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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新建燃气管道项目策划方案说明 

 

发改委最早在 2010 年就提出了“管网独立”的设想。2014 年 2月，国

家能源局公布《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试行)》为我国油气市场

发展带来新机遇，特别是为新兴油气企业创造宽松条件，也加速了油气管

网设施分离工作的进程，油气管网或从此进入第三方准入时代。 

该燃气管道项目计划总投资 2618.84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035.26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77.72%；流动资金 583.58 万元，占项目总

投资的 22.28%。 

达产年营业收入 3987.00 万元，总成本费用 2994.69 万元，税金及附

加 45.93 万元，利润总额 992.31 万元，利税总额 1175.11 万元，税后净利

润 744.23 万元，达产年纳税总额 430.88 万元；达产年投资利润率 37.89%，

投资利税率 44.87%，投资回报率 28.42%，全部投资回收期 5.02 年，提供

就业职位 54个。 

重视环境保护的原则。使投资项目建设达到环境保护的要求，同时，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企业安全卫生的各项法律、法规，并做到环境保护“三

废”治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三同时”的要求，使企业达到安全、整洁、

文明生产的目的。 

...... 



报告主要内容：基本情况、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市场调研、产品及建

设方案、选址评价、土建方案、项目工艺说明、环境保护概况、安全保护、

项目风险、节能概况、进度说明、投资可行性分析、项目盈利能力分析、

总结及建议等。 

内地城市燃气项目总数已达131 个，遍布 23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全年总售气量约 171 亿 4千万立方米，较上年度增长 10.3%，燃气客户则增

加至约 2,310 万户，增长 11%。城市燃气是由几种气体组成的混合气体，其

中含有可燃气体和不可燃气体。 

 

 

  



第一章  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 

贵州新建燃气管道项目 

2017 年 6 月，国家能源局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

提出将天然气培育成为我国的主体能源之一，2020 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中

的占比提升至 10%，2030 年提升至 15%。《天然气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指出，

2020 年我国天然气保供能力要达到 3600 亿立方米，国内天然气产量要达到

2070 亿立方米，“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速 8.9%，气化人口 4.7 亿人，管道

里程 10.4 万公里。 

随着我国能源结构向低碳转型的不断推进，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

费结构中将占据愈发重要的地位。天然气管道的保障能力是天然气行业发

展的基石。目前，我国已建成由跨境管线、主干线与区域联络线、省内城

际管线、城市配气网与大工业直供管线构建的全国性天然气管网，已初步

形成“横跨东西、纵贯南北、联通境外”的格局。 

（二）项目选址 

xxx经济技术开发区 

贵州，简称黔或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省会贵阳，地处

中国西南内陆地区腹地。是中国西南地区交通枢纽，长江经济带重要组成



部分。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世界知名山地旅游目的地和山

地旅游大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界于北纬

24°37′～29°13′，东经 103°36′～109°35′，北接四川和重庆，东

毗湖南、南邻广西、西连云南。贵州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

南三面倾斜，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全省地貌可概括分为高原、山地、

丘陵和盆地四种基本类型，其中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总面积 17.62

万平方千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地跨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截至 2019 年

末，贵州省辖 6个地级市，3个自治州，52 个县，11 个自治县，9个县级

市，15 个市辖区，1特区。常住人口 3622.95 万人，地区生产总值

16769.34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280.56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6058.45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8430.33亿元。 

（三）项目用地规模 

项目总用地面积 7377.02 平方米（折合约 11.06亩）。 

（四）项目用地控制指标 

该工程规划建筑系数 78.61%，建筑容积率 1.30，建设区域绿化覆盖率

6.98%，固定资产投资强度 184.02 万元/亩。 

（五）土建工程指标 

项目净用地面积 7377.02 平方米，建筑物基底占地面积 5799.08 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 9590.13 平方米，其中：规划建设主体工程 7344.61 平方

