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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务务院院安安委委办办：：

““坚坚决决扭扭转转当当前前燃燃气气事事故故多多发发势势头头””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玲玲

进博会
能源大单签不停

本报讯 记者韩逸飞报道：
11月 5日—10日，第四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成功召开，
58 个国家和 3 个国际组织参加
国家展，来自 127 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 3000家参展商亮相企业展，
国别、企业数均超过上届，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回头
率超过 80%。

作为本次进博会的重点参
展单元，能源行业表现抢眼，合
作大单不断：

中国石化与来自 14 个国家
和地区的 34 家供应商签订了
415 亿美元的采购合同，涉及原
油、天然气、化工品、装备材料
等 11 大类、42 种产品。 中国石
油分别与沙特阿美、 梅赛尼斯
亚太有限公司、斯伦贝谢、西门
子能源、 贝克休斯等来自全球
的 33 家合作伙伴签署 33 份采
购协议， 合同总金额近 155 亿
美元。

国家能源集团与来自印
尼、蒙古、德国、瑞士等 13 个国
家和地区的 38 家企业现场签
约， 集中签订中长期战略合作
协议及进口采购合同， 在煤炭
供应、新能源技术引进、高端装
备、 大宗原材料等方面开展合
作，总金额超 18 亿美元，同比
增长 49.6%。

中核集团所属的中国原子
能、中国铀业、中核工程、江苏
核电等单位与俄罗斯、法国、美
国、 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相关企
业，在核电运维技术服务、核燃
料组件零部件采购等领域签署
合作协议，合同金额较去年增长
1.8 倍。

中国电建举行集中签约仪
式， 旗下 2 家子企业与维斯塔
斯、日立 ABB 电网、西门子医疗
等公司签约 1.97 亿美元， 签约
金额创历史新高。

国家能源核能供热
商用示范工程二期投运

本 报 讯 记 者 朱 学 蕊 报
道： 11 月 9 日，国家能源核能
供热商用示范工程二期 450 万
平方米项目———国家电投 “暖
核一号” 在山东海阳提前 6 天
投运，供暖面积覆盖海阳全城
区 ，惠及 20 万居民 。 海阳因
此成为全国首个 “零碳 ”供暖
城市 ， 当地居民住宅取暖费
每建筑平米较往年将相应下
调 1 元钱。

据悉，“暖核一号” 该项目
投运后，海阳核电 1 号机组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热电联产机组，取
代了当地 12 台燃煤锅炉， 每个
供暖季预计节约原煤 10 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 18 万吨、烟尘 691
吨、氮氧化物 1123 吨、二氧化硫
1188 吨 、 相当于种植阔叶林
1000 公顷，同时减少向环境排放
热量 130 万吉焦。

海阳核电 1 号机组 2018
年商运 ， 并在国内率先开展
大型压水堆热电联产研究与
实践。 2019 年 ， 海阳核电 70
万平方米供热项目作为我国
首 个 核 能 供 热 商 用 工 程 投
运 ，被国家能源局命名为 “国
家能源核能供热商用示范工
程 ”。 据了解 ，海阳核电站单
台核电机组供热 3000 万平方
米 的 科 研 工 程 目 前 正 在 推
进 ， 未来供热范围可覆盖方
圆 130 公里区域。

核电厂热电联产主要是从
核电机组抽取高压缸排汽作
为热源，通过换热站进行多级
换热， 最后经市政供热管网，
将热量传递至用户。 在此过程
中 ，只有热量的传递 ，没有水
的交换，确保核能供热安全可
靠。 海阳核能供热迈出了我国
核能综合利用的第一步， 有效
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和资源利
用率。

数据显示，70 万平方米供热
项目实施以后， 全厂热效率由
36.69%提升为 37.17%；450 万平
方米供热项目投运以后， 热效
率提高至 39.94%；3000 万平方
米供热项目投运后， 热效率将
提升到 55.9% ， 是原来的 1.5
倍。 若海阳核电两台机组同时
开展 3000 万平方米供热， 能源
贡献力相当于再造一个百万千
瓦级核电机组。

关注

国务院安委办日前印发通报 ，要
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深刻吸
取燃气事故教训， 全面加强城市燃气
安全工作，坚决扭转当前燃气事故多发
势头”。

今年以来，我国燃气事故频发，安全
形势严峻复杂。 继湖北十堰“6·13”重大
燃气爆炸事故发生后，近期辽宁、河北等
地又连续发生多起燃气较大事故和典型
事故。

当前， 燃气已成为多数城镇居民日
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能源品种， 燃气安全
更是密切关系着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不容忽视。 今年以来集中发生的燃气安
全事故， 再次为我国燃气行业安全管理
敲响“警钟”。

