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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发改能源函〔2020〕71 号

对市人大十九届五次会议第 20200211 号
建 议 的 答 复

孙运军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推动临沂市天然气产业发展的建议》收

悉，市发展改革委对此高度重视，与市住建局等部门进行了深

入沟通衔接，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拓宽天然气供应渠道。一是加强与上游企业战略合

作，落实气源供应保障。加大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企

业沟通协调力度，组织城燃企业向上游争取更多用气指标，鼓

励争取签订更多 LNG 合同，保障 LNG 货源供应，在确保安全前

提下充分发挥 LNG 气化补充能力，确保关键时刻用的上，用的

好，补的足。二是加快储气调峰项目推进，提升供应保障能

力。我们将在租赁和购买服务的基础上，对照建设计划方案，

稳步推进储气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我市政府和城燃企业自建

储气能力，保障天然气供应安全。三是积极争取增加供气合同

量。结合我市天然气用量需求，立足当前主管线单一实际，进

一步协调争取中石油落实增加供气合同量，从源头上降低供气

成本。



- 2 -

二、推进管网建设互联互通。我市当前运行主要管线为中

国石油管道中原输油气分公司临沂输气站天然气管道，设置站

场 1 座，位于高新区，设计输气能力 3.8 亿立方米/年。在建管

线有 3 条，中石油昆仑天然气临沂-团林管道（输气能力 7 亿立

方米/年）和沂南-沂水管道（输气能力 7 亿立方米/年）、中石

化青宁输气管道（输气能力 72 亿立方米/年）。拟建过境管线 3

条，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山东临沂段（输气能力 380 亿立方米/

年）、山东管网南干线（输气能力 332 亿立方米/年）和东干线

（输气能力约 310 亿立方米/年）。目前，各项工程稳步推进，

我们将继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加快推进各条管线建设，力争

工程尽快竣工投产，届时管线实现互联互通，我市将成为山东

天然气环网的重要节点和枢纽，天然气供应保障能力将全面增

强。

三、加强天然气行业监管。我市天然气消费工业占比最

大，随着管线陆续建成投产运行，天然气产业发展速度将大幅

加快、未来潜力巨大，对此我们将切实加强行业监管，健全完

善市场运行机制。一是组织制定标准，建立健全市场规则。建

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天然气市场。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完善监管体系，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构建高效、安全的天然气

供销网络，全面建成多气源保障的供应格局。严格按照省发改

委《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继续坚持发

展与规范并重，在强化安全管理的前提下，支持工业天然气用

户对管道气、CNG、LNG 气源做市场化选择，鼓励用户自主选择

资源方、供气路径及形式，支持用户双气源和多气源供应。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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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青宁线、南干线、中俄东线等管线竣工，各个门站投产，我

市将建成多处气源供应点，我市气源保障和市场竞争能力将全

面提升。二是随着中石化等管线的建设，我市将破解仅有中石

油一条主力管线的问题，将打破主管线供气垄断，园区企业可

以自主选择上游供气方，协商解决供气价格。三是积极推进大

用户直供。争取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支持，对我市未来

临港钢铁基地等大工业用户实行直供，探索“直供+代输”供气

模式，降低用气成本。四是理顺价格机制。积极推动建立气价

倒逼机制，通过争取上游供气价格优惠、协调燃气企业让利等

方式，降低重点产业项目用气成本。

四、推进天然气有序清洁高效利用。结合我市未来天然气

供应优势，突出以天然气为燃料、原料的发展方向，加快推进

天然气产业化综合清洁利用步伐。一是编制专项发展规划。把

天然气产业发展纳入能源“十四五”规划重点篇章，明确未来

一段时期我市天然气的发展思路和任务措施。二是大力推进天

然气应用。积极支持城燃企业加快拓展农村天然气民用市场，

推动天然气供气向农村延伸，全面推进工业企业“煤改气”，

加快天然气在交通领域推广利用。三是积极支持以天然气为燃

料的重点产业和园区发展，重点支持费县智慧新能源项目、临

港钢铁基地天然气热电联产等项目实施，推动打造天然气价格

“洼地”，吸引聚集一批以天然气为燃料的高载能项目。四是

准确把握国家天然气利用政策，加快发展天然气调峰发电、分

布式能源、储气调峰、生物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产业。五是结合

实际，加大招引力度，适时发展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新材料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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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工产业。

再次感谢您对天然气产业发展工作的关心支持。

临沂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 年 10 月 1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建议承办分管领导：刘辉 承办责任人：张阳、宋立伟

电话：8727797/7959191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