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

放监管办法》充分总结

前期实施经验，突出针

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

性，以党中央、国务院

油气体制改革文件为

依据，进一步细化公平

开放的推动措施，进一

步完善公平开放的监

管要求。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在新设条款方

面，围绕信息公开、天

然气能量计量等实践

中影响公平开放的突

出问题和关键因素，新

设了部分条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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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光伏的深度应用，光伏与智慧能

源、互联网、物联网的紧密结合，将产生

深度融合新的能源体系，催生智能光伏

产业链，重构行业新生态，光伏应用场

景将更加广泛，智慧光伏将无缝嵌入智

慧城市、智慧车联、智慧物联、智慧家居

等情景，实现更高的发展自由度。

现代能源体系渐行渐近

7版

能源动态

能源视点

油 气 管 网 改 革 加 速 落 地
最新出台的《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进一步细化公平开放的

推动措施，完善监管要求

创 建 能 源 行 业 信 用 体 系 迫 在 眉 睫

本报讯 记者张宇报道 《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2019年电力行动计划》（以

下简称《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发布，这

标志着长三角地区电力一体化工作正

式启动。

今年以来，国网上海电力、国网江

苏电力、国网浙江电力全面响应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坚持对标国际最

好水平，充分借鉴世界先进城市群电力

发展经验，积极树立区域能源供给和服

务一体化示范标杆，全面打造长三角高

质量发展能源引擎。

根据该《行动计划》，国网上海青浦

供电、国网江苏吴江供电、国网浙江嘉

善供电将重点推进四方面行动。

在深化党建引领方面，通过搭设党

建联建平台、成立示范区电力一体化临

时党支部等举措，力争以一流党建工作

水平，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建设提供坚

实政治保障。

在加强供电保障方面，推进电网规

划研究、协同电网建设，大力开展三地

电网“互济互保、互联互通、互供互备”

