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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液化气罐到管道天然气

“过去如果谁家儿子搞对象了，他一出门，邻里街坊
就会调侃这个小伙子，‘你又去丈母娘家搬气罐啊’？”老
郑是“老北京”，家住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西岸的平房
里。他介绍，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使用煤制气、液化
石油气甚至煤来取暖、做饭还是城区市民家庭的常态，

“现在这种调侃早就没有了。”
什么时候开始大量使用管道天然气的？
北京大学许多上了年纪的教职工还记得，1987 年，

北大中关园的1032户居民作为首批用上天然气的北京市
民，家里通了来自华北油气田的天然气。那时北京管道
天然气供应规模很小，受益人群也很有限，在使用上主
要用于做饭。

真正推开来还是在新世纪。1997年，陕西天然气进
京，天然气开始取代焦化煤制气。1999年北京燃气集团
成立后，北京市全年天然气使用量很快猛增至2004年的
25万亿立方米。2006年，北京完成市区煤气用户置换天
然气的工作，成为全国首个市区全部使用天然气作为燃
气的大城市，同年，为北京提供煤气数十年的北京焦化
厂宣告停产。目前，焦化厂的大罐仍立在原处。

到 2018年，北京天然气使用量已超过 180万亿立方
米，随之而来的是天更蓝了、空气更清新了、生态环境
更优美了。

把清洁、高效、价格低廉的天然气送到千家万户，
发达的管网系统功不可没。北京是中国最早接入并普及
天然气管网的城市，也是全国最大的管道天然气化城
市，2017年就已实现了天然气管道“区区通”。

高校教师老陈曾在上世纪90年代住过近十年“筒子
楼”。他回忆，在没有天然气管网的时候，洗澡只能去楼
内澡堂，热水靠锅炉房；做饭则是在楼道里用液化气
罐，一到饭点楼道里就弥漫着持久不散的油烟味，让人
睁不开眼。“用上干净方便的管道天然气，时间其实并不
太长，也就是这20年吧。”

对郊区县和农村来说，还要更晚些。大兴区是继北
京市城六区之后，于1994年率先用上管道天然气的郊区
县。“过去农村做饭、烧水、洗澡都是用液化气，供暖靠
烧煤，不太安全，气罐爆炸、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故时有
发生。10年前铺了管道，通了市政天然气，有些人家还
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让农村居民彻底告别煤气罐。”大
兴区农民老张说。

冯军曾在北京燃气集团位于大兴区的压缩天然气加
气站工作，冯军介绍，在天然气市政管网尚未铺设到位
时，压缩天然气曾经起到了取代液化石油气的作用，它
是将天然气加压装瓶后制成的，能够实现对未接通管道
天然气地区供气的作用。“压缩天然气比液化石油气安
全，燃效高，2008年奥运火炬用的就是这东西，但还是
比不上管道天然气，只能作为后者的一种补充和过渡。”
不过，有了管道天然气，压缩天然气仍有存在的必要，
那就是用于应急供气，在发生突发事件或管网抢修时，
保证居民用气不断。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天然气管网的铺设和扩展仍在
继续。

天然气是未来发展方向

老百姓，恐怕没有不愿意用天然气的。
在老张家里，拧开灶台开关，亮蓝色的火苗霎时跃

起，将水龙头扭向热水方向，厨房里的“万家乐”热水
器随即发出轰鸣，出水口的水流三秒内就变得滚烫。“以
前在家洗澡，等待烧水的时间比洗澡时间还长，10年前
有了管道气，随时打开水龙头，随时都能洗。”老张关上
水龙头满意地说。

天然气之所以叫做“天然气”，是因为它是天然蕴藏
于地层中的一次能源，不像煤气、石油气等二次能源，
需要将煤、石油加工得来。相比于后者而言，天然气是
高效、清洁、价格低廉、开采便利的一种理想能源，在
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家
能源局此前曾提出，在未来20年左右时间内，通过与可
再生能源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天然气在中国具备大规
模替代煤炭、石油等高排放化石能源的潜力。

这种潜力已经体现在天然气产业的供需两侧。
看供给侧。2019年中国天然气产量为 1761.7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 10%，新增探明地质储量为 1.4 万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率为 68%，创历史新高，累计探明地质储
量达到16.3万亿立方米；页岩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已达
1.8万亿立方米，中国天然气的可持续勘测、开采和供给
是有保障的。

看需求侧。2019年，中国天然气全年消费量达3040
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从上年的44.5%下降到43.4%，据
中石油预测，2020 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将继续增长
8.6%，达到3300亿立方米。天然气消费的扩大，有利于
改善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促进节能减排。

供应稳定，使用方便，维护简单；安全系数高；燃
烧效率高，加热速度快；清洁干净，燃烧产物毒害少，
能改善空气质量，也能延长灶具和热水器寿命……天然
气优点很多，没理由拒绝。

