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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评估背景

1 概况

为规范管道燃气特许经营的运行，切实加强政府监管，进一步健全和

完善管道燃气监管体系，浙江省于 2020年 7月印发了《浙江省管道燃气特

许经营评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全省管道燃气特许经营评估的指导和监督工作，市、

县城镇燃气主管部门依据本级人民政府的授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管道燃

气特许经营评估的具体工作。绍兴市于 2020年 11月成立了绍兴市管道燃

气特许经营评估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实施对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完整性

和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情况的评估工作，评估周期

为 2018-2019年。

1.1 企业概况

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 07月 07日，法人代表为杨越

峰，注册资本为 21000万人民币，注册地址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

道华滨路 102号，营业期限为 2003年 07月 07日至 2033年 07月 07日止。

公司企业性质为国有控股，由绍兴市燃气产业有限公司出资 60%，绍兴市

柯桥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40%。

公司于 2011年 10月 28日与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签订了《绍

兴市区城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二）》，并于 2017年 11月取得绍兴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燃气经营许可证》，符合《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的有关规定，准许从事管道燃气经营业务。

1.2 管道燃气发展现状

截至 2019年底，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在绍兴市区累计敷设高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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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66公里，次高压管道 31公里，已建市域高压管道从绍兴门站、滨海门

站接出，引气源至市域高压管网，输送至各个末端高（次高）中压调压站。

公司已建成门站 2座，LNG应急气源站 1座，高中压调压站 10座，1座计

量站，9座线路阀室。

截至 2019年底，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供气用户为 3家城镇燃气企

业和 1家工业用户。2019年总供气量为 133288万方，最高日供气量约 450

万方。公司无居民、商业用户，仅有 1户直供工业用户，基本没有建设中

低压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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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特许经营协议评估

2 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评估

2.1 特许经营协议概况

为规范绍兴市区行政管辖区域内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活动，加强市场监

管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绍兴市人民政府授权绍兴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和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1年 10月 28日签订《绍兴市区城

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二）》（以下简称《协议》），明确特许经营权地

域范围为绍兴市越城区行政范围，鼓励跨行政区域的燃气设施特许经营。

协议之特许经营权有效期限为 15年，自 2011年 10月 28日起至 2026年 10

月 27日止。

《协议》条款共十五章，主要包括总则，定义与解释，特许经营权授

予和取消，特许经营协议的终止，燃气设施的建设、维护和更新，供气安

全，供气质量和服务标准，收费，权利和义务，违约，不可抗力，争议解

决，附则，适用法律及标准语言和附件等内容。

2.2 特许经营协议完整性评估

《协议》内容完整性基本符合《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

法》、《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和《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中的

相关要求，但仍需补充和完善以下内容：

（1）特许经营方式；

（2）项目公司注册资本、股东出资方式、出资比例方面的内容；

（3）投融资期限和方式的相关内容；

（4）临时接管预案相关内容；

（5）设施移交时的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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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关于加快落实天然气储备能力建设任务的通知》（浙发改

能源局[2020]305号）要求，建议在签订补充协议时，补充特许经营者的储

气责任和义务。

2.3 特许经营协议条款合法性评估

《协议》之特许经营权有效期限为 15年，协议内容规范，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协议的授权主体明确，已完成法定授权程序，产

品或服务标准清晰；协议中有关设施权属、相应的维护和更新改造的约定

明确；对特许经营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责任方面的约定清晰、明确、

完备；价格标准符合相关法规要求；争议解决方式符合法律相关规定。

2.4 应急预案完整性评估

在《协议》中，涉及应急预案的条款主要为第 6.5条应急抢修抢险，明

确要求乙方建立应急抢修抢险救灾预案和相应的组织、指挥、设备、物资

等保障体系。

《协议》条款虽然规定了乙方应建立应急抢修抢险救灾预案，但并未

对甲方制定应急预案提出要求。应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政府层面、

企业层面已制定的相关应急预案，补充约束应急预案方面的相关条款内容，

明确甲方制定应急预案的要求，应包含应急机构的组成单位和有关职责、

资金装备和人员的保障措施以及应急行动方案等方面内容。同时对政府和

企业及时修订应急预案、适时开展应急演练、逐步加强应急预案的综合协

调管理等方面提出要求。

2.5 临时接管条件完整性评估

《协议》在第 3.7条中明确了甲方终止特许经营协议的乙方行为，在第

9.2条中提出了甲方制定临时接管乙方管道燃气设施及运行预案的要求。

《协议》条款已说明实施临时接管所具备的条件，明确界定了导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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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经营权收回的燃气企业的违约行为，并且明确要求甲方制定临时接管预

