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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天然气“县县通”行动方案的通知 

黔府办发〔2019〕10 号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委会，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

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贵州省天然气“县县通”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 年 5 月 2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贵州省天然气“县县通”行动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天然气协调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8〕

31 号)，加快实现全省天然气“县县通”，特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按

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大力推进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能源工业运行新机

制和基础能源等产业振兴行动，进一步提升天然气产供储销和供应保障综合能力，

为全省经济社会保持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能源基础。 

(二)基本原则。 

——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统筹规划全省天然气“一张网”，充分考虑需求导向、资

源供应渠道、应急调峰储气设施运行和省级支线及县级联络线的正反输功能，精准

衔接周边省市管网规划，构建国家级干线、省级支线、县级联络线三级输配体系。 

——以管为主，管罐结合。坚持“管罐结合，宜管则管、宜罐则罐，以管为主、以罐

为辅”的原则，管道铺设里程较长、经济性差，不在煤层气、页岩气资源开发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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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道网络关键节点上、没有重要工业用气的县域可采用 LNG、CNG 方式通天然气，

其他县(市、区)以管道方式为主通天然气。 

——市场主导，竞争有序。鼓励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建设天然气基础设施，补齐市场

短板，促进市场竞争，提高供给效率。政府在规划布局、技术标准、监督管理等方

面发挥作用，构建有序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 

——分级负责，协调推进。建立省级统筹、市县级落实的工作机制。省级能源主管

部门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市县级政府按年度目标任务要求，负责推进天然气“县县

通”工作。 

(三)总体目标。按照“能快则快、能通则通”的目标要求，2019—2021 年，全省新建天

然气输气管道 2199 公里，累计建成 3222 公里、79 个县级城区通天然气输气管道、9

个县级城区使用罐装天然气，实现全省天然气“县县通”，具备条件的地区要向乡镇

延伸。其中，2019 年，全省新增 11 个县级城区通天然气输气管道，累计 53 个县级

城区具备天然气接气条件;2020 年，全省新增 19 个县级城区通天然气输气管道，累

计 72 个县级城区具备天然气接气条件，对 9 个暂不具备接通天然气输气管道条件的

县级城区采用 LNG、CNG 实现通天然气;2021 年，全省新增 7 个县级城区通天然气

输气管道，累计 79 个县级城区具备天然气接气条件。 

二、重点任务 

(四)优化规划布局。依托中缅线、中贵线、渝黔桂线等国家天然气主干管线，规划建

设以“3 条国家干线、8 条省级支线、45 条县级联络线”为骨架的全省天然气“一张网”。

遵循安全、环保、节约用地和经济合理的原则，优化调整各市(州)“县县通”行动方案，

加强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协

调衔接，合理安排天然气管网和配套设施建设规模、结构、布局和时序。(责任单位：

省能源局、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生态环境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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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厅，各有关市〔州〕人民政府，各有关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 

(五)加快手续办理。将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列入省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深化“放

管服”改革，简化优化前置要件审批，积极推行并联审批等方式，缩短项目建设手续

办理和审批周期。加快完成尚未核准的 2 条省级支线、15 条县级联络线及 5 个应急

调峰储备设施的规划选址、用地预审、项目核准、水土保持、环境评价、林业占地

等手续。(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

应急厅、省能源局、省林业局、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各有关市〔州〕人民政府，

各有关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 

(六)加快推进天然气输气管网项目建设。落实企业建设主体责任，明确年度建设任务。

2019 年建成省级支线 1 条、县级联络线 6 条，完成 468 公里。2020 年建成省级支线

2 条、县级联络线 16 条，完成 1360 公里。2021 年建成县级联络线 7 条，完成 371

公里。2019—2021 年累计新增 37 个县级城区接通天然气输气管道，实现余庆、紫云

等 9 个暂不具备接通天然气输气管道条件的县级城区采用 LNG、CNG 通天然气。(责

任单位：省能源局、省发展改革委，各有关市〔州〕人民政府，各有关县〔市、区、

特区〕人民政府) 

(七)加快推进城镇天然气配气管道建设。对已开通城市管道燃气的 57 个县(市、区)

