：1 268.0+218.5=1 486.5万t/a。

家庭用气量为：人工燃气26.88+1.03=27.91亿m3/a，

占供气总量的9.8%；

天然气117.2+17.09=13.429亿m3/a，占供气总量的

25.5%；

LPG 663.9+174.97=838.87万t/a，占供气总量的

56.4% 。

（5）除家庭用户外，3种燃气主要供商业、工业

等用户，由于在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无这类用户的用

气量数据，难以对确实的用气量作推论和按国际常用

的燃气用户分类方法进行比较。

3.3  2006年-2010年我国建制镇、乡建成区、镇乡级

特殊区城镇燃气的构成和状况

（1）表5中的总人口包括暂住人口，减去表2中

建制镇和乡建城区的人口即暂住人口数。

（2）建制镇、乡建成区和镇乡级特殊区的统计

中无人工燃气、天然气和LPG分类的用气状况。从县城

的统计资料看，LPG的用气人口已达78.84%，天然气仅

占20.39%，估计建制镇等使用LPG的用户数会更多，

不会低于县城数。村庄内无用气户数的记录资料。

赵志楠·我国城镇燃气普及水平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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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镇 乡建成区 镇乡级特殊区

总人口
（万人）

用气人口
（万人）

燃气
普及率%

总人口
（万人）

用气人口
（万人）

燃气
普及率%

总人口
（万人）

用气人口
（万人）

燃气
普及率%

2006 16 375.4 6 120 37.4% 3 761.7 596 15.8% — — —

2007 15 520.3 6 696.3 43.2% 3 619.42 610.5 16.9% 297.49 89.2 30.0%

2008 16 315.69 7 254.0 44.5% 3 626.7 638.4 77.6% 327.02 116.4 35.6%

2009 16 325.46 7 090.6 43.4% 3 529.87 645.7 18.3% 297.11 119.4 40.2%

2010 16 578.04 7 468.9 45.1% 3 489.57 662.2 18.98% 423.89 193.6 45.7%

表5  建制镇、乡建成区、镇乡级特殊区，村户籍人口2006-2010年的燃气化状况【2】

 （3）2010年燃气的普及率为：城市达到92%，

县城达到65%，建制镇达到45.1%，乡建城区19%，

镇乡级特殊区占45.7%。

（4）2010年，建制镇，乡建成区、镇乡级特殊区

的用气人口为：8 324.7（7 468.9+662.2+193.6=8 324.7）

万人，加上市、县的全国用气总人口为55 680.85

（47 356.15+8 324.7=55 680.85）万人，城镇总人口

为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即6.414+0.41+0.1236+0.2675+

0.0252+0.0054=7.2457亿人，城镇的燃气的普及率为

76.85%（55 681/72 457*100%=76.85%）。

如仅研究城市部分，且按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中的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分类方法（分

类三），则总供气量，家庭用气量，家庭用户数和家

庭用气人口可见表6。

由表6可知：

（1）东部地区城市天然气的用气人口仍低于液

化石油气的用气人口，表明基础设施的建设较艰巨，

以天然气替代液化石油气的速度较难，东部地区人均

LPG的消费量高于其他地区。

（2）东部地区城市家用电热设备的使用较多，

家庭人均天然气的使用量低于西部。

（3）中部地区天然气和LPG的用气人口量相

近，西部地区天然气的家庭人口大大超过LPG的用气

人口，说明西部地区气源的优势条件。

按分类三的城市用气人口状况，见表7。

由表7可知：

（1）从燃气的普及率看东部城市为98.35%

（18 529.34/18 839.51×100%=98.35%），中部城市为

85.83%（6 986.78/8 139.88×100%=85.83%），西部

城市为84.96%（6 754.20/7949.48×100%=84.96%），

东北区城市为89.33%（4 055.57/4 539.93×100%= 

89.33%）

 （2）东部城市家庭用户的普及率已达98.35%，

今后天然气的发展方向是替代原人工燃气和液化石油

气的用户。 

4     世界天然气的消费量按用气类别的预测值

2012年6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的25届世界燃

气大会上，国际燃气联盟对世界天然气的总消费量和

四个常用分类部门的消费量按世界八个大区的研究资

料做了汇总，并强调代表的仅是专家组的意见，汇总

资料中用图例表示，在此按图中的比例，近似的用表

8表示。

从2010年-2030年，世界天然气工程项目年增约

1.4%[3]，2030年达到47 000亿m3，比2010年增加

15 000亿m3。全球各大地区虽经济有不同程度的回

落，但新增的用气项目仍很多，燃气的消费量仍有不

同程度的增长。增长最快的在亚洲（由中国驱动）、

非洲和中东。

国际燃气联盟的专家也对全球一次能源在不同

时期的消费量和消费结构做了预测，并用图表示。为

节省篇幅，本文按图示的比例得出2030年一次能源在 

8个大区的消费状况，总量为17 000Mtoe（百万吨油当

量）：北美为3 666.9Mtoe，拉美为666.4Mtoe，欧美为

1 999.2Mtoe，非洲为999.6Mtoe，中东为999.6Mtoe，

独联体国家为1 332.8Mtoe，亚洲为5 332.9Mtoe，亚太

地区为1 999.2Mtoe，亚洲地区增长量最大。

2030年，能源结构为：煤4 250Mtoe（按1吨油当

量相当于1.4286吨标煤计算，相当60.75亿吨标煤），

赵志楠·我国城镇燃气普及水平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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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人口 用气人口