案，符合《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的

相关临时接管条件的相关要求。

建议根据《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浙江省管

道燃气特许经营评估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相关内容，补充明确原

经营企业和临时接管单位的交接方式、临时接管期间甲乙双方义务、临时

接管期限、临时接管结束后的处理方式等内容，确保临时接管的可操作性。

目前，绍兴市越城区城镇燃气主管部门尚未制定临时接管预案，根据

《协议》要求，应尽快制定临时接管预案（或草案），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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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企业经营情况评估

3 气源评估

3.1 气源种类

绍兴市区现状管道燃气气源为管输天然气，气源来自省网“杭甬线”

输气管道，根据《镇燃气分类和基本特性》GB／T 13611-2018，结合上游

公司提供的天然气气质分析报告，燃气类别为 12T。根据评分标准，气源种

类得 3分。

3.2 气源质量

上游省公司向绍兴天投定期提供天然气气质分析报告，天然气指标均

符合国家标准 GB17820《天然气》及中国石油企业标准 Q/SY30《天然气长

输管道气质要求》中的有关规定，天然气的各项技术指标如高/低位发热量、

硫化氢、二氧化碳等含量均符合国家标准一类气体的要求。绍兴天投在绍

兴门站、滨海门站内配备了燃气加臭装置，对接收的上游天然气都经过加

臭处理，确保符合《城镇燃气加臭技术规程》等相关规范的要求。

因此，绍兴天投的管道天然气气源质量在气质参数、压力、加臭等方

面均满足国家标准和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3.3 供气安全保障

3.3.1 本地气源站建设

绍兴市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从省网荷湖分输站、滨海末站下载天然气气

源，绍兴门站及滨海门站出站规模均为 12万 Nm3/h，1#LNG应急气源站

与绍兴门站合建，储罐规模为 8×150m3，气化能力为 3.2万 Nm3/h。

根据评分标准，本地气源站建设得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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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储气能力

2020年 10月 18日，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已与新奥新能（浙江）

能源贸易有限公司正式签订《天然气销售和购买合同》，实现上下游直接交

易，同时新奥将向绍兴天投提供储气能力服务，储气能力按照不低于年实

际用气量的 5%、属地政府 3天应急储气量计算。绍兴天投购买的储气量能

够满足上一年度 5%供气量。

根据评分标准，储气能力得 5分。

3.3.3 调峰能力

根据《绍兴市区燃气专项规划（修编）》（2015年版），绍兴市城市调峰

仅考虑小时调峰储气量，对于调节由于季节、日变化引起的用气量波动由

上游统一考虑，绍兴市区小时调峰由市域高压管道作为主要调峰设施，小

时调峰责任由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全部承担。

绍兴市区 2019年高峰日小时调峰需求量约 9.3万 Nm3，绍兴天投已建

高压、次高压管道储气能力约 29.2万 Nm3，大于小时调峰需求量。根据评

分标准，调峰能力得 3分。

3.3.4 应急气源

绍兴市目前仅有 1座 LNG 应急气源站，现状储气能力约 72万 Nm3，

满足绍兴市区全部不可中断用户 2天用气量 60.52万 Nm3。根据评分标准，

本地化应急气源得 1分。

3.3.5 燃气管网互联互通

绍兴市域高压管道现状已敷设至柯桥区、越城区及滨海新城，各区域

内高压管线已实现互联互通。

经计算，公司经营管网 2018 年和 2019年的运输损耗量均为负值，运

输损耗率为 0。根据评分标准，管网互联互通得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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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运输损耗率统计表

年份 购气量（万 Nm3） 销气量（万 Nm3） 损耗率

2018年 113305.14 113312.20 0

2019年 133197.60 133288.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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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建设评估