城区，继续推进特许经营区域内的配气管道建设，持续扩大配气管道的覆盖范围和

供气能力。分类推进 31 个县(市、区、特区)城区配气管道等设施建设，力争到 2021

年，全省 88 个县(市、区、特区)城区实现燃气供应。(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各市〔州〕人民政府，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 

(八)加快应急调峰储备设施建设。2019 年开工建设贵阳、遵义、黔西南等 5 个天然

气储备项目、储气能力 1 亿立方米，到 2021 年累计建成 13 亿立方米储气设施，

形成天然气年消费量 6%的储气能力。(责任单位：省能源局、省发展改革委、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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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监管局、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各有关市〔州〕人民政府，各有关县〔市、区、

特区〕人民政府) 

(九)加强多气源保障。建立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国家管网公司联系协调机制，提

高中缅、中贵管道天然气下载量。加大省内页岩气、煤层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优

先保障省内供应，推动页岩气习水、正安、桐梓、道真区块尽快形成规模产能，加

快建设盘州、织金、桐梓等煤层气产业化基地，2019—2021 年省内非常规天然气年

产能分别达到 15 亿、6 亿和 10 亿立方米，年产量分别达到 025 亿、21 亿和 6

亿立方米，形成省内省外多气源供应保障格局。(责任单位：省能源局、省发展改革

委、省自然资源厅，各有关市〔州〕人民政府，各有关县〔市、区、特区〕人民政

府) 

(十)强化建设项目质量管理。项目业主要落实项目建设质量管理主体责任，强化资金

等要素保障，严格遵守有关工程建设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

标准及核准时限实施项目建设，确保工程质量。各级政府要对参与项目建设企业相

关资质进行核查，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勘查、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进行管道

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加强项目调度，对项目建设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确保

项目建设正常有序，按期建成。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

加强管道产品及其附件的质量监督和执法检查。(责任单位：省能源局、省市场监管

局、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各市〔州〕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委会，

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 

(十一)加快天然气市场体系建设。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原则，兼顾各方利益，

强化顶层设计，理顺天然气产业上游、中游、下游关系，逐步建立气源供应多元化、

管道运输专业化、下游市场充分竞争的格局。实行开放型管网运营模式或代输运营

模式，各基础设施运营企业应向第三方市场主体公平开放，允许上游供气企业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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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下游企业(包括城市燃气经营企业、发电企业、化工企业等)签订购销合同，直接交

易，用户可自主选择资源方和供气路径。进一步理顺价格机制，降低用气成本，逐

步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天然气价格的机制。(责任单位：省能源局、省发展改革委、

省市场监管局、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商务厅，各市〔州〕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

委会，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 

(十二)加强天然气运行政府调控。建立调度管理机制，推动成立省级天然气调度中心，

建设天然气行业数据库，充分运用天然气产供储销及管道安全保护有关数据，开展

供需平衡预测预警和重大风险预测预警。加强应急管理，发生天然气资源锐减或者

中断、基础设施事故及自然灾害等造成天然气供应紧张状况时，能源主管部门采取

统筹资源调配、协调天然气基础设施利用、施行有序用气等紧急处置措施，保障天

然气稳定供应。天然气销售企业、天然气基础设施运营企业和天然气用户务必服从

应急调度，承担相关义务。(责任单位：省能源局、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省商务厅、省应急厅，各市〔州〕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委会，各县〔市、区、

特区〕人民政府) 

(十三)强化安全监督管理。各类供气企业、基础设施运营企业、城镇燃气企业等有关

企业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和管理制度，加强

设施维护和巡查，严格管控各类风险，及时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各级政府要切实落

实属地管理责任，严格日常监督检查和管理，加强重大风险安全管控，指导督促企

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省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安全管理法规和标准规范、技术

要求，切实加强行业管理和安全监管。(责任单位：省能源局、省发展改革委、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省商务厅、省应急厅、省市场监管局，各市〔州〕人民政府，贵安

新区管委会，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 

三、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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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建立健全项目准入与退出机制。对于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企业承接新建

