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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城一企”政策的历史沿革

实际上，“一城一企”是从 2020 年下半年起，

以浙江省和河南省等地方政府陆续出台各项燃气领域

政策规划和工作方案为标志的。“一城一企”城镇燃

气整合改革的发展在 2020 年前后经历了以下相对重

要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2016 年至 2017 年，此阶段 LNG 价

格总体低迷且与管道气的价格差几乎被拉平，加之叠

加煤改气推广政策，点供快速供气的优势得以发挥，

点供政策红利期给 LNG 气源商和贸易商进入城燃地盘

提供了便利，因此部分具有竞争优势的点供企业慢慢

转化成了城燃企业，导致城市内的燃气特许经营权分

散在多家燃气企业，各家燃气企业的管道不互通，服

务水平参差不齐，城镇燃气市场碎片化问题严重。

图 1 “一城一企”城镇燃气整合改革的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 2018 年至 2019 年，2018 年国务院

在印发的《关于促进天然气协调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提出，“推动城镇燃气企业整合重组，鼓励有资质

的市场主体开展城镇燃气施工等业务，降低供用气领

域服务性收费水平。”这是国家层面第一次提出要推

动城镇燃气企业整合重组。随后 2019 年国家管网公

司成立并落地，上游企业进军终端市场并开启大工业

客户直供模式，市场竞争的加剧导致安全事故集中爆

发，因此，一些地方开始通过燃气特许经营评估手段

对城燃企业进行评估，以淘汰部分小、散、乱的企业。

第三个阶段是 2021 年至 2022 年，继 2021 年 6 月

湖北十堰发生重大燃气爆炸事故后，11 月国务院安委

会印发的《全国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方案》中提出，

“全面排查整治燃气经营安全风险和重大隐患，加快

淘汰一批基础差、安全管理水平低的企业”。2022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

改造实施方案（2022—2025 年）》中提出：“完善燃

气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规定，各地立足本地实际健全

实施细则，完善准入条件，设立退出机制。支持燃气

等行业兼并重组，促进燃气市场规模化、专业化发展。”

这是首次从国务院层面明确要求完善特许经营准入和

退出机制。

2 浙江省“一城一企”燃气市场规模化改革进展

及模式分析

2.1 浙江省规模化改革进展情况概述

自 2020 年以来，出于健全民生用气保障，夯实

城镇燃气供应基础，提升燃气行业发展水平的目的，

浙江省从最初的顶层设计提出发展方向作为起点，在

做好改革方案调研和准备工作后，集中出台了省能源

领域体制改革工作要点、特许经营评估管理办法、城

燃管道更新改造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在持续推动

并加速改革进程（包括改革方案前的调研及准备、颁

布改革政策并实施、深化改革形成典型案例）的 3 年

后，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城镇燃气改革工作，浙江省住

建厅于 2023 年 1 月印发了《浙江省深化城镇燃气改

“一城一企”燃气市场规模化改革政策研究

李凯凯（山东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济南　250000）

摘　要：随着国家天然气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和深化，各地城镇燃气体制改革步伐也在不断加快。目前，

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于推动燃气市场规模化整合意向明确，为各地推进 “一城一企”整合奠定了基础。近年来，

浙江省、河南省、成都市等地方政府以天然气体制改革为契机，先后出台燃气整合相关政策，通过推动城镇燃

气企业整合、供气层级扁平化等举措，清退、淘汰经营管理和供应保障水平低的企业，收回或取消燃气特许经

营权。在此基础上，各地因地制宜采取企业收购或重组等方式推动辖区内燃气企业集团化、专业化、规模化整

合改革，以期达到取消中间收费环节、降低企业天然气转输成本、改善供气转输环境、优化配置燃气资源供给、

实行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监管服务的一系列改革目的。

关键词：“一城一企”；燃气市场；规模化；改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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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旨在建立城镇燃

气价格长效机制，深化城镇燃气扁平化、规模化改革，

推进实施城乡供气一体化等工作，进而全面深化省内

城燃体制改革，推动省内城燃行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浙江省部分试点城市已经率先完成了城燃

