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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开发远郊区县的压缩天然气（CNG）市场是天然气生产和销售经营企业获取经济效益的新增长点 。

以北京远郊区县为例 ，分析了远郊区县的燃气市场需求 ，介绍了 CNG 瓶组供气的工艺原理 。通过实例 ，比较了在

远郊区县建设长输管线和 CNG瓶组供气站的成本 ，建设 CNG瓶组供气站更具有经济性 。在较为全面地分析了目

前在远郊区县建设 CNG瓶组供气站所存在的规划不统一 、安全隐患多 、价格不统一等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了远郊

区县 CNG瓶组供气运行管理模式的建议 ：明确产权归属 ，综合考虑经济性 、规模性以及与总体规划的统一性 ，在测

算 CNG运输成本基础上 ，设定一个合理的母站 、子站价格浮动范围 ，对专业经营者重新审定资质 ，不断提高安全准

入的门槛等 。

　 　主题词 　压缩天然气 　市场 　瓶组供气 　运营模式 　北京市

　 　压缩天然气（CNG）瓶组供气方式具有供气机动

灵活 ，操作简单等优点 ，它不仅能满足远郊区县居民

的生活用气 ，也成为采暖 、工业的清洁能源［１］
，但不

容忽视的运营管理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以

北京市远郊区县为例 ，分析其发展 CNG 的市场需
求 ，介绍了 CNG瓶组供气工艺原理 ，对 CNG站运营
现状进行了成本核算 ，指出现有 CNG 瓶组供气运营
模式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

一 、远郊区县的燃气需求

　 　 （１）城镇规划 。 郊区燃气市场是城镇燃气的潜

在市场 。北京市按照行政区划分为城区 、近郊区 、远

郊区 、远郊县四部分 ，远郊区县土地面积占全市土地

面积的 ９１ ．９％ ；常住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 ４０％ 。

　 　 （２）人口集中度的改变 。按照北京市城市总体

规划 ，城市建设重点要逐步从市区向远郊区县战略

转移 ，大力发展远郊城镇 ，实现人口和产业的合理布

局 。这样 ，远郊区的燃气需求将迅速增加 ，形成燃气

公司的潜在市场 。

　 　 （３）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随着北京整体经济

的发展 ，远郊区县的经济也有了不同程度的飞跃 ，远

郊城镇作为远郊区县的发展龙头 ，其城镇居民也在

向楼房居住过渡 ，经济条件逐步接近城市 ，已经具备

了实现天然气供应的基本条件 。

　 　 （４）大气环境治理的需要 。要改善北京市的大

气环境污染 ，必须从整个市域范围着手 ，尤其是处于

市区上风向的环境治理非常重要 。在远郊城镇发展

过程中 ，应保障天然气的供应 ，促进城镇的可持续发

展和北京市的大气环境治理［２］
。

　 　 （５）全市经济发展的需要 。对那些具备一定规模

的远郊城镇供应天然气 ，进一步改善远郊城镇的投资环

境 ，对提高全市的经济实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６）天然气供应技术日趋成熟 。 科学技术的发

展和各种天然气输配技术日趋成熟等 ，为远郊城镇

建立的初期系统开辟了新的道路 。

　 　 （７）市场经济运作的自发要求 。 在市区天然气

用户进入稳定发展期之后 ，小城镇是潜在的天然气

大市场 ，天然气生产和销售经营企业 ，如能抓住时机

进军远郊城镇市场 ，一定能获得良好的投资收益 。

二 、远郊区县的燃气供应

　 　 CNG的小区输配技术如下［３］
：

　 　 １ ．加压工艺

　 　利用高压或超高压天然气管网经多级压缩机将

天然气由 ０ ．４ ～ ４ MPa加压到 ２０ MPa ，压入 CNG 拖
车储气瓶组储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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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储运工艺