米，项目规划绿化面积 669.68 平方米。 



（六）设备选型方案 

项目计划购置设备共计 101 台（套），设备购置费 978.48 万元。 

（七）节能分析 

1、项目年用电量 1292336.18千瓦时，折合 158.83 吨标准煤。 

2、项目年总用水量 2808.42 立方米，折合 0.24 吨标准煤。 

3、“贵州新建燃气管道项目投资建设项目”，年用电量 1292336.18

千瓦时，年总用水量 2808.42 立方米，项目年综合总耗能量（当量值）

159.07 吨标准煤/年。达产年综合节能量 64.97 吨标准煤/年，项目总节能

率 26.40%，能源利用效果良好。 

（八）环境保护 

项目符合 xxx 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规划，符合 xxx 经济技术开发区产

业结构调整规划和国家的产业发展政策；对产生的各类污染物都采取了切

实可行的治理措施，严格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内，项目建设不会对

区域生态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 

（九）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构成 

项目预计总投资 2618.84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035.26 万元，

占项目总投资的 77.72%；流动资金 583.58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22.28%。 

（十）资金筹措 

该项目现阶段投资均由企业自筹。 

（十一）项目预期经济效益规划目标 



预期达产年营业收入 3987.00 万元，总成本费用 2994.69 万元，税金

及附加 45.93 万元，利润总额 992.31 万元，利税总额 1175.11 万元，税后

净利润 744.23 万元，达产年纳税总额 430.88 万元；达产年投资利润率

37.89%，投资利税率 44.87%，投资回报率 28.42%，全部投资回收期 5.02

年，提供就业职位 54 个。 

（十二）进度规划 

本期工程项目建设期限规划12 个月。 

项目承办单位一定要做好后勤供应和服务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前方施

工。对于难以预见的因素导致施工进度赶不上计划要求时及时研究，项目

建设单位要认真制定和安排赶工计划并及时付诸实施。 

二、报告说明 

报告通过对项目的市场需求、资源供应、建设规模、工艺路线、设备

选型、环境影响、资金筹措、盈利能力等方面的研究调查，在行业专家研

究经验的基础上对项目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进行科学预测，从而为客户提

供全面的、客观的、可靠的项目投资价值评估及项目建设进程等咨询意见。

报告通过对项目的市场需求、资源供应、建设规模、工艺路线、设备选型、

环境影响、资金筹措、盈利能力等方面的研究调查，在行业专家研究经验

的基础上对项目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进行科学预测，从而为客户提供全面

的、客观的、可靠的项目投资价值评估及项目建设进程等咨询意见。报告

有五大用途：可用于企业融资、对外招商合作；用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以



前的计委)立项；用于银行贷款告；用于申请进口设备免税；用于境外投资

项目核准。 

三、项目评价 

1、本期工程项目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和规划要求，符合xxx 经济技

术开发区及 xxx 经济技术开发区燃气管道行业布局和结构调整政策；项目

的建设对促进 xxx 经济技术开发区燃气管道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

构、产品结构的调整优化有着积极的推动意义。 

2、xxx 公司为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拟建“贵州新建燃气管道项目”，

本期工程项目的建设能够有力促进xxx 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为社会

提供就业职位 54 个，达产年纳税总额 430.88 万元，可以促进 xxx 经济技

术开发区区域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社会稳定，为地方财政收入做出积极的贡

献。 

3、项目达产年投资利润率 37.89%，投资利税率 44.87%，全部投资回

报率 28.42%，全部投资回收期 5.02 年，固定资产投资回收期 5.02 年（含

建设期），项目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4、引导民间投资参与制造业重大项目建设，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指导意见》，要求广泛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为推动《中

国制造 2025》国家战略实施，中央财政在工业转型升级资金基础上整合设

立了工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 2025）资金。围绕《中国制造 2025》战略，