不过，即使是在北京市，仍有不少老旧城区、深山
区、半深山区地区尚缺乏接通管道天然气的条件。专家
指出，要让在这些地区建立起完备的天然气供储销体系
尚需时日，需待天然气供应的能力技术达到一定水平才
能实现。

国家能源局监管总监李冶表示，加快推动天然气产
供储销体系建设，就要进一步加快实施补短板工程，统
筹推进天然气管网、天然气接收站、地下储气库、应急
储气和调控设施等项目建设，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

通，提升天然气的供应保障能力，切实推动天然气的高
质量发展。

“近年来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大，油气企业的投入力度
也在加强，随着管网、储备等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加
大，天然气行业未来会有更好的发展。”自然资源部油气
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应红说。

哪些人还在用液化石油气

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哪些人仍在使用罐装液化气？
据了解，截至2019年底，北京仍有城乡居民家庭液

化气用户近200万户、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约2万户。
未来全市液化气用户将呈现平稳递减趋势。

一方面，由于老旧城区、深山区、半深山区等地区
一时间无法接通管道天然气，炊事、生活等用气仍需依
靠液化气。因此，北京将在较长时期内维持一定的液化
气用气规模，预计年用量约15万吨。

另一方面，尽管燃烧效率相对较低、不够节能环
保，但液化石油气仍然有天然气所不能比拟的优点，那
就是方便携带。一些生活在北京市老城区的居民仍然使
用，个体餐饮从业者等群体也常用。

老胡是一位个体经营户，长期在海淀区做夜宵生
意。每天晚上，老胡都会推着载有液化石油气罐、灶台
和食材的三轮车，到一些高校门口卖炒河粉。“液化石油
气能装罐，不用这个用什么呢？炒河粉这东西，讲究一
个现炒现吃，吃起来才香，如果在家做好再带来卖，根
本不会有顾客光顾了。”

在海淀区一处液化气充装站，记者遇到了前来购气
的老邹。老邹在海淀山后一工业企业工作，他和同事们
一直用液化气生火做饭。“员工食堂价格太高，我们这些
合同工没有餐补，舍不得吃，就自己生火做饭。”老邹介
绍，他和同事们有一间砖砌的小厨房，购气、买菜的钱
由大伙均摊，各人轮流掌勺，这样比吃食堂省钱得多。

很多大货车司机也是液化气罐的稳定用户。“出门在
外吃饭贵，精打细算的卡友，都是自己带生米和液化气
罐，在路上做饭。有时候我们跑车到一些物价贵、人烟
稀少的地方去，就更需要这东西来开伙。”家住房山区、
常年跑新疆等地运输路线的卡车司机袁师傅说。

此次，北京市在宣布城六区和通州区不再规划新建
液化气站的同时，也明确液化石油气的购买和使用仍然
有保障。未来，北京全市将形成“1 家特许经营气源供
应商、10 座左右充装站、200 座左右供应站”的液化气
供应模式，城乡家庭用户购气距离原则上不超过5公里。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能源局
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天然气
储备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将推进
储气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天然气储备能
力。对于独立运营的储气设施，储气服
务价格、天然气购进和销售价格均由市
场形成。

《实施意见》 从规划布局、运营模
式、体制机制、政策支持等多方面提出
了相关政策措施。

一是优化储气设施规划建设布局，
建立完善标准体系。引导峰谷差大、需
求增长快的地区适当提高建设目标；鼓

励现有 LNG 接收站扩大储罐规模，发
挥 LNG 储罐宜储宜运、调运灵活的特
点，多措并举提高储气能力；建立完善
统一规范的设计、建设、验收、运行、
退役等行业标准，尽快形成储气设施标
准体系。

二是建立健全运营模式，完善投资
回报渠道。推行储气设施独立运营模

式，鼓励在运营的储气设施经营企业率
先推行独立运营，形成典型示范效应；
健全投资回报价格机制，对于独立运营
的储气设施，储气服务价格、天然气购
进和销售价格均由市场形成；完善终端
销售价格疏导渠道，通过天然气终端销
售价格合理疏导城镇燃气企业因采购储
气设施天然气、租赁库容增加的成本。

三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市场
运行环境。加快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和公平开放，推进天然气管网、LNG 接
收站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储气产
品交易体系建设，实行储气服务公开交
易，体现储气服务真实市场价值。

四是加大土地、财税、金融、投资
等政策支持力度，激励企业加速补足储
气基础设施建设短板，促进储气能力快
速提升。包括优化储气设施建设用地审
批和规划许可、环评安评等相关审批流
程，提高审批效率；对重点地区保障行
政区域内平均3天用气需求量的应急储气
设施建设给予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等。