　 　将 CNG瓶组通过汽车运输到小区站内 。 目前

的瓶组主要有管束式和集装箱型两种 。单体运送能

力为 ３００ ～ ４ ０００ m３
。

　 　 ３ ．减压输送

　 　将瓶组内的 CNG通过小区内的减压装置 ，经三

级减压由 ２０ MPa 减到 ２ ０００ ～ ３ ０００ Pa 的用户压
力 ，输送到小区管网系统 。减压过程是一个绝热膨

胀过程 ，因此需要伴热系统提供热源 。

三 、经济分析

　 　 １ ．建站投资

　 　以 ３０ km运距计算 ，供气量约为 ３ ７００ m３
／d ，投

资约为 １８５元／m３
。而以同等规模供气建设管线（直

径 ２００ mm以内） ，不计临时征地和拆迁 ，每公里需

２５万元以上 ，远高于 CNG 小区站的建设投资 。 根

据专家测算 ，长输管线的日输气能力必须超过 ７ ×

１０
４ m３

，建设投资才能与 CNG站持平 。

　 　按一般规模小区供气 ，占地面积为 １ ５００ ～ ２ ０００

m２
。通常情况下此面积已包括在小区的建筑面积

中 ，因此 CNG站作为临时用地不再重复计算费用 。

由此可见 ，建设 CNG瓶组供气站 ，投资少 、见效快 。

　 　 ２ ．CNG瓶组供气站每年运行固定费用
　 　 （１）CNG钢瓶拖车租赁费每年 ２４万元

　 　 （２）成套 CNG减压装置租赁费
　 　设备原值 ８０万元 ，使用期 １５ a 。
　 　折旧费 ：８０（１ － ５％ ）／１５ ＝ ５ ．０６万元／a ；维护保养
费（折旧费的 ４０％ ） ：２ ．０２万元 ；合计 ７ ．０８万元／a 。
　 　 （３）人工费

　 　 １ ６００元／人 × １２月 × ８人 ＝ １５ ．３６万元／a（含三险）

　 　 （４）管理费

　 　人工费的 ２０％ ：３ ．０７万元

　 　 （５）水电暖通讯费（４万元）

　 　瓶组供气站每年固定费用总计为 ５３ ．５１万元 。

　 　 ３ ．瓶组供气站维持运行的最小供气规模

　 　按北京市目前 CNG趸入市场价到站价格 ２ ．５元／

m３
，各区县政府规定居民平均销售价格 ２ ．９元／m３

，供

销差 ０ ．４元／m３
。

　 　 小区最小供气规模 ＝ 固定支出／供销差 ＝

５３ ．５１／０ ．４ ＝ １３３ ．７ × １０
４ m３

四 、存在的问题

　 　 １ ．规划不统一

　 　 （１）CNG 存在多口管理的问题 ，例如区政府与

其镇政府各自为阵 ，管理上存在互相制约的矛盾 。

　 　 （２）由于目前对各郊县的发展战略是以当地投

资为主 ，所以各区县的发展不平衡 、财政资金普遍短

缺 ，直接影响到燃气用户发展的速度 。

　 　作为城市基础设施之一的燃气管网具有生产与

服务的两重性 ，具有促进城市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

的特殊功能 。要建设现代化的城市 ，并使城市经济

实现良性循环和高效益 、高速度的发展 ，就必须根据

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基础设施发展之间的内在联

系 ，确定合理的比例关系［４］
。

　 　 ２ ．安全隐患多

　 　以下从郊区县燃气供应的需求特点来分析 。

　 　 （１）安全保障性

　 　燃气属易燃易爆危险品 ，一旦发生事故 ，不但会

危及人们生命财产的安全 ，严重的还会影响城市社

会的安定 。因此 ，确保安全供应始终是燃气行业生

存的基础 。

　 　 （２）连续稳定性

　 　 燃气供应的中断或大的波动 ，将会给燃气使用

者的生产经营造成经济损失以及生活上的不便 ，严

重的还会造成社会生活的混乱 。因此 ，燃气供应必

须做到连续 、正常 、安全 、稳定 。

　 　 （３）系统性

　 　 城市燃气供应系统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以气源

种类不同形成独立的供应系统 。系统中任何一个环

节出现问题 ，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功能 ，从而影

响整个燃气系统的正常供应 。

　 　 （４）专业性

　 　城市燃气企业向各类用户供应的燃气是一种特

殊商品 ，其生产 、经营 、供应及使用均具有一定的危

险性 。因此 ，城市燃气供应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并非

任何企业都能承担 。

　 　可以发现 ，现行的属地管理 CNG 瓶组供应站的
方式 ，由于燃气供应商 、运营商的不同 ，人员流动大 ，

监管力度有限等因素 ，造成燃气供应在以上方面存

在的安全隐患 。

　 　 ３ ．难以形成规模

　 　目前在远郊区县应用的 CNG 瓶组供应运营模
式 ，由于投资分散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规模壁垒 ，

吸引了众多投资商 。当然 ，在考虑经济性的同时 ，技

术性上受 CNG 运输 、单车储气容积等方面的限制 ，

一个瓶组站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５］
。目前常见的

现象是由于投资主体的不同 ，人为分割建设供气站 ，

甚至有相距不到 ２ 公里就有一座独立的供应站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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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严重阻碍了燃气的规模化 、可持续性发展的速度 ，

