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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民用醇基液体燃料是重庆市能源基础设施的组成部

分，对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城乡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具有较大

影响。为确保民用醇基液体燃料行业的安全和运营，克服市场盲

目建设与恶性竞争，需对醇基液体燃料行业实施规范管理，推动

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民用醇基液体燃料市场。为确保能源、

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制定本规划。 

一、规划背景 

（一）应用现状。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是以甲醇、乙醇等醇类为主体配置的燃

料。从 2010 年开始，民用醇基液体燃料开始进入居民、商业餐

饮及食堂等领域，并逐渐展现出较强市场竞争力。一是价格优势。

相比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的价格相对较低，

且不需要支付安装费用。二是资源充足且运输成本低。近几年国

内甲醇产量均在 7000 万吨/年左右，川渝地区产能超过 700 万吨

/年，不受冬季供气不足限停气影响。天然气需要加压管输或冷

凝成液化天然气低压运输，甲醇只需要常温常压运输，甲醇运输

成本更低。三是使用方便。民用醇基液体燃料不需要建设专用管

道，相比管道燃气省去了安装及申报环节，用户初装成本低。据

不完全统计，2020 年我市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用户已超过 5 万户，

消费量达到 15 万吨，已成为民用燃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家尚未出台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管理办法，醇基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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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市场快速增长，很多未受过安全培训的人员进入民用醇基液

体燃料生产销售领域，安全隐患突出。一是没有质量标准。民用

醇基液体燃料没有明确具体的醇占比和助燃剂占比参数，也没有

明确助燃剂类别，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从前期清理整顿的情况看，

含醇量、助燃剂类别和数质量的配比比例由经营人员自由把握，

无统一标准。二是存储环境差。燃料存放的场所均达不到危化品

安全存储标准。三是运输安全隐患突出。醇基液体燃料多采用普

通面包车或厢式货车运送，未采用正规危化品车辆运输，安全事

故时有发生。四是包装不规范，产品无着色警示。目前经营者采

用塑料桶包装，在运输和使用中容易破损，造成泄漏；同时醇基

液体燃料在没有着色处理的情况下，与食用酒精产品的气味和颜

色相近，易使人误饮。近几年我市因醇基液体燃料乱存乱放、不

正确使用，发生了多起火灾、误饮中毒等事故。总体上讲，醇基

液体燃料在生产、经营、运输以及使用等环节存在较多问题，从

业人员与用户安全意识比较淡薄，安全隐患突出。 

（三）需求预测。 

十三五期间，随着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城乡统筹发展

的推进，农村人口逐渐向城镇聚集，能源供应主要包括管道天然

气、液化石油气、醇基液体燃料等。目前，管道天然气仍然占据

市场主导地位，液化石油气市场急剧萎缩，醇基液体燃料不断壮

大。我市醇基液体燃料从十三五初期年销售量约 10 万吨，上升

至 2020 年约 15 万吨，涨幅约 50%，已发展到同液化石油气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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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到 2025 年，预计醇基液体燃料年消费量将会突破 20

万吨，市场份额逐步扩大。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持“两点”定

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等重要指示要求，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以引领民

用醇基液体燃料行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居民高品质生活为导向，

按照“安全第一、疏堵结合、从严控制、适度发展”的原则，从

严控制总量，合理优化布局，促进行业整合，夯实安全基础，逐

步建立起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不断满足消费者生活需求的民

用醇基液体燃料经营服务网络体系。 

（二）规划依据。 

本规划编制的主要依据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重庆市液化石油气经营管理条例》《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重庆市安全生

产条例》《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城镇燃气设计规范》《城镇燃气

技术规范》《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

确定方法》《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石油库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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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本要求》《重庆市城市消防规

划规范》《重庆市城市消防规划》《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加

强醇基液燃料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 

除上述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相关文件外，本规划在编

制过程中还参考了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三）总体目标。 

通过规划实施，做到民用醇基燃料场站布局合理、建设有序、

营运规范、管理有方、安全高效，确保其在生产、经营、储存、

运输及使用等各环节责任明确、安全可控、全程可溯。 

三、规划编制的目标和任务 

（一）范围和期限。 

本规划按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主城新区、渝东北三峡库区

城镇群、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四个板块进行区域布局，范围涵

盖全部 41 个行政区县（含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幅员面积 8.24 万平方公里。规划期限为 2021—2025 年，每 5 年

为修订周期（若国家政策调整根据需要适时修订）。 

（二）规划内容。 

全市共规划储配站 10 个、分装站 28 个，零售供应站 153 个，

随市场发展变化情况，后续可按照相关程序和有关规定对数量适

度调整。 

储配站分别在涪陵区、长寿区、万盛经开区、北碚区、南岸

区、万州区、开州区、忠县、黔江区、南川区各规划 1 个，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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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个。分装站在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含两江新区，重庆高新

区）共规划 5 个，其余未规划储配站的区县各规划 1 个（武隆区

2 个除外），全市共 28 个。零售供应站全市共规划 153 个（含两

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其中，主城都市区中心城

区各区规划供应站 3 个；其余各区县规划供应站 4 个。具体规划

内容，详见下表。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站点规划表 

序号 地   区 储配站（生产）数量 分装站（经营）数量 
零售供应

站数量 

1 渝 中 0 0 3 

2 江 北 0 0 3 

3 南 岸 1 0 3 

4 沙坪坝 0 0 3 

5 九龙坡 0 1 3 

6 大渡口 0 1 3 

7 北 碚 1 0 3 

8 巴 南 0 1 3 

9 渝 北 0 1 3 

10 两江新区 0 1 3 

11 
重庆高新

区 
0 0 3 

主城都市区中心城

区小计 
2 5 33 

12 涪 陵 1 0 4 

13 江 津 0 1 4 

14 合 川 0 1 4 

15 永 川 0 1 4 

16 南 川 1 0 4 

17 长 寿 1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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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荣 昌 0 1 4 