监管存在盲区和死角

提起湖北十堰“6·13”重大燃气爆炸
事故，业内多心有余悸。

根据事故调查报告， 该事故是一起
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的直接原
因是天然气中压钢管严重锈蚀破裂，泄
漏的天然气在建筑物下方河道内密闭空
间聚集， 遇餐饮商户排油烟管道排出的
火星发生爆炸。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办的新
闻发布会上，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分
析我国当前安全生产形势时，也点名“6·
13”十堰燃气爆炸事故，指出当地燃气安

全监管部门形式主义，不严格执法，涉事
企业重生产、轻安全，在当地“重大隐患遍
地都是”。

今年 9 月以来，辽宁省又先后发生 4
起影响较大的燃气事故。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安全警示教育视频会议指出，燃气事故
多发频发暴露出相关部门和燃气企业吸
取湖北十堰“6·13”燃气爆炸事故教训还
不够深刻，对违法违规行为监管存在盲区
和死角，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隐患
排查治理工作开展不够细致扎实，安全管
理工作还有薄弱环节。

统计数据显示，仅 9 月份，全国发生
燃气事故就多达 27 起。

“燃气事故的发生，在偶然性背后，也
存在一定的客观规律。 尤其是今年爆发的
几起燃气事故影响比较大，在社会上引起
了较大关注，暴露出燃气行业普遍存在的
一些问题，亟需引起重视。 ”阳光时代律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新松说。

老旧管网隐患多

在陈新松看来，燃气管道安全隐患主
要来自两方面：“一种是燃气管道被第三
方占压或被其他外来单位和个人破坏。
现在城市建设速度较快， 管道建设好之
后，遇到其他领域的建设，容易对原来的
管道造成破坏，引发事故，这种是比较
常见的，这反映出我们城市建设过程中
的规划、施工管理以及监管等方面存在

不足。 另一种是一些老旧燃气管网，普
遍到了需要更新维护、改造的阶段，若维
护不及时的话， 引发事故的概率也会大
一些。 ”

据了解， 我国燃气行业 2004 年开始
推行特许经营制度，之后城市燃气管网
迎来了建设高峰期。

“从燃气管网建设进入高峰期以
来，有的管网已运行近 20 年，难免会有
一些腐蚀等问题，一些管网目前也都到
了需要更新改造的阶段。 ”一位不愿具
名的业内专家表示，“但由于特许经营
权是有期限的，一些企业对到期之后能
否继续获得某个区域的特许经营权没
有把握， 因此现在进行更新改造也有
所顾虑。 ”

陈新松也表示：“过去的十年间，是
城燃企业‘跑马圈地’的一个高发阶段，
收购、并购、市场整合是很多见的。 很多
企业所属的燃气管道都是收购来的，对
地下管道的走向布局不是那么清楚，也没
有进一步一一核实，管理起来相对难度更
大一些。 ”

破解难题需多管齐下

国务院安委会在通报中指出 ，要
标本兼治强化燃气本质安全。 全面开
展地下管网普查， 加快老旧燃气管道
更新改造改线，严格燃气市场准入，对
重发展轻安全、 只收购不管理导致燃

气事故多发的企业， 依法纳入 “黑名
单”管理。

对于如何做好燃气安全管理， 中国
城市燃气协会执行理事长李雅兰认为，
首先要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其
次，要调动各方力量、共同落实安全主体
责任；另外，全行业要吸取“6·13”十堰燃
气爆炸事故教训， 有针对性地强化重点
部位、重点环节的安全工作、尽快扭转被
动局面。

陈新松说：“光靠燃气企业一方的
力量是解决不了安全问题的， 燃气安
全也不是燃气企业一家的责任。 用户
以及政府各方也都应履行相应的责
任，特别是户内燃气设施，很多部分的
产权都是用户自己的， 用户端有规范
使用燃气的责任和义务。企业、政府也
应多加普及和宣传， 提高用户安全用
气意识。 ”

城城燃燃企企业业再再现现气气价价倒倒挂挂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玲玲

湖南省发改委近日发布的《关于启
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调整非
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的通知》 指出，
“今年国际市场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
自 4 月以来，‘三桶油’公司多次上调我
省天然气供应价格。 根据《湖南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建立健全湖南省天
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通知》（湘
发改价调规 〔2021〕771 号） 相关规定，
经调查长沙等 10 市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3 月天然气采购成本情况，现决
定启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联
动上调长沙等 10 市中心城区非居民用
气终端销售价格。 ”

湖南省的天然气调价并非个例。今年
以来，受国际天然气价格影响，我国天然
气市场价格持续攀升，不断抬高城燃企业
的气源成本，由于终端销售价格受地方政
府管控，许多城燃企业面临着严重的价格
倒挂问题。 在此背景下，包括湖南、贵州、
甘肃、广西、新疆等在内的多个省（区）陆
续发布相关文件，启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
联动机制，缓解城燃压力。

