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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城镇燃气和

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攻坚行动方案

（2024—2027 年）的通知

（黔府办发〔202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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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城镇燃气和

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攻坚行动方案

（2024—2027 年）的通知

黔府办发〔2024〕8号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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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城镇燃气和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攻坚行动方案（2024—2027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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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 7月 4日

（此件公开发布）

贵州省城镇燃气和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

攻坚行动方案（2024—2027 年）

为加快推进全省城镇燃气管网和天然气输气管网“两网”建设，开发利用好我省富集的煤层气、页岩气资源，强化行业监管，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提升燃气本质

安全水平，构建安全稳定绿色高效的燃气供应保障体系，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基本原则

——系统规划、分步实施。以深入推进城镇燃气管道“带病运行”专项治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县通”为重点，系统规划全省城镇燃气和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

明确分阶段任务安排和实施计划。

——补齐短板、确保安全。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加快补齐全省城镇燃气和天然气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镇燃气和天然气本质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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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产业、优化结构。以“富矿精开”为关键抓手，围绕建设“六大产业基地”和保障民生需求，大力推进我省煤层气、页岩气高效开发和综合利用，加快

构建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

——强化保障、形成合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强化政策供给和部门联动，形成推进全省城镇燃气和天然气基础

设施建设的强大合力。

——绿色低碳、智能高效。提高全省管道天然气利用比例，加快推进城镇燃气和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提升运行管理效率和事故监

测预警能力。

（二）工作目标

——进一步加大城镇老旧燃气管道更新改造力度。深入推进城镇燃气管道“带病运行”专项治理，到 2025年，全面消除既有城镇燃气管道和设施安全隐患，切

实提高城镇燃气本质安全水平。

——进一步提高管道燃气普及水平。到 2027年，贵阳贵安中心城区管道燃气普及率提高到90％以上、其他设市城市中心城区管道燃气普及率提高到70％以上、

县城管道燃气普及率提高到 50％以上，全省城镇管道燃气普及率提高到60％以上。

——进一步扩大管道天然气覆盖范围。到2027 年，全省88个县级城区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县通”，重点园区实现管道天然气全覆盖。

——进一步提升能源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到2027年，全省非常规天然气产量达 16亿立方米以上，天然气自给率提高到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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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任务

（三）推进城镇燃气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城镇燃气管道建设工程。健全城镇老旧燃气管道和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台账，2024年底前运行 30年及以上和存在重大安

全隐患的管道设施全部完成更新改造，2025年底前既有燃气管道和设施安全隐患全面消除。加快推进新建城镇燃气管道项目建设，推动城镇燃气管道向尚未接通使用

天然气的30个重点园区延伸。到 2027年，全省新建城镇燃气管道 2500公里。（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

贵州能源集团，各市〔州〕、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

（四）推进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天然气输气管道建设工程。加快推进续建天然气输气管道项目建设，确保 2024年建成投产金沙至黔西、玉屏至江口等 6

个项目，2025 年建成投产湄潭至瓮安、江口至思南等 4个项目，2026 年建成投产凯里至黄平项目。2024 年开工建设织金至珠藏、茅台至坛厂、黎平至从江等 6个项

目，新建天然气输气管道 280公里；2025年开工建设赫章至威宁、织金至纳雍等7个项目，新建天然气输气管道 376公里；2026年开工建设务川至德江、安龙至望谟

等13个项目，新建天然气输气管道 897公里。到 2027年，全省续建及新建天然气输气管道 1776公里，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县通”。（责任单位：省能源局、贵州能

源集团，各市〔州〕、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

（五）加快全省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利用，实施气源建设工程。加快建设文家坝一矿、发耳二矿等14个煤层气开采项目，推进六枝到镇宁、六枝到织金等 5个煤

层气探矿权出让，打造纳雍—平坝和盘州两个煤层气重点建产区。到2027 年，全省煤层气年产量达 4亿立方米以上。加大正安安场、黔渝彭水2区等4个页岩气勘探

开发项目实施力度，打造黔北页岩气重点建产区。到2027 年，全省页岩气年产量达12亿立方米以上。深化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央企战略合作，争取更多年

度合同气量支持。（责任单位：省能源局、省自然资源厅、省国资委、贵州能源集团，各市〔州〕、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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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快应急调峰储备设施建设，提升天然气储备能力。加快推进习水—仁怀储气调峰站等项目建设，到 2027年，全省储气能力达 2.54亿立方米，其中政府