4.1 工程建设概况

截至 2019年底，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已建成门站 2座，LNG应急

气源站 1座，高中压调压站 10座，1座计量站，9座线路阀室；累计已投

资建设高压管道 66公里，次高压管道 31公里；无居民、商业用户，仅有 1

户直供工业用户，基本没有建设中低压管网；2019年总供气量为 133288万

方，最高日供气量约 450万方。

4.2 燃气专项规划执行

《绍兴市区燃气专项规划（修编）》（2015年版），于 2015年 7月获得

绍兴市政府批复。规划范围为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的全部行政区域范

围，规划年限为近期 2014~2017年，远期 2018~2020年。本次规划执行情

况评估以该规划内容对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进行评估。

规划指标和执行情况评估如下：

表 2绍兴天投规划执行情况评分表

序号 项目 规划指标 实际建设情况 完成情况 评分

1 燃气场站

新建 3座门站、扩建

1座调压站、新建 4
座调压站、新建 2座
LNG应急气源站

滨海门站新建、柯桥

调压站扩建
未完成 0

2 高压管道 153.9km 97km 63.0% 0.5

3 中压管道 无中压管道建设要求 无 完成 4

4 居民管道燃

气气化率

无居民管道燃气气化

率要求
无 完成 4

5
城市燃气消

费量（×104
Nm3）

181372 133288 73.5% 1.5

合计 10.0

根据评分标准，绍兴天投规划执行情况得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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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企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制定

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8年制定了“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

三年发展规划(2019-2021年)”来指导工程建设实施。同时根据市场发展需

要，公司根据每年的年度工作汇总情况及用户发展情况制定下一年的工作

思路，指导工程建设实施。根据评分标准，企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制定

情况得 4分。

4.4 建设管理体系

（一）设计、监理、施工管理

根据调研和资料收集分析，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对燃气设施设

计、监理、施工单位资质、业绩、技术水平等进行审查，从抽查结果看，

各相关单位的资质既符合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也满足绍兴天然气

投资有限公司的工程建设管理要求。

（二）工程质量管理

根据调研和资料收集分析，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工程管理严格履

行程序化管理，逐级上报审批。施工过程中各类问题，均以书面形式上报。

要求监理单位检查督促施工单位对国家，地方及行业有关工程技术标准，

规范工程质量检评定标准的施工合同的执行情况。要求设计单位进行施工

图设计会审、设计验证、设计确认等。评估组现场抽查了绍兴天然气投资

有限公司的“滨海门站及连接线工程竣工资料”。其中关于工程质量的部分

基本齐全，在建工程基本按图施工，工程质量按公司要求把控到位，基本

满足有关设计施工标准、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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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全管理评估

5.1 安全管理制度

根据调研，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已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安全管

理 制 度 ， 囊 括 了 《 城 镇 燃 气 经 营 企 业 安 全 生 产 标 准 化 规 范 》

（T/CGAS002-2017）的 41项管理制度要求。根据评分标准，安全运行管理

制度得 3分。

5.2 安全管理组织结构

绍兴天投根据相关规定要求，以“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为方针，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成立了安全生产委员会。为贯彻执行企业安

全生产相关政策，公司发布了《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安全管理人员配备管

理制度》，明确了安全生产委员会、相关责任人的主要职责。

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1月 18日任命了 4名专职安管员，

人数符合《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相关要求。公司对安全管理的重视程度

较高，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建设相对完善，管理机构和人员配置合理，成员

责任明确，分工合作，公司在特许经营期限内至今未发生有责安全事故，

安全生产管理到位。安全管理组织机构设置符合《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

定。另外，公司还配备了注册安全工程师 5名。

根据评分标准，绍兴天投安全管理结构和人员配置，得 3分。

5.3 教育培训与人员持证

5.3.1 教育培训情况

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为提高全体员工的安全意识，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不定期进行相关培训，包括安全教育培训、燃气从业人员培训、管理

业务专题培训、燃气规范讲座等，派员工前往越城区鑫泰消防安全职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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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培训学校参加“越城区平安建设消防培训”、参加省质量协会在千岛湖举

办的 QC小组组长（骨干）暨 2020版新标准培训班等培训活动。此外，公

司还根据相关要求对新员工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四新教育、转岗教育，员

工均培训合格后上岗。

5.3.2 人员持证情况

绍兴天投现配备企业主要负责人 2人，安全管理人员 11人，运行、维

护和抢修人员 54人。

企业主要负责人持有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合格证和安全培训合格证

书，符合相关要求；安全管理人员持有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合格证、安

全培训合格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证书；运行、维护和抢修人员均持有燃

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合格证、特种设备操作证，符合相关要求。

根据评分标准，绍兴天投人员培训、考核及持证情况，得 6分。

5.4 安全隐患排查整改

5.4.1 企业隐患排查开展情况

公司不定期对门站及高压管线开展安全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制定专项

隐患整改计划，敦促工业人员及时整改，并做好整改记录和反馈复查工作，

确保安全生产。公司在项目建设中重质量，每年稳步推进安全隐患排查工

作的开展。

5.4.2 监管部门整改意见执行情况

评估周期内，绍兴天投共收到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提出的 4条整改意见，经与监管部门核实，绍兴天投均已完成整改。根据

评分标准，绍兴天投整改意见执行情况，得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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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用户安全保障