企业整合工作。截至 2022 年 12 月，浙江省各地上报

有规模化改革任务的 18 个县（市、区）中，已有 13

个完成整合，4 个已签订整合框架协议。全省通过规

模化（扁平化）改革减少管道燃气企业 22 家，已签

订框架协议企业 10 家。杭州、瑞安、海宁等地规模

化改革工作走在前列。计划在 2025 年底前，有望形

成一批规模大、实力强、有担当的城镇燃气企业，全

面提升应急保障、核心竞争和抵御风险能力，从源头

治理提升燃气行业本质安全，推进城镇燃气安全健康

发展。

2.2 浙江省“一城一企”规模化改革整合模式分析

浙江省住建厅发布《关于推进全省城镇燃气体制

改革的意见》（浙建城〔2020〕4 号）相关要求后，

2021 年 1 月，杭州市关于进一步落实杭州市天然气体

制改革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明确杭州市天然气体制

改革重点工作任务清单，其中要求推进市域内城燃企

业整合工作，实现“一城一网一企”的天然气经营服

务格局。结合城镇燃气企业经营实际因地制宜，杭州

市城镇燃气企业规模化改革比较典型的整合模式主要

有“企业收购”、“合并重组”两类：

2.2.1 杭州淳安县两家企业“一强一弱”，采用收购

模式

针对淳安杭燃燃气有限公司（简称“淳安杭燃”，

由杭燃集团 100% 控股）与淳安胜嘉利天然气有限公

司（简称“淳安胜嘉利”，由中国天然气（香港）投

资 100% 控股）两家燃气企业实力一强一弱的特点，

淳安县政府通过收购加快推动形成县域“一城一网一

企”管道燃气经营格局的模式，使淳安县城燃规模化

改革走深走实更进一步。为进一步落实杭州市天然气

体制改革，推进淳安县城燃企业规模化、一体化融合

发展，实现天然气同城同价目标 , 经淳安县委县政府

和住建局批准，淳安杭燃与淳安胜嘉利两家燃气企业，

于 2022 年 12 月，正式签署收购协议。鉴于两者在经

营区域范围、用户数量、注册资本等综合实力上强弱

不同，淳安杭燃对淳安胜嘉利进了收购。目前，该收

购正在进行中，收购后淳安杭燃将拟由杭燃集团全资

控股，注册资本为 1.1 亿元。

表 1 淳安杭燃收购淳安胜嘉利股权对照表

序号
城燃企业

名称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持股比例

1
淳安胜嘉

利
2500 万港

元
2500 万港

元
中国天然气（香港）

投资 100%

2 淳安杭燃 3000 万元 3000 万元 杭燃集团 100%

2.2.2 建德市两家企业“各有优势”，采用重组模式

杭州市代管建德市所在经营区域的两家企业，建

德杭燃燃气有限公司（简称“建德杭燃”）和建德市

浙能天然气有限公司（简称“建德浙能天然气”）两

者在城镇燃气投资、建设、运营等方面各有优势，采

用重组模式推进建德市城燃规模化改革，其中建德杭

燃为杭州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100% 全资企业，建德

浙能天然气为浙江浙能燃气股份有限公司控股企业，

其中浙能燃气持股 52%、江阴天力燃气持股 48%。

经当地政府批准，在浙能燃气与杭燃集团强强联合和

共同努力下，建德市天然气有限公司（简称“建德天

然气”）于 2022 年 11 月挂牌成立，注册资本为 2 亿

元，目前重组正在进行中（天眼查数据显示：建德天

然气大股东杭燃集团持股 50%、建德市浙能天然气持

股 40%、浙能燃气持股 10%）。在建德市两家燃气企

业各有优势的情况下，这种采用企业重组推动天然气

一体化改革并由此实现“一城一网一企”的模式值得

借鉴。
表 2 建德杭燃与建德浙能天然气股权对照表

序号 城燃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持股比例

1 建德杭燃 12000 万元 12000 万元 杭燃集团 100%

2
建德浙能天然

气
2000 万元 1000 万元

浙能燃气 52%

江阴天力燃气
48%

2.2.3. 杭州市临安区多家企业“统一运营”实施一体

化改革

杭州市临安区原有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杭州临安

杭燃、临安浙能天然气、临安昆仑燃气）存在经营区

域分割、管道建设重复，配套服务滞后，与主城区服

务标准、价格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临安区政府及相关

主管部门发挥主导作用，协调当地燃气企业股东方杭

燃集团、昆仑燃气、浙能燃气三方按照市场化原则，

拟通过“统一运营”共同推进临安天然气市场“一体化、

规模化”改革，实现地区燃气市场优化重构，促进临

安燃气公共服务均等化。目前，项目正在推进中，该

项目的有效实施将为省燃气规模化改革贡献临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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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浙江省“一城一企”规模化改革经验分析