储气能力达0.54亿立方米、城镇燃气企业储气能力达 2亿立方米；形成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满足保障本行政区域日均5天需求量、城镇燃气企业满足不低于其年用

气量5％的储气能力。（责任单位：省能源局、省发展改革委、贵州能源集团，各市〔州〕、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

（七）健全完善燃气行业监管体系，提升安全管理服务水平。按照“互联网＋监管”要求，推动政府与燃气企业间的信息共享，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

术提升工业控制安全与网络安全水平，推动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普及化。到 2027年，全省燃气企业全面建成信息化管理系统；形成燃气安全共管、信息共享、上

下联动的工作格局。（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大数据局，各市〔州〕、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

三、政策措施

（八）规范整顿城镇燃气行业秩序。全面摸清全省城镇燃气特许经营权运行情况，研究制定加强城镇燃气经营管理、规范企业经营行为的具体办法，建立完善市

场退出机制，对合同履约情况差、供应保障能力不足、安全生产不达标的城镇燃气特许经营主体，依法依规予以清退。支持有能力的城镇燃气经营主体采取收购、控

股等方式整合“小散弱”经营主体。到 2027年，全省城镇燃气行业规模化程度显著提升。（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司法厅、省国资委、贵州能源集团，各

市〔州〕、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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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有序推进全省天然气“一张网”建设。加强全省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规划，压实贵州能源集团省内天然气输气管道建设主体责任。支持优强企业以市

场化方式推进存量天然气输气管道整合。探索通过物理联通、商务合作、调度组网等方式，推动全省天然气输气管道统一运营管理。力争到2027年，全省基本实现天

然气输气管道“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统一管理、统一运价”目标。（责任单位：省能源局、省国资委、贵州能源集团，各市〔州〕人民政府）

（十）推动煤层气、页岩气“增储上产”。加大地质勘查财政资金投入和示范引领力度，实施一批煤层气地质勘查资金项目，查明资源条件后加快出让煤层气矿

业权。在设置煤炭探矿权的区域，探矿权人要对勘查区块内的煤层气和煤炭资源进行综合勘查，提交煤层气和煤炭资源综合勘查报告，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储量评审（估）、

备案。引导鼓励煤炭矿业权人与煤层气企业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合作推动本矿区（非重叠区）内煤层气资源勘探开发。支持省内企业与央企合作开发煤层气、页岩气

资源。持续落实煤层气开发利用奖补直达机制，确保核准后的奖补资金直达基层、直达企业。（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能源局、省财政厅、贵州能源集团，各

市〔州〕人民政府）

（十一）加快项目手续办理。按有关规定简化优化城镇燃气和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前置要件审批，积极推行并联审批等方式，加快规划选址、用地预审、项

目审批、水土保持、环境评价、林业占地、市政破路、绿地占用等项目建设手续办理和审批。（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省能源局、省林业局，各市〔州〕、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

（十二）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等资金，统筹省级预算内投资、省城乡建设发展专项资金、省能

源安全生产和保供专项资金等，用好“四化”产业基金，对符合条件的城镇燃气和天然气基础设施项目按有关规定积极予以支持。鼓励国有融资担保机构加强融资增

信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落实国家关于符合条件的西部大开发和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减税降费政策。规范实施政府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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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本合作（PPP）新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完善省属国有燃气企业经营业绩考核指标体系。（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能源局、省国资委、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省委金融办、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十三）强化土地要素保障。省市县三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强化统筹安排，合理使用土地指标，做好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用好用足国家政策，保障城镇燃

气和天然气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用地需求。（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各市〔州〕、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

（十四）深化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全面落实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科学合理核定天然气管道运输成本和价格，加强价格监管。健全天然气价格监测

体系，建立跨部门分析预警机制，强化供需平衡分析，定期向社会发布监测信息，保障天然气供给、保持价格相对稳定。（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

四、组织实施

（十五）加强组织领导。按程序建立省城镇燃气和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城镇燃气管道（含重点园区）建设工程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实施，天

然气输气管道建设工程和气源建设工程由省能源局组织实施。各市（州）、各县（市、区、特区）要细化落实本方案明确的各项目标任务，确保按期全面完成。（责

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能源局，各市〔州〕、各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

（十六）加大督促检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能源局定期对各地各有关部门落实本方案工作任务等情况开展指导评估、督促检查并及时通报。重大事项按程序

请示报告。（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能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