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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710016）赵东旗

加快推进陕西乡镇气化工作探讨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生活能源各乡镇因地制

宜，尤其是陕南、陕北地区，采用秸秆、柴薪、煤炭

作为燃料的占大多数，既浪费能源又污染空气。天然

气作为一种清洁高效能源，目前在我国主要城镇已大

面积推广，不仅惠及更多百姓，同时成为建设美丽乡

村、治理大气污染有效手段之一。本文结合陕西实

际，就目前陕西乡镇气化模式、乡镇气化工作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办法进行探讨。

式等关联信息的数据分析，对其消费行为进行有效预

测，针对用户推出个性化、差异化的收费服务，提供

燃气器具销售与增值服务，为用户提供燃气器具更新

建议、用能优化解决方案等，为燃气企业业务模式创

新带来机遇。

5     结论

未来，“互联网+”天然气必将作为能源互联网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变整个传统能源领域和传统企

业的运营模式。作为传统的公共服务类企业，城市燃

气企业的服务手段和水平，正面临互联网时代消费者

的“挑剔”。融入“互联网+”，也正是燃气企业改

善用户体验、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的重要机

遇，发展潜力不可小觑。它不仅会拓展燃气市场的外

沿，为用户提供更好的能源利用，还将通过大数据分

析，进行管网的优化，为用户提供更好的能源消费方

案。同时，可降低运行成本，创新业务模式，为用户

提供全方位的用能服务和更好的用能体验，也为企业

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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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气化乡镇的供气模式

因乡镇的具体情况不同，可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

方式解决乡镇供气问题。

（1）管道天然气供气模式。需要燃气经营企业

将管道从上游管网的分输站或阀室铺设到下游用户，

一般适用于在长输管道途经的乡镇，或是距离长输管

道较近地区。管道天然气的优势是价格稳定，供气保

障系数最高。

（2）压缩天然气供气模式。适用于乡镇周边有

天然气加气母站，且周边道路允许槽车运行，且天然气

使用量不大的乡镇。目前，一台槽车的运量在3 000m3~ 

4 000m3天然气左右。相比管道天然气，压缩天然气

成本较高，需要终端用户有一定的经济承受力。

（3）液化天然气供气模式。其优势是一次运输

量大，一车气按50t计算，可运输72 500m3天然气，一

次运输量可抵18辆槽车的运输量，尤其适用于冬季雨

雪封路，槽车无法及时保障用气的乡镇，提前储运液

化天然气，可保障一般乡镇居民的正常用气。但液化

天然气价格不稳定，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大。

2     气化乡镇的投资模式

（1）燃气企业投资模式

燃气企业投资并进行运营，是当前乡镇气化的

主要模式。以陕西省为例，全省107个区县，榆林地

区约14家天然气公司、延安地区有6家天然气公司、

铜川地区有2家天然气公司、渭南地区有9家天然气公

司、西安市有7家天然气公司、咸阳地区7家天然气公

司、宝鸡地区7家天然气公司、汉中地区有5家天然气

公司、安康地区约5家天然气公司、商洛地区5家天然

气公司。这些天然气公司经营着一个县域以上的区

域，还不包括一些规模较小，以一个加气站为经营主

体，辐射周边乡镇的小的燃气运营企业，其投资模式

主要采用股份制或独立资本形式投资运营。陕西省有

国家级重点镇37个，省级重点镇24个，省级重点示范

镇6个，省级文化旅游名镇10个，这些乡镇全部由上

述燃气企业投资运营。

（2）PPP模式

PPP模式（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字母

缩写），通常译为“公共私营合作制”，是指政府与

私人组织之间，为了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或

是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

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并通过签

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确保合作的顺利

完成，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

的结果。

燃气服务作为一种典型的基础设施项目，近年来

PPP的运营模式已从城市燃气运营发展到了乡镇。PPP

模式主要采用BOO（建设-拥有-运营）模式运作，整

个项目在前期的建设由社会资本方负责（B），建成

后产权归前期投资者所有（O），在特许经营期内的

经营权归前期投资者（O）。

以陕西省铜川市为例， 2015年12月在耀州区照

金镇田峪社区开始了“美丽乡村”气化工程项目，这

是财政部2015年公布的全国第二批206个PPP示范项

目之一，总投资1.64亿元，其建设内容包括耀州区9

个重点镇区、40个中心社区、35个生态示范村、13个

旅游特色村乡镇气化项目。铜川市天然气有限公司作

为项目的实施主体进行投资运营，该项目实施推进了

铜川市“美丽乡村”建设，有利于实现乡镇基础设施

均等化，有利于促进节能减排，防治大气污染，是全

国在乡镇一级实施PPP项目的一次成功实践，具有在

乡镇气化领域推广的示范意义。 

3     气化乡镇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目前陕西省实施乡镇气化实际情况看，主要存