重点解决产业发展的基础、共性问题，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带

动产业向纵深发展。重点支持制造业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加强产业

链条关键环节支持力度，为各类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产业和技术支撑。

undefined 

综上所述，项目的建设和实施无论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还是环境保

护、清洁生产都是积极可行的。 

四、主要经济指标 

 

主要经济指标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备注 

1 占地面积 平方米 7377.02 11.06 亩 

1.1 容积率  1.30  

1.2 建筑系数  78.61%  

1.3 投资强度 万元/亩 184.02  

1.4 基底面积 平方米 5799.08  

1.5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9590.13  

1.6 绿化面积 平方米 669.68 绿化率 6.98% 

2 总投资 万元 2618.84  

2.1 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2035.26  

2.1.1 土建工程投资 万元 763.31  

2.1.1.1 土建工程投资占比 万元 29.15%  

2.1.2 设备投资 万元 978.48  

2.1.2.1 设备投资占比  37.36%  

2.1.3 其它投资 万元 293.47  



2.1.3.1 其它投资占比  11.21%  

2.1.4 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77.72%  

2.2 流动资金 万元 583.58  

2.2.1 流动资金占比  22.28%  

3 收入 万元 3987.00  

4 总成本 万元 2994.69  

5 利润总额 万元 992.31  

6 净利润 万元 744.23  

7 所得税 万元 1.30  

8 增值税 万元 136.87  

9 税金及附加 万元 45.93  

10 纳税总额 万元 430.88  

11 利税总额 万元 1175.11  

12 投资利润率  37.89%  

13 投资利税率  44.87%  

14 投资回报率  28.42%  

15 回收期 年 5.02  

16 设备数量 台（套） 101  

17 年用电量 千瓦时 1292336.18  

18 年用水量 立方米 2808.42  

19 总能耗 吨标准煤 159.07  

20 节能率  26.40%  

21 节能量 吨标准煤 64.97  

22 员工数量 人 54  

  



第二章  项目基本情况 

 

一、燃气管道项目背景分析 

2017 年 6 月，国家能源局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

见》，提出将天然气培育成为我国的主体能源之一，2020 年天然气在

一次能源中的占比提升至 10%，2030 年提升至 15%。《天然气十三五规

划》进一步指出，2020 年我国天然气保供能力要达到 3600 亿立方米，

国内天然气产量要达到 2070 亿立方米，“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速 8.9%，

气化人口 4.7 亿人，管道里程 10.4 万公里。 

2017 年，我国 PM2.5 平均浓度为 44.1，相比于 2016 年下降了 2.1，

同时 SO2 和 CO 的浓度也都有了大幅的降低。同时，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区域的 PM2.5 平均浓度分别为 64.6 微克/立方米，44.7 微克/立

方米，34.8 微克/立方米，相较 2013 年分别下降 39.2%，33.3%，

26.0%，超额完成大气十条规定的具体指标。 

目前所有地区的非居民基准门站价平均为 1.7元/立方米，相比居

民用气平均最高门站价高出 0.3元/立方米，未来居民用气门站价有一

定提价空间。 



2016 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为 2078 亿立方米，其中生活消费量为

380 亿立方米，占比仅为 18.27%，所以居民售气量的变动对下游整体

的售气量影响也不大。 

我国天然气生活消费量及总消费量走势（单位：亿立方米）2008-

2017 年，我国天然气进口量由 46 亿方增长至 920 亿方，年均复合增速

34.9%，而在产量方面，2008 年我国天然气产量为 803 亿立方米，2017

年则达到了 1474 亿立方米，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6.97%，远低于进口量