地区 暂住 合计 人工燃气 天然气 LPG 合计

东部 16 841.99 1 997.52 18 839.51 823.49 8 366.89 9 338.96 18 529.34

中部 7 334.83 805.05 8 139.88 826.88 3 176.27 3 183.63 6 986.78

西部 6 931.76 1 017.72 7 949.48 570.15 3 823.60 2 360.45 6 754.20

东北 4 264.96 274.97 4 539.93 781.42 1 654.46 1 619.69 4 055.57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2025年 2030年

天然气的总消费量 32 000 36 000 40 000 44 000 47 000

居民和商业 7 500 8 100 8 800 9 300 9 700

工业 8 500 10 000 11 000 11 700 12 200

电力 12 800 14 000 14 800 17 000 19 000

交通运输 690 900 1 010 1 150 1 500

表7  按分类三的城市燃气用气人口状况【2】

表8  世界天然气的总消费量和各用气部门的预测（108m3）【3】

燃气
类别

地区
总供气量 

（亿m3）/万t
家庭用气 
（亿m3）

家庭用户数
（万户）

家庭用气人口
（万人）

户均用气
（m3/户）/（kg/户）

人均用气  
（m3/人）（kg/人）

人 
工
燃 
气

东部 220.99 10.23 273.56 823.49 373.96 124.23

中部 27.00 6.38 176.22 626.88 362.05 101.77

西部 23.99 5.13 179.26 520.15 286.18 89.98

东北 7.95 5.14 242.46 781.42 211.99 65.78

天
然
气

东部 259.97 47.92 2 773.98 8 368.89 172.75 57.27

中部 68.84 17.00 917.30 3 176.27 185.33 53.52

西部 140.55 44.29 1 332.26 3 823.60 332.44 115.83

东北 18.21 7.95 539.12 1 654.46 147.46 48.05

液 
化 
石 
油 
气

东部 883.85 402.31 2 990.67 9 338.96 134.52 43.08

中部 178.40 100.53 903.47 3 183.63 111.27 31.58

西部 122.80 85.49 623.26 2 360.45 137.17 36.41

东北 82.97 45.52 490.94 1 619.69 92.72 28.10

表6  按分类三的城市燃气供气总量和用气人口状况【2】

注：上述4个类别用气量之和不等于总消费量，原因是作为原料用的天然气等不包括在内。

石油4 539Mtoe，气4 369Mtoe，核能1 139Mtoe，可

再生能源2 720Mtoe（总量仍为17 000Mtoe），天然

气在世界能源构成中的比重达到25.7%，略低于石

油的26.7%，但高于煤炭的25%，化石燃料总量仍占

77.4%。        

我国专家对天然气发展设想的资料【4】估计2020年

国内天然气的生产量为2 300亿m3，其中常规天然气

为1 100亿m3，非常规天然气为1 200亿m3，非常规天

然气中致密砂岩气为800亿m3，煤层气为300亿m3，页

岩气为100亿m3，国产天然气的生产量占60.5%，进口

1 500亿m3，共计3 800亿m3。2030年国内生产总量为

3 800亿m3，其中常规为1 500亿m3，非常规为2 300亿

m3，非常规中致密气为1 000亿m3，煤层气700亿m3，

页岩气600亿m3，国产天然气的生产量占60.3%，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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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2 500亿m3，总计6 300亿m3。