但多位受访者指出，就目前各地出台
的文件内容和具体执行情况来看，政策效
果有限。

气源成本大幅攀升

今年以来， 国际天然气价格持续走
高，呈现出“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态势。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11
月 7 日，中国 LNG 综合进口到岸价格指
数为 170.09， 相较于今年 4 月份最低的
78.05，上涨了 118%。

气价上涨之下，掌握着多数上游气源
的“三桶油”相应上调了价格。 比如，湖南
省在文件中就指出：“今年 4 月—8 月，‘三
桶油’公司两次上调我省合同内天然气供
应价格，在国家规定的基准门站价格 1.82
元/方的基础上，居民用气价格上涨 5%以
上，非居民用气价格上涨 10%以上。 ”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对记者表
示：“因为今年整个价格一直在往上走，城
燃企业原来跟上游企业签的合同内气量
的价格涨幅都比往年高， 合同外的增量
气，价格就更高了，涨幅高达 30%—47%，
很多城燃企业都受不了。 ”

在记者拿到的一份名为“关于理顺天
然气销售价格的请愿函”的文件中，河北
衡水多家燃气公司表示， 自今年 4 月份
来，天然气价格不断上涨，6 月、7 月、8 月
份增量气价格分别已达 3.5 元/方、4 元/
方、4.5 元/方；根据上游气源方的预测，今
年采暖季高峰月的增量气价将超 5 元/
方，LNG 价格将超 6 元/方， 各城燃公司
的综合购气成本预估远超居民销售价格，
亏损严重。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政策与法
律研究中心主任陈守海表示：“城燃企业
的气源压力更多是来自合同外的增量气。
提前签的合同，有规定供应多少量，按照

什么价格执行，但合同外的增量气，就需
要随行就市，保量不保价。 今年一是天气
比较寒冷，二是包括煤、电在内的能源供
应普遍短缺，因此对天然气的需求量也会
增加，所以城燃这块需要的增量气也会更
多一些。 ”

价格联动“动不起来”

据记者了解，随着天然气市场化改革
的不断推进，尤其是国家管网公司成立以
来，天然气价格不断放开。比如目前 LNG
价格、工业用户的直供气以及城燃的增量
气已经完全市场化， 由上下游自行谈判，
城燃合同内的管道气价格则受国家基准
门站价管控，上浮动最高不超过 20%。 但
城燃企业的终端销售价格仍由地方政府
监管， 这就导致当上游气源价格攀高时，
出现价格倒挂的问题。

多地启动的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
动机制，被认为是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
措施，但在多位受访者看来，目前的价
格联动机制也有诸多限制，难以彻底解
决问题。

比如，湖南省启动非居民用气价格联
动机制时指出，各地终端销售价格按最高
上浮不超过 20%的原则进行价格疏导；居
民用气则不允许顺价。

上述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现
在价格这么高， 很难完全传导到下游，这
中间的差价就都得城燃企业来背。对于一

些大的燃气企业来说， 可能从全年来看，
这部分高价气占比不高，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摊薄，但对于一些小的燃气企业，就不
一定承受得了了。 ”

顺价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

气价高企的同时，今年我国天然气
消费量增长迅速。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数
据显示，今年 6 月份，我国天然气表观
消费量 294.4 亿方，同比增长 19.2%。上
半年，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1827 亿方，同
比增长 17.4%。 据预测，今年全年天然
气消费量达到 3680-3730 亿方，年度绝
对增量 400—450 亿方， 将再创历史新
高。 这对政府、供气企业、城燃企业来
说，都是不小的考验。

“今年的气价特别高， 政府调价一
下子调到位也有困难；另外，如果终端
气价过高的话， 工业用户也承受不了。
因此地方政府在定价时也有自己的考
虑，需要权衡城燃企业和下游工业这两
块的利益。 就目前的顺价规则来看，不
太能够覆盖掉城燃的气源成本。 ”陈守
海指出。

“现在好在很多地方有了价格联动
机制。”陈守海说，“但是迄今为止，我看
到的文件， 只有提出来要建立顺价机
制，至于怎样建立、怎么调整、怎么确定
终端定价，目前没有完善的制度。因此，
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

行行业业
观观察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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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 一列煤炭货
运列车到达合肥北站 ，52 个
车厢装载淮南 潘 集 煤 矿 的
3120 吨电煤，经铁路专用线，
前往皖能合肥发电有限公司
煤场卸煤。 据铁路部门统计，
10 月份， 合肥北站累计输送
电煤约 24 万吨。 皖能合肥发
电有限公司的电煤，均来自安
徽两淮、山西等地煤矿。 该公
司两台发电机组同时开机运
行发电， 电煤每天消耗 9000
吨至 1 万吨。 目前，该公司电
煤库存 10.5 万吨， 仅靠存量
就可保证 10 天的发电量，满
足合肥市用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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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徽徽：：淮淮南南电电煤煤运运抵抵皖皖能能合合肥肥电电厂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