项目时应当具备气源优势、资金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已核准项目应当加快

建设进度，不能按期建成投产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置。对于城镇燃气建设项目，

省级城镇燃气主管部门指导各地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城镇燃气特许经营

行为。已出让特许经营权的县城区域，存在授权不规范或者授权主体过多情况的，

由市、县级政府负责依法依规开展分类处置。项目建设缓慢、未按期履行特许经营

协议的企业，由市、县级政府责令整改完善，对不能按期整改或严重违约的企业，

依法依规解除特许经营协议、收回特许经营权。未出让城镇燃气特许经营权的县城

区域，由县级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合理确定特许经营区域和主体数量，依法依

规确定经营主体。(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应急厅、省能源局，各市〔州〕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委会，各县〔市、区、特

区〕人民政府) 

(十五)保障项目建设用地。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享受省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的有

关用地政策。管线建设用地性质为临时用地，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按程序及时

批准。站场及储气设施等项目用地性质为永久用地，企业应依法依规提出用地申请、

办理用地手续。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筹安排，合理使用土地指标，在符合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用好用足国家政策，优先保障天然气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用

地需求，切实解决好项目用地保障工作。(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

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各市〔州〕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委会，各县〔市、区、

特区〕人民政府) 

(十六)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完善以“准许成本+合理收益”为核心、约束与激励相结

合的天然气输配环节政府定价机制。加强省内短途管道运输价格和配气价格监管，

全面梳理天然气各环节价格，及时开展成本监审，合理降低偏高输配价格，有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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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终端用户用气支出负担。天然气主干管网可以实现供气的区域，不得以统购统销

等名义，增设供气环节、提高供气成本。坚决取消没有实质性管网投入或不需要提

供输配服务的加价。积极研究完善促进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的一揽子价格政策

措施，积极推行季节性差价、可中断气价等差别化价格政策，利用价格杠杆促进削

峰填谷。研究建立气源采购约束和激励机制，推动采购成本降低。落实储气设施价

格政策，促进天然气储备能力提升。(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能源局，各市〔州〕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委会，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

府) 

四、组织实施 

(十七)建立天然气“县县通”联席会议制度。省政府分管能源工作副省长任召集人，省

政府联系能源工作副秘书长和省能源局主要负责人任副召集人，省有关部门、各市(州)

政府分管负责人及有关企业负责人为成员。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

统筹协调解决重大事项。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能源局，负责日常工作。联席会议

及办公室不刻制印章，因工作需要印发文件，由省能源局代章。相关市(州)、县(市、

区)政府要比照建立相应制度。(责任单位：省能源局，各市〔州〕人民政府，贵安新

区管委会，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 

(十八)建立目标考核和督促检查机制。将天然气“县县通”年度工作任务纳入考核内

容，签订责任书，定期跟踪调度和督促检查，及时通报情况。对不能按期完成建设

任务的市(州)、县(市、区)，在安排合同气量、应急气量时相应调减;对提前及按期完

成管道建设项目的市(州)、县(市、区)，在安排合同气量、应急气量时相应调增。建

立能源行业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制度，在行政审批(许可)、补贴资金发放、工程招

投标、政府采购及事中事后监管等环节采取不同的信用监管措施，实施差别化分类

监管。(责任单位：省能源局、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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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各市〔州〕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委

会，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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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贵州省天然气“县县通”行动方案项目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投资 

（万元） 
计划完

成时间 
实施主体 建成指标 

管径 
（毫米） 

压力 
（兆帕） 

长度 
（公里） 

1 修文至开阳输气管道 273 6.3 54.8 14477 

2019 

开阳石达天然

气有限公司 

11 个县： 
开阳、丹寨、

雷山、台江、

剑河、三穗、

镇远、岑巩、

天柱、玉屏、

晴隆 

2 凯里至铜仁输气管道 406 6.3 205.8 56500 
贵州三峡凯铜

能源有限公司 

3 羊满哨至天柱输气管道 300 

6.3 

90 29820 

贵州东黎城市

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4 凯里至丹寨输气管道 

200 

40.4 13677 

5 凯里至雷山输气管道 31 9289 

6 台盘至剑河输气管道 35.2 10837 

7 镇远至羊满哨输气管道 10.3 3072 

  小计 —— —— 467.5 137672 —— —— 

8 金沙经黔西、织金至纳雍输气管道 457/219 6.3/4.0 146 55600 2020 
 
 

贵州昆仑天然

气有限公司 

 
 
 9 赫章至威宁输气管道 273 4.0 57 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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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习水经温水-正安至务川输气管道