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3.1  经济能力制约乡镇气化的发展

我国东部的乡镇，其民营经济较为发达，一个乡

镇的经济总量部分比西部地区一个县域的经济总量都

大，企业和居民较为富裕，经济承受力较强，上述3

种供气模式均为适用，故天然气普及率非常高。而作

为地处西部地区的陕西省乡镇，通常人口数量较少，

用户分散，缺乏各类大的经济实体，且远离长输管

道，仅仅依赖乡镇居民和少量的餐饮业，机关、事业

单位生活用气，其用气需求偏小。进行乡镇气化一次

性投资较大，投资回收周期较长，投资回报率极低，

有些乡镇如果仅靠燃气企业独立投资运营，企业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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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处于亏损状态，所以经济因素制约了燃气企业发展

乡镇气化工作的积极性。

3.2  乡镇气化运营成本高制约其发展

陕西大部分乡镇因用气人口居住分散，用气量

较低，部分居民安全意识较城镇居民差，且随着我国

城镇进程的加快，大量乡镇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变

化，乡镇居住人口主要以老人及小孩为主，安全用气

风险远高于城镇。燃气企业为了安全运营，必须加大

人员和材料成本的投入，反而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

本。部分企业为了盈利，降低了材料投入、减少运营

人员配备，采用低成本运行，增加了安全风险。 

4     乡镇气化主要问题的解决办法

为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美丽乡村”号

召，保障城乡居民在公共服务领域享受“均等化”服

务，为把乡镇治理成天美、水美的美丽人居环境，气

化乡镇需要政府部门和燃气企业共同努力。

4.1  企业投入与政府补贴相结合

据目前情况看，陕西省乡镇气化工作走在前列的

地区，均采用了企业投入与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模式。

政府在建设美丽乡村的工程中，各级财政均有一定的

资金支持，需要燃气企业积极配合各级政府部门，争

取财政支持。在管道建设、场站征地，乡镇居民一家

一户的安装费收取方面，取得一部分的财政补贴。如

有些地区出台了天然气进户安装费每户300元~1 000元

不等的补贴，在乡镇管道建设中政府拿一半，燃气企

业承担一半的办法，在场地的使用上，免费使用场地

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办法。

4.2  加大PPP模式的推广运用

大力推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充分

发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提高

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促进“美丽乡村”建设。

以宝鸡市为例，市政府2016年在眉县召开“农村

气化”现场推进会，提出把“农村气化”工程作为美

丽乡村、幸福宝鸡建设的务实之举，作为消除农村面

源污染、深化大气污染防治，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一

项惠民举措。全市“气化”工程费用采取财政补贴、

村民自筹、村集体补助、企业让利等方式筹集，市财

政安排专项资金，对新建并完成“气化”的村，按每

户300元的标准进行一次性奖补。各县区参照市级补

助标准，也予以相应补助，各县区还制定了扶持政

策，确保困难群众共享“气化”成果。

“乡镇气化”是一项生态工程，更是一项民生

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美丽乡村”建设，2013年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的发布，更是为改善城镇及乡村的空气质量

提供政策支持。我们作为燃气企业应抓住当前机遇，

扩大乡镇气化范围，使气化成果惠及更多百姓，为建

设美丽乡村、治理大气污染做出贡献。

工程信息

百川能源2016年12月21日晚披露定增预案，

拟募资不超过18亿元，用于香河县“村村通”燃

气工程项目和三河市“村村通”燃气工程项目。

香河县“村村通”燃气工程项目投资总额约

9.55亿元，拟使用募集资金7.53亿元，将涵盖香河

县内约300个村，铺设管道长度约2 250km。项目建

设期约2年。三河市“村村通”燃气工程项目总投

资12.7亿元，拟使用募集资金10.47亿元，将涵盖三

河市内约321个村，铺设管道长度约3 170km。项目

建设期约2年。                               （本刊通讯员供稿）

百川能源拟募资18亿元 实施“村村通”燃气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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