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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关关注注

滨州天然气不够用，资源短缺是根本问题

治治““气气短短””还还需需““同同网网同同价价””
本报7月2日讯(记者 李运

恒 王晓霜) 1日，“气化滨州”
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扩大)会
召开，记者在会上了解到，为进
一步扩大气源，将对现有各路气
源及新建管线统一调控。

据统计，2013年，滨州市各
类天然气销售量5 . 3亿立方，同
比增加了45 . 3%，比2010年翻了
一番，迅猛增长的燃气用量让本
来就“吃不饱”的滨州气源更加
难上加难。目前，全市城区居民
生活使用管道燃气比率只有
3 0%，远低于全省平均气化率
42%水平。据抽样调研和预测分
析，未来五年内，全市天然气消
费需求量急剧上升。

“最大的问题还是缺资源。”
市发改委副主任刘连营介绍，目
前，滨州市境内供气的仅有中石
油沧淄管线，这条按照为京津地
区天然气调峰功能设计建设的
陕京干线末端支线先天不足。该
线初始设计输气约8亿立方，面
对沿线沧州、德州、滨州、淄博日
益增加紧迫需求，而滨州市恰恰
处于该线末端，常年处于被降
压、减量状态。

线路末端的“尴尬”让滨州
感到了“气短”，让加气不再困难
已经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
由于天然气经营体制和供需不
平衡矛盾导致的冬季“气短”问
题，滨州市近年来一直在研究相

应对策。刘连营介绍，进一步扩
大供气来源、建设统一的公共基
础设施、构建城乡“一张网”以及

“同网同价”是缓解“气短”的出
路，而最重要的是先确保民用。

“扩大供气来源最主要的还
是的加强与中石油、中石化、中
海油这‘三桶油’的合作，”刘连
营说，“三桶油”都是具有生产、
销售和供气能力的上游专业天
然气销售企业，加强与他们以及
当地石油、天然气、工业煤气等
生产企业的深度合作，能保证滨
州市获得持续、可靠并不断增量
的气源来源。

当然，要想满足整个滨州市
民用、工业用、公共服务用气量，

仅仅依靠“三桶油”是不够的，滨
州市必须建立市级天然气输配
公司。“目前环海管道输配气公
司已设立完成，将全权负责滨州
黄河南、北各自区域内城镇燃气
的统一接收，并代理输配到各燃
气企业和终端用户。”刘连营介
绍，环海管道输配气公司将代表
政府与中石油、中石化等上游气
源企业签署区域供需合同。同
时，环海管道输配气公司有对区
域内各类燃气输配、经营企业处
置资产的优先受让权，根据每年
资源和需求的情况进行调剂分
配，确保气源供应，实现滨州市
天然气的统一调配，统一价格，
最终实现“气化滨州”。

“即便这样也不一定能解决
全市燃气用量紧张的问题，还应
该构建滨州市城乡一张网，做到
同网同价。”在刘连营看来，暂停
各县区政府对本区域内天然气
特许经营权的受理工作，让市域
内的特许经营权由市政府来统
一管理，才能为引入新气源、吸
引行业骨干企业入驻创造优越
的市场环境。“坚持以市场换气
源，以气源和供气能力划定市
场，对已获得特许经营企业实行
优胜劣汰、动态管理。”刘连营建
议，在建设输气管网工程时，要
对全市高压、次高压管网进行整
合，“这样避免重复建设和垄断
经营，实现输配气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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