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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市燃气产业集团有限公司（312000）蔡剑明

论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经营区域的行政许可

摘       要：  住建部《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规定城镇燃气经营许可应明确燃气经营企业相应的经

营区域。本文分析了管道燃气经营企业与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在经营上的差异特点，比

照了城市燃气企业与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的经营许可的差别，认为对城市管道燃气经营

企业应明确经营区域，对于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则不应限定其具体的经营区域，同时对

加强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跨区域监管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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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国家对燃

气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申请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企

业具备法定条件的，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

理部门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后，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依法办理登记手续。2014年11月19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印发《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根据该办法，城市燃气管理部门对

符合条件的燃气经营企业颁发许可证，许可证内容包

括：准予许可的燃气经营企业名称、燃气经营许可证

编号、企业注册登记地址、企业法定代表人、经营类

别、经营区域、发证部门名称、发证日期和许可证有

效期限等。而燃气企业通常分为管道燃气企业与液化

石油气经营企业（以下简称“LPG企业”），因两者

经营特点不同，燃气管理部门不能利用行政许可权简

单地对其经营区域进行限定。笔者认为，应当取消燃

气行业主管部门对LPG企业经营区域的限定，在燃气

经营许可证中删除“经营区域”这一项目。

1　 燃气经营许可制度设定经营区域对LPG企

业的影响

《办法》规定的燃气经营许可设定了包括LPG企

业在内燃气企业的经营区域，意味着LPG企业不能在

《燃气许可证》载明的经营区域之外开展LPG经营，

否则即是行政违法经营。然而这与类似行业经营许可

的通行做法不符，与国家建立统一市场体系、加强区

域统筹的精神更不符。

 （1）限定LPG企业经营区域的做法与行政许可

的通行做法不符

《城市燃气管理条例》规定对燃气经营实行行

政许可很有必要，但笔者以为，对管道燃气企业的

经营许可与LPG企业的经营许可应有所差别。前者

实施的是排他性的特别许可，即通常所谓的“特许

经营权”，在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划定的经营区域内

仅允许一家管道燃气企业开展经营。首先从经济学

上讲，燃气管网经营具有成本弱增性的特点，一家

企业的特许经营的效率高于多家企业的经营。第二

是为了避免同一区域管道燃气经营企业间的恶性无

序竞争，保证社会公众安全和秩序。第三是节约城

市地下管位资源，统一规划建设可以避免同一地段

多条燃气管线铺设。而对于LPG的经营，应实施一般

的行政许可，即只要申请企业符合《城市燃气管理条

例》规定条件，燃气行业管理部门应当依法许可，

一般不应存在数量上的限制或者其他特殊要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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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许可与建筑施工或危险化学品的经营许可类似，

尽管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经营对资质、技术与安

全等有特殊要求，从社会公共安全的角度出发，必

须对这些企业严格监管。但只要申请企业符合规定条

件，建筑行业主管部门等应依法予以许可，不许可

即违法。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对建筑施工或者危化品经营

等企业，虽然法律规定须明确公司的注册地，但企业

实际的经营区域却不受注册地限制。他们不但可在公

司注册地或许可机关的住所地开展经营，也可在中国

大陆任何地区开展经营活动，其他法律法规及其规章

办法均没有对企业的经营区域设置限制条件。而《办

法》对LPG企业设定经营区域，即限制甚至剥夺了

LPG企业的正常经营权，属于僵化的计划经济手段。

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如纯粹是担心对LPG企业跨区域经

营无法实施可靠监督，那么危化品生产企业岂不更是

危险，更应如此？！而事实上，危化品企业生产许可

证并没有类似对于经营区域的规定。退一步讲，如各

LPG企业严格按许可证规定在限定经营区域，一旦某

一地域内没有依法成立的LPG企业或虽然有LPG企业

但因种种原因无法正常供应或停业，那么该地域岂不

会没有LPG可供？！一些老百姓与企业的生活生产必

将受到影响。

（2）限定LPG经营区域的做法与国家建立统一

市场体系的精神不符

限定LPG经营区域，人为地将本原可以并且应当

实施充分竞争的市场予以人为分割。虽然邻近LPG企

业也可以到区域之外建站经营LPG，但由于LPG建站

涉及安全条件较高（如安全间距等），规划选址难度

较大，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原本可供发的土地资源

稀缺，建站极不容易。因此这些LPG企业就如同遇到

“玻璃门”，即使自身的质优价廉服务水平亦较高，

因受限于经营区域，也只能望洋兴叹、徒呼奈何！当

然个别LPG企业可能会选择违法跨区域经营，那样属

地燃气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执法成本与难度均会很

高。因此笔者认为，限定LPG经营经营区域与国务院

鼓励建立全国统一的规范的市场体系精神不符。它只

会造成区域间市场分割，不利于LPG优势企业做强优

大，淘汰落后企业，也不利于当地民生得实惠，不利

于提高社会公共安全。

（3）限定LPG企业的经营区域与中央加强区域

统筹发展的精神不符

中央提出加强区域统筹发展，其中之一即是要统

筹协调区域发展布局与要素。作为涉及社会民生和

公共安全的燃气服务，同样应当列入区域统筹发展

的范围，要坚决避免小而散、小而全，避免燃气资

源不必要的重复建设。燃气经营许可限定LPG企业经

营区域，势必造成每个区域不管它是否有必要建设

LPG经营设施、储配场所，不管是否能够通过市场

竞争与企业自行调节解决，都必须建设本区域的LPG

储配设施，而这又与中央有关区域统筹发展的精神不

相符合。

2　 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从规范LPG行业经营、保障公众

利益与安全的角度出发，提出如下建议：

（1）尽快取消LPG经营许可的经营区域限制     

对取得城市LPG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可不受行政

地域的限制依法开展经营。同时对于LPG经营企业要

求在异地建设LPG贮配站（不含调瓶点）的，事先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本建设程序规范进行报

批，取得批准后方可建设经营。跨区域设置调瓶点

的，应当符合相应安全要求，并向注册地及建设地燃

气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2）加强LPG气瓶运输车辆及人员的监管

这是加强LPG企业异地经营安全监管的关键环

节。LPG经营企业应当严格按危化品运输的法律法规

要求配置车辆、人员，严格按规范加强管理，以确保

LPG运输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属地燃气行业管理部

门对跨地区经营的LPG企业可实行备案制管理，以及

时全面了解本地区LPG行业经营情况，督促相关LPG

经营企业规范运行。

（3）加强LPG气瓶及销售人员的管理

现国内仍有一些城市LPG经营企业在对非自有瓶

进行充装，安全问题比较突出，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应

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监管，以净化市场，保障公众安

全。对各类销售人员特别是送气工，燃气行业管理部

门应当加强监管，推行职业资格准入，提高安全意识

与操作技能，提升从业队伍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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