5.5.1 用户档案设立情况

绍兴天投对专供工业用户档案进行单独管理，工业用户档案主要包括

供用气合同、用户营业执照、法人证件、场站日常安检记录表等，出站后

由永盛自行进行管理。城燃企业档案主要包括天然气购销合同、燃气经营

许可证、营业执照及法人证件。

5.5.2 入户安检记录情况

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定期对永盛专供调压站进行

安检，检查人员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检查内容及周期均符合相关规定要

求，并建有完善的安检记录。

根据评分标准，绍兴天投入户安检情况，得 2分。

5.6 应急机制建设管理

5.6.1 应急预案编制情况

为了及时、有效地组织对本公司突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的采取应急救援

行动，全面提高应对突发事件、恐怖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结合燃气行业的特点及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绍兴天投修编

制定了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各类应急预案内容

完整，符合《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29639-2013）的相关规定。

表 3绍兴天投应急预案编制情况汇总

综合应

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 现场处置方案

生产安

全事故

综合预

案

火灾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食物中毒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特种设备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自然灾害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高处坠落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火灾伤亡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触电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高温中暑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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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泄漏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恐怖袭击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车辆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配电房突发性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机械伤害伤亡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物体打击伤亡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灼烫伤亡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5.6.2 应急预案执行情况

根据综合应急预案，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成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指挥领导组，下设应急管理办公室，应急管理办公室是本公司日常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等的应急管理工作办事部门，同时下设 6个应急救援专

业小组应对应急状态下救援及应急处置，分别为抢险救援组、医疗救护组、

治安警戒组、后勤保障组、善后处置组、通信联络组，负责突发事件的应

急管理工作。

据调研，公司目前按照规定进行修订和评审，评审后及时向相关部门

进行备案。评估期内，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共开展了 5次专项应急预

案（含反恐）的演练，以及 4次现场处置方案的演练。

根据评分标准，绍兴天投按相关要求制定应急预案，且应急预案执行

良好，得 5分。

5.7 安全生产和管理

2018年和 2019年，经监管部门核实，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未发生

安全事故，根据评分标准，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在评估周期内未发生

安全事故，得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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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产运行管理评估

6.1 场站管理

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已建成门站 2座，LNG应急气源站 1座，高

中压调压站 10座，1座计量站，9座线路阀室。公司针对门站等场站设施

的运行制定了详细的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从消防管理、安全管理、压力

容器管理的角度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制度，制度体系较为完善。

据调研，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场站巡查记录、设备维修保养记录、

设备故障维修记录、安全阀校验记录、防雷防静电检测记录等台账内容齐

全，记录完整。

6.2 管网管理

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每年对管网设施进行巡检、维护，保证管线

在安全运行，确保绍兴市区的安全供气，对管网设施巡检、施工监护情况、

标志修复等均记录在专门的台账。

当第三方施工遇到管道时，公司与施工方签订《管道安全施工协议书》，

要求施工方编制符合管道安全和公共安全的施工作业方案，编制事故应急

预案，并要求在天然气管道、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施工时，需报乙方详细

施工方案经甲方审核同意后，方可进行施工作业，以及其他的管道保护条

款，确保了燃气管道在第三方施工过程中能够安全运行。

6.3 信息化建设管理

6.3.1 自动化程度

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现状运营的系统为：

智慧燃气系统（GIS）：面向互联网的综合管理业务系统，主要实现对

天然气地理信息管线探测数据、坐标、设备的查询、统计、分析，以及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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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统计分析与展示，实现管网巡线业务的管理，气量上报与审批，气

量计算与审批及数据的统计与查询。

SCADA系统：该系统主要为天然气高、次高压管理数据监测，提供工

艺流的动态显示；报警显示、报警、管理以及事件的查询；SCADA系统诊

断；为MIS系统提供数据等服务。

绍兴天投信息化系统的自动化程度，与《城镇燃气自动化系统技术规

范》（CJJ/T259-2016）的要求相符合。根据评分标准，绍兴天投信息化系统

自动化程度，得 2分。

6.3.2 网络信息安全系统建设

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近年来建立健全各项信息安全管理制度，成

立网络与信息安全领导小组领导下，结合公司信息系统安全工作实际，修

订完善《网络与信息安全应急预案》等相关信息安全制度，并组织人员进

行相关业务知识的培训、学习。

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机房设有防静电地板，设有后备 UPS，机房

各出入口配置有电子门禁系统，系统账号分类，权限设置分级等符合安全

性要求，设有火灾报警系统。公司设有相应软件，服务器设备中安装有杀

毒软件，办公电脑安装有工控卫士，符合要求。为保障信息系统数据安全，

接入了 VPN专线。防病毒措施和硬件防火墙设置到位。目前，智慧燃气系

统（GIS）、调度与综合信息管理系统（SCADA）已完成安全等级评测及备

案。

根据评分标准，绍兴天投网络信息安全，得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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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企业财务评估