19 綦 江 0 1 4 

20 璧 山 0 1 4 

21 大 足 0 1 4 

22 铜 梁 0 1 4 

23 潼 南 0 1 4 

24 
万盛经开

区 
1 0 4 

主城新区小计 4 9 52 

25 万 州 1 0 4 

26 垫 江 0 1 4 

27 梁 平 0 1 4 

28 丰 都 0 1 4 

29 忠 县 1 0 4 

30 开 州 1 0 4 

31 云 阳 0 1 4 

32 奉 节 0 1 4 

33 巫 溪 0 1 4 

34 巫 山 0 1 4 

35 城 口 0 1 4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

镇群小计 
3 8 44 

36 黔 江 1 0 4 

37 秀 山 0 1 4 

38 武 隆 0 2 4 

39 酉 阳 0 1 4 

40 石 柱 0 1 4 

41 彭 水  0 1 4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

镇群小计 
1 5 24 

全市合计 10 28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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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说明： 

1.布点及数量规划：全市布点数量总体上遵循从严控制，适

度发展原则，在充分吸纳市级相关部门、各区县经信部门以及行

业协会意见的基础上，结合站点辐射区域、运输半径以及行业监

管等因素进行统筹考虑。 

2.储配站布点及数量规划：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南北区域各

1 个，在土地资源利用和辐射范围上相对合理，且主城都市区中

心城区不太适合规划大量危化品生成经营场所。主城新区长寿、

南川、万盛、涪陵各规划 1 个，除考虑其区内实际用量外，还兼

顾对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及其周边区县的需求量补充。万州、开

州、忠县、黔江各规划 1 个主要基于片区地理位置区位优势和醇

基液体燃料实际消耗量考虑。 

3.分装站布点及数量规划：由于分装站可兼顾经营，除主城

都市区中心城区中的渝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和重庆高新区不

规划分装站外，其余无储配站规划的各区县设置 1 个分装站（武

隆区 2 个除外），以此减少道路运输压力和供给需求压力。武隆

区地理位置特别分散，且醇基液体燃料实际用量相比其它区县

多。 

4.零售供应站布点及数量规划：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各区规

划 3 个零售供应站主要考虑醇基燃料用户相对集中，人口密集，

道路运输压力大等因素。其余区县各规划 4 个零售供应站主要考

虑各区县乡镇地理位置比较分散，比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增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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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零售供应站，基本满足需求供给即可。 

四、建设要求 

1.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结合道路交通建设规划、城镇

化建设规划和市场需求情况，符合“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要求，合理布局，坚持依法依规、便民利民原则。 

2.民用醇基液体燃料储配站的选址须在工业园区。民用醇基

液体燃料分装站的选址应在符合安全标准的相对独立地带。 

3.民用醇基液体燃料储配站、分装站、零售供应站建设要节

约土地资源，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环保达标、生产安全、

管理便利，兼顾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应，站点建设需符

合相关标准和达到相关部门的许可要求。 

4.站点布局应做到统筹兼顾，坚持安全第一。在满足《危险

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本要求》（GB18265-2019）等国家现

行法律法规要求的情况下，可结合现有液化石油气充装站或城市

化建设中拆迁待建的液化石油气充装站布局分装站。同时，应兼

顾液化石油气（二甲醚）经营群体、现有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经营

群体、社会资本个体以及国有企业等，合理筛选。 

5.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含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民用醇

基液体燃料零售供应站可采取租赁配套库房（无自建库房条件）

或自建配套实体储存库房（有自建条件）的方式进行布局，满足

零售供应站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的储存、配送等需要。 

五、实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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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管理。 

1.规划发布。本规划经市经济信息委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审定

后，统一发布。规划不得随意更改，确需调整的，须报原发布机

关同意。 

2.实施主体。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部门（含两江新区、

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应严格按照本规划要求，对辖区内民

用醇基液体燃料储配站、分装站的建设进行公开招投标，审核批

准后报市经济信息委备案。 

3.建设要求和程序。各区县（自治县）储配站、分装站建设

按照有关标准进行设计、施工、安装、装饰和监管。 

（二）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两江新区管

委会、重庆高新区管委会、万盛经开区管委会要高度重视民用醇

基液体燃料规划与建设工作，密切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切实抓好

工作落实。 

2.严格市场准入。民用醇基液体燃料储配站、分装站、零售

供应站应符合本规划和有关法规、标准的要求，有关部门要对建

设项目及经营单位进行认真审查，严格把好市场准入及退出。 

3.强化责任监管。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两江新区管委

会、重庆高新区管委会、万盛经开区管委会及市级相关职能部门

要以实施本规划为契机，持续深入开展好当前民用醇基液体燃料

经营行业的清理整治，确保行业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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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定地方标准。市经济信息委、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

应及时编制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相关技术规范，形成我市民用醇基

液体燃料的地方标准。 

六、名词解释 

（一）醇基液体燃料。以醇类物质为主体配置的液体燃料，

产品质量必须符合《醇基液体燃料》（GB16663 标准的相关要求

和重庆市制定的民用醇基液体燃料地方标准。 

（二）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经营服务体系。含储配站、分装站、

零售供应站。 

（三）储配站与分装站。储配站是指对醇类原液进行稀释并

加入染色剂的站；分装站是指从储配站购入稀释并染色完成的民

用醇基液体燃料，进行分装销售的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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