（含良村至丁山） 
700/600/50

0 
10.0/6.3 236 101550 

 
 
 
 
 
 

 
 
 

2020 

符合气源、资

金、技术、管

理优势的公司 

19 个县（市、

区、特区）： 
黔西、织金、

纳雍、威宁、

正安、务川、

关岭、镇宁、

万山、碧江、

黄平、施秉、

锦屏、黎平、

三都、贵定、

长顺、福泉、

贞丰 

11 湄潭经绥阳至正安输气管道 
700/600/50

0 
10.0/6.3 125 53787 

12 遵义至湄潭输气管道 406 6.3 55 24848 

13 
中缅 38#阀室至镇宁、中缅 38#阀室

至关岭输气管道 
400 6.3 40 18182 

14 中缅 47#阀室经独山至三都输气管道 300 6.3 80 30000 

15 花溪燕楼经惠水至长顺输气管道 300 6.3 50 20000 

16 中缅 45#阀室经贵定至福泉输气管道 400 6.3 70 28000 

17 中缅荔波 50#阀室至荔波输气管道 300 6.3 10 3850 

18 务川至德江输气管道 406 6.3 56.7 25000 
铜仁市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 19 玉屏至江口输气管道 406 6.3 79 39500 

20 凯里至黄平输气管道 
300 

6.3 60.3 18347 

贵州东黎城市

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21 
天柱至从江输气管道 
（天柱至黎平段） 

6.3 103 33786 

22 施秉至镇远输气管道 
200 

6.3 29.5 8837 

23 黄平至施秉输气管道 6.3 29.8 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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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黔西南州天然气管网二期工程 
406/273/11

4 
6.3/4.0 112 49581 

黔西南州阳光

天然气发展 
有限公司 

25 
织金至珠藏输气管道 

（煤层气集输、外输专线） 
273 6.3 21 8000 

中石化华东 
油气分公司 

  

  小计 —— —— 1360.3 546779 —— —— 

26 正安至道真输气管道 400 6.3 40 16800 

2021 

符合气源、资

金、技术、管

理优势的公司 

7 个县： 
道真、绥阳、

印江、江口、

沿河、松桃、

瓮安 

27 福泉至瓮安输气管道 400 6.3 50 24000 

28 丹寨至雷山输气管道 200 6.3 32.5 10749 
贵州东黎城市

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29 阿拉至万山输气管道 400 6.3 62 31000 

铜仁市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 

30 江口至思南输气管道 400 6.3 79 39500 

31 后坝至沿河输气管道 300 6.3 68 34000 

32 大兴至松桃输气管道 300 6.3 39 19500 

  小计 —— —— 370.5 175549 —— —— 

33 黄平至余庆输气管道 200 6.3 40 16800  
 
 

 
 
 34 赤水至习水输气管道 400 6.3 70 2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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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镇宁至紫云输气管道 400 6.3 55 24448  
 

按“多主体、市场化”原
则确定 

 
9 个县： 
余庆、紫云、

石阡、榕江、

从江、罗甸、

安龙、册亨、

望谟 

36 中缅 47#阀室经平塘至罗甸输气管道 400 6.3 110 42000 

37 安龙至望谟输气管道 323 6.3 170 90000 

38 望谟至罗甸输气管道 323 6.3 80 42000 

39 长坳至石阡输气管道 250 6.3 43 21500 
铜仁市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40 林平至德江输气管道 250 6.3 23 11500 

41 
天柱至从江输气管道 
（黎平至从江段） 

300 6.3 73 23946 

贵州东黎城市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42 洛香至榕江输气管道 200 6.3 67.7 22355 

43 榕江至雷山输气管道 200 6.3 91 30061 

  小计 —— —— 822.7 354410   —— —— 

  合计 —— —— 3021 1214410 —— —— —— 

备注：①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已建成天然气支线管道 12 条，共 1023.8 公里，已有贵安新区及 42 个县（市、区、特区）通天然气管

道；未核准项目的管径、压力、长度等关键参数，以核准文件为准。②余庆、紫云等 9 个县近期采用 LNG、CNG 方式通天然气，所

涉及的第 33 至 43 项输气管道项目，按照能快则快的原则，力争 2025 年全部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