7.1 财务制度

为加强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规范公司的财务行为和会计核算工作，

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信息，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和法规，结合公司

的经营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了本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如全面预算管理、

资金管理、票据管理、应收款项等制度。

7.2 财务状况评估

根据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绍兴兴业会计师事务所、绍兴天

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绍兴业

会审字（2020）95号）、《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绍天和会审

字（2019）第 072号），对公司财务状况评估如下：

表 4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财务状况评估结果一览表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财务现状

评分
2018年 2019年

财务

状况

总资产收益率
>银行长期贷款利

率（4.9%）
9.99% 11.01% 1

现金流量 >0 -160,857,108 119,467,646 0.5

资产负债率 <70% 45.96% 39.86% 1

偿债备付率 >1 17.24 0.55 0.5

利息备付率 >1.5 16.79 14.48 1

根据评分标准，绍兴天投财务状况，得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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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服务质量评估

8.1 服务公开

8.1.1 客户服务中心

评估期内，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未设有服务网点。但其供气的下

游城燃企业设有客服中心，且能够满足目前需求，其业务范围基本包括：

事故抢险、故障维修、气费查询、业务咨询、停气信息、服务投诉、违章

举报、炉具销售、用气常识等。

根据评分标准，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游供气企业，无需另

外设置服务网点，且下游城燃企业均有固定的服务网点，得 1分。

8.1.2 履约情况

据绍兴天投和政府部门反馈以及评估组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天眼查网

站的查询，评估期内，企业未出现合同违约现象。

根据评分标准，绍兴天投无合同违约情况，得 4分。

8.1.3 报装便利化行动改革管理

经项目组调研，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下游供气方仅有 1家工业直供

用户及 3家城燃公司，无其他居民、工商业等用户，也不会发展其他小型

用户，无需建立报装制度。且下游城燃企业执行情况较好，均能够满足本

次评分标准中“321”要求。

根据评分标准，绍兴天投报装便利优化行动改革得 5分。

8.2 线上服务

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下游供气方仅有 1家工业直供用户及 3家城

燃公司，居民、商业、其他工业用户均不考虑供气，因此不需要在浙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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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网、“浙里办”app、企业网站或企业 app开设供气访问模块。且下游城燃

企业对于此项工作执行情况均较好，供气访问模块均较为完善。

根据评分标准，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服务质量，得 5分。

8.3 用户投诉

8.3.1 用户投诉渠道

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下游供气方仅有 1家工业直供用户及 3家城

燃公司，用户直接与公司场站运行部或市场开发部负责人对接，24小时内

能够解决用户问题。

根据评分标准，绍兴天投用户投诉渠道，得 2分。

8.3.2 用户投诉处理情况

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下游供气方仅有 1家工业直供用户及 3家城

燃公司，据调研，评估期内无投诉问题。

根据评分标准，绍兴天投用户投诉处理情况，得 3分。

8.4 客户满意度调查

客户满意度调查采用电话调查方式和上门调查两种调查方式。上门调

查问卷共 3份，均为城燃企业，用户满意度为 100%。电话调查共 1份，为

工业用户用户满意度为 100%。

根据评分标准，绍兴天投用户满意度，得 4分。

8.5 安全宣传及公益活动

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定期在公园、社区等公共场所举行燃气安全

宣传教育，向公众市民普及天然气用气知识，加强市民对安全用气的认识。

且为有需要的用户提供免费检查等上门服务。。

根据评分标准，绍兴天投社会公益性义务执行情况，得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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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结论及建议

9 评估结论与建议

9.1 结论

1）《绍兴市区城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二）》条款内容规范，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但协议内容应结合《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

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中相关要求，补充完善缺少的内容，使得协议内容更

加完整。

2）评估期内，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在绍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及相

