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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政企联动”
防范城市燃气管道第三方破坏事故

摘       要：  随着城镇化建设加快，各类工程项目日益增多，部分施工单位法律意识淡薄，因野蛮施工

导致第三方施工损坏燃气管道事故频频发生。为深刻吸取近年来燃气爆炸事故教训，全面

防范化解燃气管道及设施安全风险，进一步厘清涉及燃气管道及设施保护工作相关单位安

全责任，本文从造成燃气管道及设施破坏的施工类型为出发点，详细探讨了如何通过“政

企联动”防止和减少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管道事故的发生，确保城镇燃气安全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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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根据中国城市燃气协会安全管理工作委员会发

布的《全国燃气事故分析报告》的数据统计，在2023年

169起已核实事故原因的天然气管网事故分析样本

中，事故原因排第一位的就是第三方施工破坏，占比

85.2%。由此可见第三方施工破坏已经成为燃气管道

安全运行的最大威胁，因此要充分调动整合社会各方

资源力量，完善工作体制机制，建立职责清晰、政企联

动、信息共享、协调有序的燃气管道及设施安全监管体

系，提高燃气管道及设施运行管理的智慧化、科学化、

专业化水平，切实保障城镇燃气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2     造成燃气管道及设施破坏的施工类型

2.1  市政设施建设类及涉路项目施工

该类项目一般为轨道交通、雨污分流、地下管线

建设、市政道路、涉路施工等，项目实施前一般到行

政审批部门办理审批手续，但部分施工单位安全意识

淡薄，抱着侥幸心理野蛮施工，极易导致因第三方施

工损坏燃气管道事故。

2.2  园林绿化施工

园林绿化施工主要包含外部施工占用公共绿地及

园林绿化项目两种类型。目前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

树木审批因无明确依据，部分地区行政审批部门暂未

将《燃气设施保护协议》签订情况作为办理审批手续

的申请要件，部分项目未与燃气企业实现信息互通。

2.3  社区（村居）内施工

社区（村居）内小散工程主要涉及老旧小区改

造、加装电梯、管线改造、道路修缮、村居绿化、村

居内开挖沟渠、翻新房屋等项目多为小型工程，大部

分不需办理审批手续。施工单位如未主动与燃气企业

对接，在不掌握燃气管道信息，未落实燃气保护措施

情况下施工，可能造成燃气设施破坏，威胁小区居民

的人身财产安全。

2.4  片区开发未移交道路的二次开挖施工

部分片区开发项目新建道路因多种原因建成后未

及时移交市政养护部门，因片区开发需要，可能造成

未移交道路二次开挖施工。这类项目不在行政审批范

围之内，燃气企业无法及时获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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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抢险抢修项目