燃气企业通过收购或重组，可以加快企业转型升级

成为大型燃气企业，快速进入区域性燃气市场，能够充

分利用原有企业的资源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能够有效

降低企业的竞争成本和壁垒，全面缩短企业在发展中转

型的时间成本。由此可见，加快燃气企业的改革整合步

伐是促进燃气企业全面发展的基础和重要保障。碎片化

的燃气市场格局给保障供气安全、全面推进配气价格成

本监审、统一提升服务水平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随着以

浙江省燃气规模化改革样本的打造示范，各地逐渐将燃

气特许经营评估、鼓励规模化整合等一系列引导政策提

上日程，无疑均在加速推动燃气行业间的收购重组，朝

着“一城一企”改革实施的方向发展。

3.1 通过特许经营评估公开透明淘汰部分企业

浙江省立足本地燃气整合实际健全实施细则，完

善准入条件，设立退出机制，严格燃气经营许可管理，

切实加强燃气企业监管，支持燃气等行业兼并重组，

确保完成老化更新改造任务，促进燃气市场规模化、

专业化发展。浙江省住建厅在已有管道燃气特许经营

评估管理办法基础上，对评估办法的评估标准进行了

修订。修订后着重鼓励发展智慧燃气，该项评分值为

所有项最高。此外，燃气规划执行、安全管理、市场

份额三项评分值也相对较高，这对一些中小型燃气企

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便于通过评估办法淘汰一批

基础差、经营水平低的企业，更利于有条件的地市兼

顾合规性和灵活性，通过政府主导或搭台完成燃气企

业规模化整合，加快推动“一城一企”燃气改革整合

的实施和落地。

3.2 平衡市场和企业利益，因地制宜进行兼并重组

3.2.1 以“政府主导、国企主体”为整合方式统筹推进

浙江杭州淳安县、临安区、建德市燃气市场整合

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当地政府积极作为，以集中统一

整合为导向原则，按照统一谋划、分步实施的思路，

因地制宜，根据辖区内燃气企业不同特点，采用收购

（如淳安县）或重组（如临安区、建德市）为整合方

式，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统筹推进当地燃气规模化改革

进程。从杭州市各地的改革案例来看，在改革模式的

选择上无论是企业收购还是合并重组，均是从统一市

场的顶层设计出发，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前提，并最终

以国有企业为主体进行的改革整合，进而实现所辖行

政区域内燃气市场的一体化经营，杭州市这种“政府

主导、国企主体”的改革整合模式也必将成为未来浙

江省“一盘棋、一张网、一体化”供气格局下的改革

实践方案，同时省域各地市逐步实现区域化、规模化

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将更进一步。

3.2.2 以“政府搭台、民企整合”为辅进一步推动改革

浙江省各地市在推进城镇燃气规模化改革的过程

中，除采用政府主导和国企主体的形式外，还通过以

“政府搭台、民企整合”的形式实施并完成省内部分

地市的城镇燃气扁平化、规模化改革。例如，浙江温

州瑞安原有 6 家管道燃气企业，各企业分区经营，管

道、气源、技术等资源不能共享，容易造成资源浪费，

也不利于安全监管。鉴于瑞安新奥在上游资源、整合

能力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更利于优化配置燃气资源供

给和加强气源整合利用，由瑞安市政府搭台组织辖区

内燃气企业进行沟通会议，引导瑞安新奥为主整合其

余安阳管道燃气、开源管道燃气、中源液化气等 5 家

公司，2022 年 3 月瑞安新奥与安阳管道燃气签订整合

协议，整合完成后实行统一规划、布局、监管、服务，

最终实现瑞安市的燃气企业规模化经营。

同年 12 月，海宁市新欣天然气、海宁新奥燃气、

海宁新奥能源发展 3 家公司完成股权重组签约，此次

股权重组不但降低了转输成本，同时也实现了海宁天

然气“一城一企一网”的管理模式，更是“政府搭台、

民企整合”模式在浙江城燃市场改革的又一应用。

4 其他省市城镇燃气规模化改革情况

除早期实施燃气规模化改革的浙江省外，河南省、

广东省、陕西省、河北省、天津市、成都市等省市也

纷纷出台了相关指导政策，推动燃气行业规模化、集

中化发展。在各省市推进燃气规模化改革的进程中，

河南省和成都市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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