5     对我国城镇燃气发展的几点认识

世界城镇燃气1812年始于英国，2012年刚好是

200周年。200年来从照明开始，已发展成一个庞大的

能源部门，原因是世界天然气工业的发展已成为一个

重要的能源支柱，由于在化石燃料中天然气的主要组

分甲烷（CH4）的碳/氢比最小，完全燃烧后所排放的

温室气体CO2也比其他化石燃料少，因而更为人们多

关注。但是不论何种能源资源均包括采集、处理、输

送、储存、分配和应用等几个部分，缺一不可，在化

石燃料中气体燃料又是难度最大的一种，其输送、储

存和分配的基本建议投资都很大，又是易燃易爆和带

压输送的燃料，安全要求很高，常使发展速度受到影

响。例如以地下气库建设为例【7】，当前693个气库的

工作容积已达到3 590亿m3，预测2030年844个气库工

作容积将达5 000亿m3。由表8可知，从世界天然气的

利用情况看，作为发电所占的比重最大。民用户的燃

气普及率已不是国际上反映燃气利用水平的主要追求

“标志”。从我国情况来看，家庭用的电炊、电暖、

电热水器在许多大城市增加很快，加上熟食品的普及

导致城市户均或人均用气量在不断降低，而县城的户

均或人均用气量反而多于城市的（见表3和表4）。如

仅从燃气普及率指标来看，按上述统计，我国已是在

世界各国的前列，东部地区城市已接近饱和98.33%，

城镇燃气的普及率已达到76.85%。2010年城市中普及

率达到100%的有103个，但家庭用户的耗气比例又较

小（2010年天然气的家庭用量为117.2亿m3，为总供气

量的487.6亿m3的24%，因此，必须发展其他类型的用

户，研究各类用户直接用气的经济性。国际上特别注

意气、电的比价关系，气、电的比价关系成为一个经济

合理性的重要指标，欧洲各国的气、电比价可见表9：

由表9可知，所以取100kWh和GJ的单位，原因

是两种单位的电、气价大约相当，有的国家电价略

高于气价，有的国家则气价略高于电价。以相同热

值的电、气价比较时可知100kWh=0.36GJ（1kWh= 

3 600kj=0.0036GJ）。相同热量的气价约相当电价的

36%，按上表计算欧盟27国的电、气比价时，则气价

相当电价的0.36×（14.95/15.28）×100%=35.2%。我

国天然气按热量计，约每m3相当10kWh（9.88kWh），

若电价每kWh为0.6元，则9.88kWh电价为5.93元，如

气价为2.2元/m3，则天然气相当等热量电价的37.1%

（2.2/5.93×100%=37.1%），气电价格比略高于欧盟

27国。北方地区采暖和工业改用天然气后，如价格上

调也必须被用户所接受。当前应特别注意讨论温室气

体CO2在使用天然气后比烧煤减少的数量。

按中国科学院能源领域战略研究组编写的《中

序号 国家 电（欧元/100kWh） 气（欧元/GT） 序号 国家 电（欧元/100kWh） 电（欧元/100kWh）

1 欧盟27国 15.28 14.95 14 英国 13.16 11.76

2 欧盟地区 16.05 16.98 15 西班牙 12.25 14.23

3 丹麦 25.79 30.84 16 匈牙利 12.22 7.16

4 意大利 23.29 18.34 17 法国 12.11 13.46

5 荷兰 21.80 18.42 18 波兰 11.84 10.69

6 法国 19.49 18.45 19 捷克 10.67 9.45

7 瑞典 17.14 26.58 20 斯洛文尼亚 10.64 13.86

8 卢森堡 16.84 11.52 21 罗马尼亚 10.17 9.05

9 爱尔兰 16.62 16.73 22 立陶宛 7.76 7.04

10 比利时 15.81 12.89 23 爱沙尼亚 7.50 5.89

11 奥地利 15.45 15.99 24 拉脱维亚 6.88 7.50

12 斯洛伐克 15.37 11.48 25 保加利亚 6.60 8.83

13 葡萄牙 15.00 13.88 26 克罗地亚 9.23 8.15

表9  2002年包括税收在内的欧洲各国电力、燃气价格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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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至2050年能源科技发展路线图》一书的宏观分析

中：煤炭排放系数取2.66t CO2/tce， 石油排放系数为

2.02t CO2/tce，天然气排放系数为1.47t CO2/tce，可做

考虑。

国际上的用户类别中新加的一类是交通运输用气

（表8），2015年为900亿m3，约占总供气量的2.5%。

国际分析NGV（天然气汽车）在全球汽车行业中所

占的比重2005年为0.5%，2015年为2.62%，2030年为

7.19%【6】。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发展已下降，亚太地

区有增加。天然气作为交通运输燃料主要在公共运输

部门，国外特别注意在机场、公交、农场和水上船舶

使用，有固定的运输路线和范围，可充分发挥加气站

的作用。

2012年6月底，住建部发布了全国城镇燃气发展

“十二五”规划，在“十二五”（到2015年），城镇

燃气供气总量约1 782亿m3，其中天然气供应规模约

1 200亿m3。无疑是一个雄伟的规划，“十二五”期

末我国的城镇燃气将有更大的发展。城市燃气的普

及率将带到94%以上，县城及小城镇的燃气普及率达

到65%以上，从本文的上述资料分析可知“十一五” 

城市燃气普及率提高了3.45个百分点（表3），县

城提高了12.63个百分点（表4）。全国用气总人口

已达5.57亿人比规划要求的6.25亿仅差0.68亿，如

除以2015年的城镇预测人口7.3750亿（表1），城

镇燃气普及率可从76.85%提高到84.7%。困难的是

“十二五”末，离规划发布日仅三年半时间，能否按

规划中的气量完成，仍尚有许多工作要做，分项的规

划还不明确，如分布式能源系统等，具体规划的目标

能否完成，三年之后可得到验证。

（文中引用的部分参考文献来自李猷嘉院士提供

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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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信息

2013年1月18日，中国燃气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与安徽六安霍邱县范桥镇人民政府成功签订项目

建设条约。

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率先在霍邱县范桥镇

建一座燃气加气站，主要向居民、公建及工商业

安徽霍邱县范桥镇LNG项目成功签约

用户输送管道燃气。该项目总投资3 300万元，其

中固定资产投资2 000万元。项目建成后年实现销

售收入3 500万元，创税200万元，可解决10个就业

岗位。

（本刊通讯员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