抢险抢修工程具有突发性、紧急性、不确定性等

特点，施工前不需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抢险抢修过程

中，如在未探明地下燃气管道信息的情况下，极易引

发燃气管道破坏事故。

2.6  其他情况

个别项目未办理审批许可手续擅自施工，以及部

分项目虽与燃气企业签订了《燃气管道保护协议》，

但在非报备时间段或非报备区域内进行野蛮施工，对

燃气管道安全运行造成巨大风险隐患。

3     防范措施

3.1  严格执行燃气管道及设施保护工作要求

（1）落实燃气管道及设施保护措施。建设工程

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向燃气经营企业书面查询地下

燃气管道及设施的相关情况，涉燃气管道及设施控制

范围内的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应与燃气管线产权单位

签订燃气管道及设施保护协议，明确施工区域、施工

时间及联系人；施工作业前，建设单位须组织勘察设

计、监理、施工、燃气管线产权等单位共同对现场燃

气管道及设施进行核实，经各方核准确认并签订《燃

气管道及设施交底确认单》；在燃气管道及设施控制

范围内从事敷设管道、打桩、顶进、挖掘、钻探等可

能影响燃气管道及设施安全活动时，应共同制定燃气

管道及设施保护方案并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后方可实施

作业。同一工地如存在涉燃气管道及设施控制范围区

域工况改变、多次动土、单位变更等情形，建设单

位应组织各方重新签订《燃气管道及设施交底确认

单》。建设、勘察设计、监理、施工、燃气管线产权

等单位各执一份存档。

（2）建立城镇燃气管道及设施保护联动机制。

建议燃气主管部门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建立燃气管道及

设施安全保护网格化管理体系，明确落实街道、社

区、网格员、物业燃气管道保护监管责任，将涉燃气

管道及设施安全问题纳入网格日常巡查范围，发现燃

气管道及设施周边存在施工活动且未签订燃气管道及

设施保护协议的，立即通知燃气经营企业，燃气经营

企业负责跟踪确认；已签订管道保护协议，但作业前

未经签订《燃气管道及设施交底确认单》擅自作业

的，应立即向燃气经营企业报告，燃气经营企业应立

即制止，采取现场管控措施，制止无效的，报有关执

法部门依法依规处置。燃气经营企业要建立健全举报

奖励机制，增设专项资金，针对网格员、物业人员举

报未签订城镇燃气管道及设施保护协议和《燃气管道

及设施交底确认单》擅自作业、经确认确实可能或已

经对燃气管道造成安全隐患的，给予现金奖励。

（3）加强城镇燃气管道及设施日常巡查。燃气

经营企业要加大巡查人员力量的配备，增补燃气管道

巡查专业力量，按照燃气管道风险等级要求加强巡

视；对第三方工地、存在动工迹象、人员密集管段等

高风险的区域视具体情况增加巡查频次，在重点区域

设置警告标识牌，及时管控管线周边风险；发现涉及

野蛮施工、擅自动土开挖的，应立即报告有关执法部

门依法依规处置。

（4）建立健全抢险抢修应急联络机制。轨道交

通、水务、热力、电力、通信等设施单位应当与燃气

企业建立抢险抢修应急联络机制。如遇特殊情况确需

挖掘作业的，产权单位要及时与燃气企业取得联系，

燃气企业应派专人为抢险抢修现场燃气管道安全保护

工作提供技术指导。

3.2  严密构建燃气管道及设施安全保护监管责任体系

（1）落实建设项目审批监管部门责任。各类道

路挖掘工程、水务工程、道路交通工程、轨道交通工

程、园林绿化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电力设施工

程、城市照明工程、热力管线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等

建设项目审批监管部门依法办理施工许可或开工备案

手续时，涉及燃气管道及设施控制范围内施工的，要

求建设单位提供燃气管道及设施保护协议。

（2）夯实属地监管责任。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

任，建立健全燃气经营企业与社区网格联动工作机

制。督促街道、社区、网格、物业落实燃气管道及设

施安全保护工作要求，与燃气经营企业共同对燃气管

道及设施控制范围内的园林绿化施工、小区内施工、

片区开发未移交道路施工、交通安全设施等作业的点

位全部纳入日常巡查检查范围，落实燃气管道及设施

安全保护“最后一公里”。

（3）强化街道、社区（村居）内小散工程监管

责任。建议燃气主管部门组织镇街、社区（村居）、

物业服务公司进一步优化升级小散工程备案手续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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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明确备案时需提供燃气管道及设施保护协议和保

护方案等资料。重点监管需要动土开挖的涉燃气管道

及设施工程，严格督促项目建设主体落实燃气管道及

设施保护责任。

（4）压实建设项目主体安全生产责任。一是凡

涉及地下空间利用的建设项目，包括但不限于道路建

设、地下管线建设、地质勘探、园林绿化、交警设施

安装、轨道交通建设、片区开发、地下空间开发以及

其他包括钻探、机械挖掘、爆破的施工活动，建设单

位应对工程施工期间燃气管道及设施保护负总责，在

开工前查询燃气管道及设施，组织签订燃气管道及设

施保护协议并编制保护方案，作业前牵头组织落实燃

气管道及设施保护要求，并对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落

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二是施工单位对工程施工期间

燃气管道及设施保护管理负主体责任，具体负责编制

燃气管道及设施保护方案，落实燃气管道及设施保护

要求，做好燃气管道及设施标志标识维护工作，做好

现场动态巡查，对现场作业人员进行专项安全培训教

育和技术交底。三是监理单位对工程施工期间燃气管

道及设施保护管理负监理责任，负责审查施工单位编

制的燃气管道及设施保护方案和施工作业方案，发现

施工单位擅自作业应及时制止并向建设单位报告。四

是勘察单位负责协助建设单位对燃气管道及设施进行

探测、精探，探明具体位置。五是设计单位负责绘制

精确的地下管线综合设计图，在施工图设计交底时，

应包含地下管线迁改和保护管理等相关内容。

3.3  严格落实燃气经营企业安全责任

（1）加强燃气管道及设施巡查联防联控。全面

组织落实燃气管道及设施保护工作部署，按照燃气管

道风险等级要求加强巡视；定期组织管线巡查人员培

训考核，重点加强对燃气管道及设施巡查、应急处

置、风险辨识、第三方工地管理的培训。同时，要联

动沟通重点工地、重点管段周边社区或群众，并向社

会公布24h管道保护专线，建立联动沟通机制。

（2）强化涉燃气管道及设施施工交底警示。要

按照施工技术交底和宣传培训“面对面”要求，组织

涉燃气管道及设施工程建设、施工、监理等主体负责

人或现场负责人到场参加。加强燃气管道第三方工地

安全警示标识管理，通过拉警示带、张贴警示标语、

采取硬隔离标识等措施，提升警示效果。

（3）推进智慧管网预警系统建设。建立城镇燃气

管线安全监测预警一体化管控体系，通过在中压燃气

管网安装压力监测点和泄漏监测点、在施工作业区域

的第三方工地装设智能监控识别系统等技术手段，实

现全天候安全监控、风险自动识别、危险及时预警。

（4）完善应急体系建设。进一步优化应急点分

布、事故上报、值班值守及调度管理等工作要求，完

善应急工作流程，实现与建设、施工单位的协同处

置、应急联动；加强应急专业队伍及装备配备，定期

开展应急演练和应急处置培训，提升应急能力。

3.4  严厉查处惩戒涉燃气管道及设施违法行为

（1）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监管执法部门与燃气主

管部门、燃气企业等单位组成联合执法机构，将燃气

管道及设施安全保护落实情况作为日常监督和巡查检

查的重要内容。发现责任主体不落实燃气管道及设施

保护要求的，一律责令停工整改；对在燃气管道及设施

控制范围进行野蛮施工、破坏燃气管道及设施等违法

违规行为，一律予以制止，并依法从严从重从快处罚。

（2）加大“行刑衔接”力度。落实涉燃气管道

及设施保护违法行为“行刑衔接”工作，针对野蛮施

工挖破燃气管道及设施涉嫌犯罪的，有关执法部门要

依法追究涉事主体刑事责任。

4     结束语

城镇燃气安全是城市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

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只要燃气主管部门、

街道、社区（村居）燃气经营企业、建设单位、施工

单位、监理单位、市民大众等全社会要素积极参与、

有效联动，并完善机制、优化制度、明确职责、信息

共享，严格落实各方工作责任，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

管道事故一定能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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