关政府部门的监管下，基本能够按照特许经营协议的约定，气源保障、工

程建设、安全管理、生产运营、服务质量等方面基本符合燃气管理规定及

行业标准，基本履行了管道燃气企业的普遍服务义务。

根据《浙江省管道燃气特许经营评估管理办法》的评分标准，绍兴天

投企业经营情况评分为 93分，详见附表。

9.2 建议

（1）根据《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相关要求进一步

补充完善《绍兴市区城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二）》内容，使得《绍兴

市区城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二）》内容更加完整规范，便于执行。

（2）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已制定的相关应

急预案，补充完善《绍兴市区城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二）》中应急预

案制定的相关内容，保持应急预案的完整性。

（3）根据《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浙江省

管道燃气特许经营评估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相关内容，《绍兴市

区城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二）》补充关于临时接管预案的相关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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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接管工作方案及采取的相应措施，临时接管期限及临时接管结束后的

处理方式等。

（4）进一步落实《绍兴市区城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二）》中特

许经营范围，根据区域行政区划调整以及实际经营情况，及时调整更新，

保证协议的有效性。

（5）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应加快推动应急、储气设施建设，完善

应急、调峰、储气机制。

1）加快推进正在进行前期工作的 LNG气化站建设；

2）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的采用自建、合建、租赁、购买等多种方式

相结合的形式履行储气责任。

（6）加快推进绍兴市区高压输配系统建设，一方面实现与周边区域如

西侧萧山区域高压管道互联互通，互为气源保障，提高供气安全性，另一

方面加快推进南侧的陶堰、富盛区域，西侧的杨汛桥区域，北侧的滨海工

业区高压管网及场站建设，提高供气保障能力，逐步完善高压供气网络，

保障绍兴市区的用气需求。

（7）根据燃气规划等结合自身企业实际发展情况，完善制定企业发展

规划，并适时更新，以便更好的指导企业发展和工程建设实施。

（8）根据相关规定定期评估应急预案，及时做好修订，并向有关监管

部门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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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绍兴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管道燃气特许经营评估建议评分表

序

号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计分方法 评分说明

建议

分值
对应报告章节

1

一、合约

履行及供

应保障能

力（35
分）

气源和设

施（13分）

本地气源站建设（2 分）。

具有管输或非管输市政燃气气源站且满足供气需

求，得 1 分。每增加 1 座得 0.5 分，最高得 2 分。

（注 1：门站后的调压站不计分；1 个场站同时具

备管输和非管输气源的，按 2 座气源站计分；瓶组

供应站不计分）

现状气源为绍兴门站、滨海

门站、LNG 气化站，供气

能力满足现状需求。

2 详见 3.3.1 本地气

源站建设。

2

储气能力（5 分）

（1）不低于其上一年度供气量 5%，得 5 分；

（2）不低于其上一年度供气量 2%，得 2 分；

（3）不低于其上一年度供气量 1%，得 1 分；

（4）低于其上一年度供气量 1%，不得分。

（注 2：2020 年（不含）以后评估项目，储气能力

满足上一年度供气量 5%，得 5 分；不满足，不得

分）

与新奥签订了储气协议，储

气能力能满足其上一年度

供气量的 5%。

5 详见 3.3.2 储气能

力。

3

调峰能力（3 分）

（1）承担所供市场全部小时调峰责任，得 3 分；

（2）承担所供市场 50%及以上小时调峰责任，得 1
分；

（3）承担所供市场 50%以下小时调峰责任，不得分。

经计算，绍兴市区 2019年
所需的调峰储气量为 9.3万
Nm3，现状高压管网经计算

储气量为 29万 Nm3，公司

能够承担所供市场全部小

时调峰责任。

3 详见 3.3.3 调峰能

力。

4

本地化应急气源（2 分）

（1）满足日均 3 天用气量，得 2 分；

（2）满足日均 2 天用气量，得 1 分；

（3）不能满足日均 2 天用气量，不得分。

绍兴市区统一由天投保障，

只能满足日均 2 天用气

量，扣 1分。

1 详见 3.3.4 应急气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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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计分方法 评分说明

建议

分值
对应报告章节

5
燃气管网互联互通（1 分）

管网互联互通且运输损耗持续下降的，得 1 分；否

则不得分。

特许经营范围高压管道已

实现互联互通，运输损耗为

0。
1 详见 3.3.5 燃气管

网互联互通。

6

燃气设施

的建设、

用户的开

发是否满

足燃气专

项规划要

求和城市

发展需要

(19分)