与消费量的增长水平。随着进口量的不断增加，我国天然气行业对外

依存度也由 2008 年的 5.9%提高到 2017 年的 38%。 

2015 年开始，我国进口天然气中 LNG 的占比呈逐年上升的态势，

并在 2017 年超过管道气，成为我国最主要的进口气来源。2017 年，我

国共进口天然气 6872 万吨，其中进口 LNG3813 万吨，占比由 15 年的

44%提升至 17 年的 55%。 

我国的进口管道气主要来自于土库曼斯坦，2017 年我国从土库曼

斯坦共进口管道气 2451 万吨（约合 328 亿立方米），占去年管道气进

口总量的 80.5%，其次乌兹别克斯坦、缅甸、哈萨克斯坦也是我国的管

道气进口国 



目前我国已建成四条天然气进口管道，分别为中亚 A、B、C线以

及中缅线，在建的管道包括中亚 D 线、中俄东线、中俄西线，其中中

俄西线将于 2019 年通气，中俄东线将于 2020 年底正式通气，两者设

计供气量分别为 300 亿方/年、380 亿方/年。 

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迅速提升，2017 年已经达到 38%。国产气

方面，虽然目前常规气占比较大，为 53%，但近几年发展较为平稳，占

比也有一定下降，而非常规气占比则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 

目前，国内并没有新的进口管道投产，LNG 接收站数量亦不多，天

然气资源开采短期内增长潜力有限，加之储气调峰设施建设不足，管

网联通程度以及建设规模较小，面临较大的下游需求增速，天然气市

场出现供应缺口也是必然。随着我国清洁能源政策的大力推行，天然

气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不断增长，国内天然气产业发展的黄金十年已

经到来。预计 2023 年中国天然气的供需缺口约 1750 亿立方米。 

二、燃气管道项目建设必要性分析 

发改委最早在 2010 年就提出了“管网独立”的设想。2014 年 2 月，

国家能源局公布《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试行)》为我国油

气市场发展带来新机遇，特别是为新兴油气企业创造宽松条件，也加



速了油气管网设施分离工作的进程，油气管网或从此进入第三方准入

时代。 

2017 年 5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

见》中提出了关于“管网独立，管输和销售分开”的指导意见。2017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文件指出国家鼓励和支持各类资本参与投资

建设纳入统一规划的油气管网设施。 

2019 年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在《关于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提出

将组建国家管网公司，推动油气干线管道独立，实现管输和销售分开。 

据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 2018 年发布的《2019 中国能源化工产

业发展报告》披露，新管网公司将整合三大石油公司旗下所有油气管

道资源，实现管道独立，并引入社会资本用于扩建管网，最后公司将

寻求上市。国家管网公司成立后将覆盖中国大部分长输气管道，进一

步推动国内天然气管道体制改革。 

2019 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推进油气管网运营机制改革。

5 月 24 日，国家发改委等印发新版《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

法》，用于提高油气管网设施利用效率，规范油气管网设施开放行为，



维护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和用户的合法权益，建立公平、公正、竞

争、有序的市场秩序。 

我国是天然气消费大国，近几年来天然气消费量快速上涨，2018

年天然气表观消费量达到 2833.09 亿立方米，同比增加 18.34%。但相

较于高增长的天然气需求，我国管道运输能力尚显不足。自 2009 年来

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年均复合增速达 13.95%，而油气管道里程数年均复

合增速仅为 6.55%，且呈现逐年下滑趋势。当前我国管道运输能力陷入

瓶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天然气行业发展，因此推出管网公司用以加速

基础管网设施建设、提升我国管道运输能力可以说是未来十年我国能

源行业的重要举措之一。 

我国天然气资源分布不均，大多分布在西北、西南盆地，其中以

塔里木盆地、鄂尔多斯地区以及四川地区天然气储气量为最。三大石

油公司中拥有天然气储气量最多的是中石油公司，主要储气地包括长

庆、塔里木、四川等地，天然气总储量达 21790 亿立方米，占三大石

油公司天然气总储量的 85%以上。除此之外，煤制气项目大多也集中在

西北地区，伊犁及鄂尔多斯两地煤制气项目产能达 95 亿立方米，占全

国总产能的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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