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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
实施方案（2022—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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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实施方案》的背景是什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规划和建
设工作，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了
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城市管道包括
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造是件重要工程，要马上规划部署实施。李克强总理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城市燃气管道、给排水管道等管网更
新改造。

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大力推进城
市燃气、供水、排水、供热等管道建设，截至2020年底，全国城市和县城燃
气管道约105万千米，供水管道约127万千米，排水管道约102万千米，供热管
道约48万千米。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城市燃气、供水、排水、供热等管道
老化问题凸显，影响日常保供和安全运行，特别是管道燃气事故不时发生，
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亟须加快更新改造，消除安全隐患。

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有利于维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利于维护城市安全运行，有利于促进有效投资、
扩大国内需求，对推动城市更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为此，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
建设部起草了《实施方案》，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实施。《实施方案》对
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作了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旨在明确更新改造
任务，落实各方责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推进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
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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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的总体思路是？

《实施方案》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坚
持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老化更新改造，加快推进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
新改造，加强市政基础设施体系化建设，保障安全运行，提升城市安全韧性，促
进城市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安全、更舒心、更美好。

《实施方案》明确了四条工作原则：一是聚焦重点、安全第一。以人为本，
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出发，加快更新改造城市燃气等老化管道和设施；
聚焦重点，排查治理城市管道安全隐患，立即改造存在安全隐患的城市燃气管道
等，促进市政基础设施安全可持续发展。二是摸清底数、系统治理。全面普查、
科学评估，抓紧编制各地方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方案；坚持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积极运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系统开展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
新改造。三是因地制宜、统筹施策。从当地实际出发，科学确定更新改造范围和
标准，明确目标和任务，不搞“一刀切”、不层层下指标，避免“运动式”更新
改造；将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统筹推进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与市政建
设，避免“马路拉链”。四是建管并重、长效管理。严格落实各方责任，加强普
查评估和更新改造全过程管理，确保质量和安全；坚持标本兼治，完善管理制度
规范，加强城市燃气管道等运维养护，健全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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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的工作目标是？

《实施方案》提出，在全面摸清城市燃气、供水、排水、供热等管道老化更新改造
底数的基础上，马上规划部署，抓紧健全适应更新改造需要的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加
快开展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工作，彻底消除安全隐患。2022年抓紧启动实施一
批老化更新改造项目。到2025年底前，基本完成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任务。

如何确保《实施方案》得到贯彻落实？

《实施方案》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加快推进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工作。为此，《实施方案》从四个方面部署了重
点工作。

一是明确任务。明确更新改造对象范围，应为材质落后、使用年限较长、运行环
境存在安全隐患、不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城市燃气、供水、排水、供热等老化管道和设
施。各地要根据本地实际，立足全面解决安全隐患、防范化解风险，坚持保障安全、满
足需求，科学确定更新改造标准。城市政府统筹开展城市燃气管道普查，明确老旧管道
和设施底数，建立更新改造台账，同步推进城市供水、排水、供热等其他管道和设施普
查。省级政府要督促省级和城市（县）行业主管部门分别牵头组织编制本省份和本城市

目
标

落
实

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造方案，同步组织编制本省

份和本城市供水、排水、供热等其他管道老化更

新改造方案。

二是加快组织实施。压实城市（县）政府

责任，建立健全政府统筹、专业经营单位实施、

有关各方齐抓共管的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

造工作机制。城市（县）政府切实履行属地责

任，加强管理和监督。专业经营单位切实承担主

体责任，抓紧实施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

项目。同步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

加强运维养护能力建设，定期开展检查、巡查、

检测、维护，依法组织燃气压力管道定期检验，

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

三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专业经营单位要

依法履行对其服务范围内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

新改造的出资责任。建立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

新改造资金专业经营单位、政府、用户合理共担

机制。省、市、县各级财政要按照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的原则，加大更新改造投入。中央预算内

投资视情况对更新改造给予适当投资补助。鼓励

商业银行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前提下，依法

合规加大对更新改造项目的信贷支持；引导开发

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根据各自职能定位和业务范

围，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依法合规加大对

更新改造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对城市燃气管道

等老化更新改造涉及的道路开挖修复、园林绿地

补偿等收费事项，各地应按照“成本补偿”原则

做好统筹。

四是完善配套措施。各 地 要 加 快 项 目 审

批，切实做好价格管理工作，加强技术标准支

撑，强化市场治理和监管，推动法治化和规范化

管理。省级政府要加强对本地区城市燃气管道等

老化更新改造的统筹指导，明确城市（县）政府

责任，加快推动相关工作。城市（县）政府要切

实落实城市各类地下管道建设改造等的总体责

任，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把推进城市燃气管道

等老化更新改造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健全工作机

制，落实各项政策，抓好组织实施。（来源：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