1.企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的制定情况（4 分）

按燃气专项规划和其他相关要求制定企业发展规划

和年度计划，得 4分；否则不得分。

按燃气专项规划和其他相

关要求制定了企业发展规

划和年度计划。

4 详见 4.3企业年度

计划制定。

7

2.燃气规划执行情况（15 分）

（1）燃气场站按规划进度建设的，得 2 分；每存

在 1 座燃气场站未按规划建设的扣 1 分，扣完为

止；

（2）高压管道等按规划进度建设的，得 2 分；高

压管道建设工程量每低于规划指标 10%的扣 0.5
分，扣完为止；

（3）中压管道等按规划进度建设的，得 4 分；中

压管道建设工程量每低于规划指标 10%的扣 0.5
分，扣完为止；

（4）居民管道燃气气化率达到规划阶段目标的，得

4 分；居民管道燃气气化率每低于规划指标 10%的

扣 0.5 分，扣完为止；

（5）城市燃气消费量达到规划阶段目标的，得 3
分；城市燃气消费量每低于规划指标 10%的扣 0.5
分，扣完为止。

（注 3 ：首次评估时，当地城镇燃气主管部门可根

据实际情况对规划考核指标进行适当调整）

燃气场站建设扣 2分；

高压管道建设扣 1.5分；

中压管道建设得 4分；

居民管道气化率得 4分；

城市燃气消费量低于规划

指标 26.5%，扣 1.5分。

合计扣 5分。

10
详见 4.2燃气专项

规划执行情况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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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计分方法 评分说明

建议

分值
对应报告章节

8 气源种类

（3 分）

管道燃气气源为天然气或天然气与其他燃气的，得

3 分；

管道燃气气源为其他燃气的，得 2 分。

气源为天然气与其他燃气。 3
详见 3.1气源种

类、3.2气源质量。

9

二、安全

防控及应

急救援能

力保障

（35 分）

安全运行

管理制度

（3 分）

对照《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

（TCGAS002-2017），具有健全的安全运行管理制

度，得 3 分。具有安全运行管理制度，但制度不健

全，得 1 分。无安全运行管理制度，不得分。

具有健全的安全运行管理

制度。
3 详见 5.1安全管理

制度。

10

应急预案

的制定和

执行情况

（5 分）

按相关要求制定应急预案，且应急预案执行良好，

得 5 分；按相关要求制定应急预案但未按规定执

行，得 2 分；应急预案不符合相关要求或未制定应

急预案，不得分。

按相关要求制定应急预案，

且应急预案执行良好，并在

越城区安监局备案。

5 详见 5.6应急机制

建设管理。

11

自动化程

度和网络

信息安全

（4 分）

1.自动化程度符合城镇燃气自动化系统技术规范的，

得 2 分，不符合 1 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2.完成自身网络信息安全系统建设的，得 2 分，否

则不得分。

自动化程度符合城镇燃气

自动化系统技术规范，已采

取相关措施确保网络信息

安全，并根据《信息安全等

级保护管理办法》进行保护

等级测评，并进行备案。

4 详见 6.4信息化建

设管理。

12
安全生产

和管理情

况（6 分）

在本评估周期内：

1.未发生安全事故，得 6 分；

2.发生 1 起及以上、3 起及以下一般事故，得 2 分；

3.发生 3 起以上、5 起及以下一般事故，得 1 分；

4.发生 1 起及以上较大事故或 5 起以上一般事故，

不得分。

（注 4：根据事故调查结论，燃气企业无责安全事

故不计入）

从燃气企业了解，经与监管

部门核实，评估周期内未发

生安全事故。

6 详见 5.2安全管理

组织结构。

13 人员培

训、考核

1.企业主要负责人符合相关要求，得 2 分，否则不

得分；

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及维护和抢修人
6 详见 5. 3 教育培

训与人员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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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计分方法 评分说明

建议

分值
对应报告章节

及持证情

况（6 分）

2.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符合相关要求，得 2 分，否则

不得分；

3.维护和抢修人员符合相关要求，得 2 分，否则不

得分。

员均接受过专门的安全培

训、考核合格持证上岗。

14

安全管理

机构或人

员配置（3
分）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要求配

置安全管理机构或安全管理人员，得 3 分；

2.未按要求配置，不得分。

有相关任命文件，按要求配

置了安全管理机构或安管

员，并配备了 5名注册安全

工程师。

3
详见 5.2安全管理

组织机构。

15

监管部门

提出整改

意见执行

情况（6
分）

1.按时、按要求完成整改，得 6 分；

2.有 1 至 3 项（处）未按时、按要求完成整改，得

3 分；

3.有 3 项（处）以上未按时、按要求完成整改，不

得分。

按时、按要求完成整改。 6
详见 5.4.3 监管部

门提出整改意见

执行情况。

16
企业入户

安检情况

（2 分）

有完善的用户档案及入户安检记录的得 2 分，否则

不得分。

有完善的用户档案及入户

安检记录。
2 详见 5.5.4 用入户

安检记录情况。

17 服务网点

（1 分）
有固定的服务网点，得 1 分；没有不得分。 无需此项模块。 1 详见 8.1.1 客户服

务中心。

18 履约情况

（4 分）

1.无合同违约情况，得 4 分；

2.合同违约行为不超过 3 次（含），得 2 分；

3.合同违约行为超过 3 次，不得分。

经公司反馈、与主管部门核

实及天眼查、中国裁判文书

网查询，暂无合同违约情

况。

4 详见 8.1.2 履约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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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计分方法 评分说明