工程，全面提高区域电网可靠性和供电

质量，持续提升长三角能源资源配置能

力和电力安全保障水平。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重点推动供

电服务“跨省一网通办”，打响统一能源

服务品牌，助力区域营商环境联建，积

极优化区域营商环境。

在推动电力物联方面，全面提升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电力互联互通水平，进

一步发挥电网在区域能源格局中的资

源优势和带动效应，打造全新升级的长

三角一体化能源生态圈。

□ 本报记者 焦红霞

油气管网改革正加速落地。近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

了《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有媒体将其

称为今年油气管网运营机制改革落

地的一个前奏。未来，随着后续国家

油气管网公司的成立，整个产业将迎

来大变局。

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主要负

责人就有关方面关心的问题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改革有要求、市场有

需求，《办法》将推动油气管网设施公

平开放。

加快油气市场多元竞争

近年来，我国油气行业快速发

展，上、下游市场主体多元化正在形

成，各方对于深化油气领域市场化改

革的意愿日益强烈、对公平开放的诉

求越来越多。经过几年探索，油气企

业公平开放意识逐步增强、开放服务

有所增多，但受管网设施建设和互联

互通不充分、油气管网运营机制不完

善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油气管网

设施开放数量仍然较少，开放层次相

对较低。

2017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印

发了《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

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完善油气

管网公平接入机制，油气干线管道、

省内和省际管网均向第三方市场主

体公平开放”。

随后，2019年3月19日，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石油天然气管网运营机制改

革实施意见》，明确要求组建国有资

本控股、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石油天然

气管网公司，推动形成上游油气资源

多主体多渠道供应、中间统一管网高

效集输、下游销售市场充分竞争的油

气市场体系，提高油气资源配置效

率，保障油气安全稳定供应。

“因此，有必要抓紧出台《办法》，

进一步改革机制、强化监管，更大力

度地推动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更

好地营造公平开放的制度环境，逐步

破解制约公平开放的关键问题和实

际困难，不断提高油气管网设施利用

效率，加快油气市场多元竞争，提升

资源接续保障能力和集约输送能

力。”该负责人表示。

记者了解到，与2014年国家能

源局印发过《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

监管办法（试行）》相比，新版《办法》

充分总结前期实施经验，突出针对

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以党中央、国

务院油气体制改革文件为依据，进一

步细化公平开放的推动措施，进一步

完善公平开放的监管要求。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在新设条款方面，围绕

信息公开、天然气能量计量等实践中

影响公平开放的突出问题和关键因

素，新设了部分条款内容。

便于用户了解开放信息

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应当公

平无歧视地向所有符合条件的用户

提供服务，这是油气管网运营机制改

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办法》规定的核

心要求。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无

正当理由不得拖延、拒绝与符合开放

条件的用户签订服务合同，不得提出

不合理要求。

该负责人表示，考虑到油气管网

运营机制改革尚未到位前的现实情

况，运销一体化的生产运营模式还将

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不

过，《办法》同时做出了补充规定：考

虑油气管网公司组建等管网运营机

制改革情况，要求油气管网设施的所

有能力公平无歧视地向所有用户开

放；兼顾油气企业现行生产运行模

式，在油气管网运营机制改革到位

前，油气管网设施可在保障现有用户

现有服务的前提下，将其剩余能力向

用户开放。

《办法》规定，油气管网设施运

营企业必须主动提前公开剩余能

力，并实现按月度滚动更新。这与

2014年《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

管办法（试行）》规定的“剩余能力信

息依申请公开”有较大调整，更便于

用户了解开放信息，更大程度地推

动公平开放。

“但无论是何种开放模式，油气

管网设施运营企业都应当履行《办

法》规定的信息公开等相关责任和

义务，都应当接受政府部门对其公

平开放服务行为的监管。”该负责

人强调。

要求运营企业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是用户申请获得油气

管网设施开放服务的重要前提，也

是消除信息不对称、更好发挥市场

作用、激发更多市场主体参与的应

有之义。

2016年，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关

于做好油气管网设施开放相关信息

公开工作的通知》，油气管网设施公

平开放信息公开机制逐步建立。

但是，国家能源局在监管中也发

现一些问题：部分油气企业对信息公

开工作重视不够，缺乏主动性和积极

性；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缺失；公开的

信息不够完整；信息公开的格式和标

准不一、内容差异较大；信息公开没

有有效平台，查阅困难；信息公开有

关监管要求有待细化和完善等。

“这些问题反映出我国油气管网

设施信息公开工作虽然实现了从无

到有的突破，但距离用户能够便捷、

高效地了解管网设施信息尚存在不

小的差距。”该负责人表示。

针对上述问题，《办法》明确规

定，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应当公开

油气管网设施基础信息、剩余能力、

服务条件、技术标准、价格标准、申请

和受理流程、用户需提交的书面材料

目录、保密要求等。相关信息发生变

化时，还应当及时更新。

《办法》要求，签订的服务合同应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信用中国”网

站备案（登记），同时针对管输能力占

用、强制平衡措施等问题，对油气管

网设施运营企业和用户双方都进行

了具体约束。

《办法》还要求，油气管网设施运

营企业必须定期公布已经产生的交

易信息。通过公开油气管网设施基

础能力信息、剩余能力信息和已用能

力信息，设计了完整的信息公开闭环

管理规则，更好地促进信息公开透

明，并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国家能源

局正在按照要求研究编制信息公开

范本，以更好地规范信息公开的基

本内容和标准格式。同时，国家能

源局也正在推动建设统一的信息公

开平台，以形成规范有序、公开透明

的信息公开机制。

□ 张燕秦

建设现代化能源体系，离不开

现代化的能源治理。能源行业信用

体系是建设现代化能源治理体系的

重要内容，是在基础产业中建立信

用体系、运用信用治理机制的探索

和创新。建设能源行业信用体系符

合能源市场化改革的总体要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发展和逐步完善，能源领域持续深

化市场化改革，能源发展动力日益加

强，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违规

建设、倒卖批文、污染环境、危害安全、

欺骗贿赂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围标

串标、拖欠费用、质量低劣等行为屡禁

不止，严重影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阻碍了能源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导致上述问题存在的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能源治理模式与市场化