中 国 蔗 糖 供 应
看广西。

广 西 崇 左 市 江
州区驮卢镇岑豆村，
春风吹过，万亩连片
蔗海激起千层绿浪。

“ 政 府 扶 持 政 策 到
位，我家种植15亩甘
蔗，产量 96 吨，收入
4.8 万元。”蔗农刘德
权说。

“这个榨季江州
区 入 厂 原 料 蔗
488.78 万 吨 ， 产 糖
65.99 万吨，同比增
长 4%，总产量首次
跃居全国首位。”江
州区糖业局局长黄
国政说，区里多方
筹资 12 亿元，建成
甘蔗“双高”（高产
高 糖） 基 地 60 万
亩，通过土地“小
块变大块”，实现机
械化、水利化、良
种化，甘蔗亩产比
原来增加2吨，甘蔗
糖 份 由 12% 提 高 到
14%，每年为农民增
收6亿元，为制糖企
业增糖2.4万吨。

近日，历时 141
天的广西糖业 2019/
2020 年榨季生产正
式结束，广西开机
生产的 82 间糖厂共
生 产 蔗 糖 600.44 万
吨，连续实现三个
榨季蔗糖产量稳定
在600万吨以上，为
国家食糖安全作出
重要贡献。

糖 业 是 广 西 在
全国最具优势的特
色产业。自 1992 年
以来，广西食糖产
量连续28年居全国第一位，2005年以来，连续15年占
全国总产量的60%左右。

在糖业生产的过程中，广西创造的“蔗区管理、
糖-蔗价格联动、糖厂反哺蔗农”等先进经验，曾被推
广到国内相关食糖产区。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
展，蔗区资源固化、定价机制市场化特征不明显等弊端
也日益显现，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充分发挥
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改革决定后，放开糖料蔗
购销市场，实施糖料蔗收购市场定价的呼声日益高涨。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广西于2019年2月作出“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加快广西糖业高质量发展”的改革决
定，围绕提高生产能力、保护蔗农权益、放开甘蔗市
场、兼顾地方利益、整合加工能力、培育知名品牌、
拉长产业链条、做大蔗糖产业，深化糖业体制机制改
革，着力“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

这次糖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放开糖料蔗购销
市场，推行订单农业改革，取消糖料蔗收购政府定
价。面对2018/19年榨季，广西糖业大幅亏损的被动局
面，为确保糖业管理体制改革顺利推进，糖业生产稳
定有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坚持“订单签得
下、合同核得准、秩序管得住”的工作原则，积极稳
妥推进糖料蔗购销市场化改革。一是全面签订糖料蔗
产销购订单合同，以合同购销关系替代传统的蔗区糖
料蔗买卖关系；二是实施糖蔗订单合同审核备案制，
由县乡两级政府对辖区糖料蔗订单合同进行审核备
案，严防糖料蔗订单合同签订“一女多嫁”，从源头上
杜绝合同履约纠纷；三是按照“小事不出村、中事不
出乡、大事不出县”的原则，建立县乡村三级合同纠
纷调处机制，及时化解糖业榨季生产期间糖料蔗砍、
运、销、榨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

预案充分，措施得当，改革举措得到广西广大蔗
农和制糖企业的理解与拥护，成效明显。一是产业规
模基本保持稳定，2019/20年榨季，广西糖料蔗种植面
积稳定在 1100 万亩以上，食糖产量稳定在 600 万吨以
上；二是蔗农管护糖料蔗的积极性提高，蔗糖分达
14.84%，创历史最高水平，比上榨季提高 1.56 个百分
点；三是糖厂砍运榨调度和企业内部管理得到加强，
平均出糖率 13.11%，创历史最好水平，比上榨季提高
1.52 个百分点。整个榨季应付蔗款 236.49 亿元，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已付 222.71 亿元，兑付率 94.17%，
同比提高15.8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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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煤气、石油气到天然气，北京城区将不再新建液化气充装站——

液化气罐渐被替代
本报记者 汪文正

最近，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
会等多部门印发《北京市液化石
油气发展建设专项规划》，今后
北京市城六区和通州区将不再新
建液化气充装站。

这则信息引起不少人感慨。
有的人诧异，“北京现在还有很
多人用液化气罐吗？前几年难道
还在建新的？”也有少数人担
心，“这是否意味着液化石油气
将退出北京居民用气市场？”

从笨重、不方便的液化石油
气罐，到输送入户、清洁高效的
管网天然气，几十年来，北京居
民的燃气消费经历了巨大的变
迁，也是整个中国居民用能变迁
的一个缩影。未来，北京居民燃
气消费将向何方发展？

中国推进天然气储备建设
本报记者 徐佩玉

中国推进天然气储备建设
本报记者 徐佩玉

日前，在广西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
公司，工人卸下甘蔗准备生产蔗糖。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对燃气行业用气
隐患进行“拉网式”大排查，防止燃气事
故险情发生。

图①：在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中国石
油定远分输压气站内，定远县油气长输管
道专项督查组工作人员在对燃气管网进行
安全检查。

宋卫星摄 （人民视觉）
图②：位于四川省遂宁市的中国石油

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中油气矿磨溪天然气
净化厂，工人正对装置进行安全巡检。

钟 敏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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