建议

分值
对应报告章节

三、服务

质量及用

户投诉受

理情况

（30 分）

19 服务质量

（5 分）

在浙江政务服务网、“浙里办”APP、企业网站

或企业 APP 开设供气访问模块，模块至少包含开

户、报装预约、点火预约、改造预约、故障报修、

服务网点信息、服务热线、抢修热线、开具发票等

功能或信息， 且能够正常运行，得 5 分，少实现

一项功能扣 0.5 分，扣完为止。

无需此项模块。 5 详见 8.2 服务质

量。

20

用户投诉

渠道（2
分）

具有网上或电话投诉渠道，且 72 小时内反馈投诉

处理结果的，得 2 分，少一项得 1 分，否则不得

分。

1.用户有效投诉处理结果满意度为 95%及以上，得

3 分；

2.用户有效投诉处理结果满意度为 60%及以上、

95%以下，得 1.5 分；

3.用户有效投诉处理结果满意度为 60 以下，不得

分。

具有网上或电话投诉渠道，

且 72 小时内反馈投诉处

理结果。

5 详见 8.3用户投

诉。

用户投诉

处理情况

（3 分）

1.用户有效投诉处理结果满意度为 95%及以上，得

3 分；

2.用户有效投诉处理结果满意度为 60%及以上、

95%以下，得 1.5 分；

3.用户有效投诉处理结果满意度为 60 以下，不得

分。

用户有效投诉处理结果满

意度为 95%及以上。

21
财务状况

（5 分）

1.总资产收益率超过银行长期贷款利率，得 1 分；

其余不得分。

总资产收益率超过银行长

期贷款利率。
4

详见 7.2.4，（3）
总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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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计分方法 评分说明

建议

分值
对应报告章节

2.现金流量大于 0，得 1 分；其余不得分。
2018年现金流量小于 0，扣
0.5分。

详见 7.2.1，（2）
现金流量变动。

3.资产负债率小于 70%，得 1 分；其余不得分。 资产负债率均小于 70%。
详见 7.2.5，（1）
资产负债率。

4.偿债备付率大于 100%，得 1 分；其余不得分。
2019年偿债备付率为 0.55，
扣 0.5分。

详见 7.2.5，（2）
偿债备付率和利

息备付率。

5.利息备付率大于 150%，得 1 分；其余不得分。 利息备付率大于 150%。

详见 7.2.5，（2）
偿债备付率和利

息备付率。

22 用户满意

度（4 分）

分别采取电话调查及上门调查两种形式：

1.电话调查满意度为 95%及以上的，得 2 分，

90%—95%的，得 1 分，80%-90%
的，得 0.5 分；其余不得分。

2.上门调查满意度为 95%及以上的，得 2 分，

90%—95%的，得 1 分，80%-90%
的，得 0.5 分；其余不得分。

（注 6：各类用户样本数量一般不低于用户数的

1%，原则上不低于 100
户）

电话调查满意度为 95%及

以上，上门调查满意度为

95%及以上。

4 详见 8.4，客户满

意度调查。

23

实施报装

便利化行

动改革（5
分）

根据《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用水、用气报装便利化

行动方案》：

1.用户申请报装办事环节在 2 个或以下的，得 1.5
分，否则不得分；

2.用户申请报装申报材料在 1 份或以下的，得 1.5
分，否则不得分；

3.用户申请至通气时间不超过 3 个工作日的，得 2

无需此项模块。 5
详见 8.1.3 报装便

利化行动改革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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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计分方法 评分说明

建议

分值
对应报告章节

分（不含外线工程规划及施工许可等行政审批、用

户内部工程施工及气密性试验等的时长）， 否则不

得分。

24

社会公益

性义务执

行情况（1
分）

按计划开展安全宣传教育、用气知识普及等社会公

益性工作的，得 1 分；没有不得分。

按计划开展安全宣传教育、

用气知识普及等社会公益

性工作，有档案及照片资

料。

1 详见 9.2 公益活

动。

25 合计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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