改革的不适应不匹配。伴随着能源

市场化进程，我国能源产业从集中、

计划的高度组织型的政府管理模

式，将逐步过渡为企业管理、行业自

治、政府监管的以市场为主的综合

治理模式。在此过程中，治理主体

实现多元化，但多元主体间的协调

机制特别是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不

完善，将导致治理的碎片化、信息的

零散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市场主体流动性越来越

强，没有有效的、协调的治理体系，

进一步加剧了政府与市场主体和市

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

违法失信成本，从而导致违法失信

问题难以遏制。

建设能源行业信用体系，就是以

建立统一的市场主体信用记录为抓

手，通过信息披露、联合奖惩等机制，

构建起政府、行业、企业等治理主体

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形成治理

合力，提升治理效能，切实降低市场

主体交往和交易成本，形成诚实、自

律、守信、互信的行业氛围，促进资源

开放流动和市场良性发展。具体工

作中应把握以下原则。

一 是 政 府 主 导 ，行 业 共 建 。

信用体系是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

的有机结合，是法治和德治的有

机统一。建设信用体系，既要发

挥政府组织、引导、推动和示范作

用，也要鼓励和调动行业组织、企

业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共同推

进，形成合力。

二是制度先行，标准统一。没有

规矩，不成方圆。建设信用体系，要

做好顶层设计，构建信用制度体系和

标准体系，确保信用体系建设稳步推

进、数据共享规范有序、相关主体行

为于法有据，并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对

制度标准体系不断充实、调整、完善。

三是平台支撑，数据共享。信

用体系的核心是数据，重点是共享，

基础是平台。要建立统一的信用数

据库，通过信息化平台把散落在各

部门、各单位的信用信息归集起来、

共享出去，形成数据的产生、归集、

共享、应用的良性运转。

四是依托职责，重点突破。发挥

好信用体系作用，关键在应用。推进

信用应用，要立足自身职责，围绕依

法履职中发现的突出问题，选择条件

成熟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先行先

试、做深做透，切实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做法，再逐步扩大到能源工

作的其他方面，实现能源综合治理能

力的整体提升。（作者系国家发展改

革委党校第73期处级干部进修班学

员、单位为国家能源局电力业务资质

管理中心）

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
开始总体安装

本报讯 特约记者贺劭清 刘忠俊

报道 我 国 新 一 代 核 聚 变 实 验 装

置——中国环流器二号M装置，主机线

圈系统日前在成都成功交付。这标志

着我国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正式在

成都开始总体安装。

据了解，中国环流器二号M装置由

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承建，

是我国大型常规磁体托卡马克聚变研

究装置。该装置意在通过可控热核聚

变方式，给人类带来几乎无限的清洁能

源，俗称“人造太阳”。

中国环流器二号M装置建成后，有

望将等离子体电流从我国现有装置的1

兆安培提高到3兆安培，等离子体温度

将超过2亿℃，用于开展聚变堆相关关

键物理与工程技术研究，为我国参与国

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实验与运行

以及自主设计建造未来聚变堆提供重

要技术支撑。

作为中国环流器二号M装置的三

大核心部件之一，主机线圈系统主要功

能是产生用以约束等离子体、产生初始

等离子体、维持等离子体以及控制等离

子体位形所需要的磁场。中心柱的研

制是整个线圈系统最具挑战性的任

务。线圈中心柱由20组环向场线圈中

心段组件和中心螺旋管线圈装配而成，

总体重量约90吨。中心柱制造难度大，

工艺精度要求极高，高冲击载荷条件下

运行寿命要求不低于10万次，在我国尚

属首次，没有现成的工艺和设备借鉴。

据悉，中国环流器二号M装置总体

安装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长三角电力一体化正式启动

乌东德水电站建设乌东德水电站建设
如如火如荼火如荼

乌东德水电站位于四川省会东县

和云南省禄劝县交界处金沙江河道上，

水电站坝顶高程988米，最大坝高270

米，总库容74.08亿立方米。电站安装

12台单机容量8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

组，装机总容量1020万千瓦，年发电量

389.1亿千瓦时。

电站计划于2020年7月下闸蓄水、

8月首台机组发电，2021年12月全部机

组投产发电。图为正在紧张施工的乌

东德水电站大坝主体工程夜景。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