同时给并入燃气主管网带来更大的置换成本 。

　 　 ４ ．价格不统一

　 　北京市发改委在 ２００６ 年进行非民用天然气销

售价格调整时（京发改〔２００６〕１４６８号） ，CNG 销售价
格为 ：母站 １ ．９元／m３

、子站 ２ ．５５元／m３
。 ２００７年北

京市发改委转发枟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天然气

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枠（京发改〔２００７〕２１５４号） ，对车

用 CNG 子站的销售价格进行了调整 ，上调为 ３ ．００

元／m３
，母站的价格不作调整 。因此对使用 CNG 的

管道用户没有影响 。 但是由于存在激烈的竞争市

场 ，且 CNG 的具体价格由各区县发改委通过价格听
证会确定 ，因此 ，无论是母站价格还是子站 ，各区县

差别极大 。

　 　 ①母站价格 。由于存在较强的竞争市场 ，出站

CNG 价格根据客户的取气数量有最多 １０％ 的浮动

空间 。

　 　 ②子站价格 。为了争夺有限的市场 ，众多区域

的运营商使用各种手段互相竞争 ，同时在各自的地

盘上争取最大的进销价差 ，实际零售价格在 ２ ．２ ～

２ ．９元／m３不等 。

　 　 作为一个民生不可或缺的同一类市政产品 ，仅

仅由于地域不同 ，就有 ３０％ 的差别 ，比管网天然气民

用价格（２ ．０５元／m３
）增加 ７％ ～ ４１％ ，在用户中的反

应是非常消极的 。从长远来看 ，对天然气行业的规

范化管理极为不利 。

五 、解决方案

　 　 １ ．CNG瓶组供气的运营模式建议
　 　 CNG 瓶组供气方式 ，多数情况下只是作为市政

燃气管线通达之前有效的补充和过渡 ，３ ～ ５ a的使
用期内建议使用以下管理模式运营 ：

　 　 （１）产权划分 。 ① 建站用地及房产由建设方无

偿提供给 CNG站的专业管理方 ，使用权至燃气市政

管道接通 。 ②减压站工艺设备由专业管理方投资 ，

产权归管理公司 ，使用年限 １５ a ，管理公司以租赁形

式供建设方使用 。

　 　 小区管网 、小区调压器及用户燃气设备设施由

建设方投资建设 ，因这些设施在接通市政燃气管线

后仍要继续使用 ，管理公司有偿管理 。

　 　 （２）供气规模的确定

　 　 CNG 瓶组供气站的固定支出费用偏高 ，应采取

提高供气规模来降低其所占比例 。 小区的供气规

模 ：燃气采暖用户 ５００户以上 ，非燃气采暖 ５ ０００ 户

以上较为理想 。因此 ，应确定合理的 CNG 瓶组供应
站的规模 ，在具体审批特许经营许可时 ，综合考虑经

济性 、规模性以及与总体规划的统一性 。

　 　 ２ ．加强对 CNG瓶组供应站的定期巡视管理
　 　在应急预案中 ，确定备用气源 、运输方式 ，各远

郊区县分别建立一个燃气事故呼叫中心 ；同时对运

行管理人员除进行上岗培训外 ，还要保证每年的安

全教育落实到位 ，随着管理范围的扩大 ，对专业经营

者重新审定资质 ，不断提高安全准入的门槛［６］
。

　 　 ３ ．建议在测算 CNG运输成本基础上 ，设定一个

合理的母站 、子站价格浮动范围

　 　 用户使用的燃气价格较高 ，主要是由于北京市

的 CNG是在城市燃气管网上经过净化 、脱水 、压缩

和罐装而成 ，设备投资和动力消耗很大 ，成本提高 ，

而北京城市高压管网压力一般不超过 １ MPa ，因此

压缩处理量低 ，动力消耗更高 。建议天然气压缩母

站建在更靠近远郊城镇的高压管网上 ，以减少压缩

成本 ，提高压缩处理量 。

　 　 ４ ．建立抢修呼救热线

　 　建议由政府牵头 ，集合 CNG 小区运营商共同建
立一个抢修呼救热线 ，形成联动机制 ，确保供气的连

续性 ，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损失 。

　 　由于 CNG小区供气的机动性 ，其供气的连续性

易受到外界因素如路况异常 、车辆故障 、人员调配等

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 。如能对 CNG 配送系统进行
整合 ，形成联动机制 ，将极大提高供气稳定性 ；同时 ，

当出现任何突发事故时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调动专

业人员进行处理 ，把事故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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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１９８５（４） ：３３‐３５ ．

［６］钟园军 ．浅析 CNG气瓶组管道供气消防安全［J］ ．消防技

术与产品信息 ，２００４（５） ：２３‐２４ ．

（修改回稿日期 　 ２００８‐０２‐２０ 　编辑 　赵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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