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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运政办发〔2020〕3 号

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建立成品油市场监管长效机制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运城开发区管委会，市直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成品油市场监管

长效机制保障农村及偏远地区成品油市场供应的通知》（晋政办发

〔2019〕36 号）精神，建立我市成品油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保障

农村及偏远地区成品油市场供应，促进全市成品油市场健康可持续

发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本着“政府牵头、部门主抓、职责明确、协同配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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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疏堵结合、依法整治、分工明确、运转协调、标本兼治的机

制，加快推动农村及偏远地区加油站建设，充分满足农村市场用

油需求，有效推动企业自备储油设施点安全监督管理，强力推动

严厉打击取缔黑加油窝点，持续净化成品油市场，构建合法经营、

监管有序、责任明确的成品油市场经营、管理新格局。

二、监管重点

以城乡结合部、国省公路沿线、成品油经营网点集中地为重

点区域，以成品油运输、批发、零售为重点环节，以非法建设、

非法储用、非法运输、非法买卖为重点对象，重点整治以下非法

经营行为：

（一）无证照（或证照不齐）非法建设经营加油站（点）的

行为；

（二）使用流动加油车非法售油行为；

（三）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掺杂掺假、以次充好、质量不

合格成品油的经营违法行为；

（四）超越经营范围、假冒商标及标识行为；

（五）成品油价格、计量违法行为；

（六）私自建设企业自备储油设施点行为；

（七）违反企业自备储油设施点安全管理规定行为；

（八）违反散装汽油实名购销安全监管规定行为；

（九）偷逃税款、虚开和违规开具发票等行为；



— 3 —

（十）其它违法违规行为。

三、运行机制

市级成立三个协调办公室，统筹协调推进成品油市场监督管

理。第一办公室设在市商务局，负责统筹协调各部门检查成品油

经营企业规范经营情况，依法查处违规经营情况，优化网点布局，

保障农村及偏远地区成品油市场供应。第二办公室设在市应急

局，负责统筹协调各行业主管部门对企业自备储油设施点的监督

管理。第三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管局，以“双打”办公室统筹协

调打击无证无照炼油厂和黑加油窝（点）违法经营油品的行为。

四、监管职责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为本行政区域内整治成品油非法经

营行为的责任主体，负责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整治成品油非法

经营行为的查处工作。

市公安局：负责依法打击成品油非法经营违法犯罪活动，坚

持快侦、快捕、快诉，对阻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和暴力抗法的违

法犯罪行为，依法予以严厉打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及时受理有关部门移交的涉嫌犯罪线索，依法开展侦查。严厉打

击非法销售散装汽油行为。公安交警部门负责配合有关部门对成

品油运输车辆依法进行路面检查。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检查加油站（点）用地情况，依

法查处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行为。负责农村及偏远地区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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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规划调整、土地指标保障。

市交通局：负责依法查处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擅自从

事成品油运输的车辆，从道路运输渠道打击非法油品流入。负责牵

头处置查扣违法运输成品油的道路运输车辆。

市商务局：负责检查成品油企业规范经营情况，依法查处违

规经营行为。负责统筹优化站（点）布局、设置。

市应急局：负责依法查处储油库、加油站、本行业的企业自

备储油设施点的安全违法行为，依法对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的企业

自备储油设施点安全违法行为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市市场监管局：负责依法查处加油站（点）的质量、计量、

价格违法行为，查处掺杂掺假、以次充好、假冒商标标识等行为。

严格车用燃油监管，严肃查处生产、销售假劣车用油品等违法经

营行为。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依法查处加油站（点）的环境违法行为，

牵头开展成品油经营企业双层管改造、油气回收设备年度检验等

工作；依法查处黑加油窝点涉嫌污染环境违法行为。

市住建局：对未经过消防设计审查及竣工验收的加油站（点）

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市税务局：负责依法查处偷逃税款、虚开和违规开具发票等

税收违法行为。

市气象局：负责油库、加油站（点）防雷装置安全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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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符合防雷安全技术标准的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中石化运城分公司、中石油运城分公司负责承担被查没非法

油品的运输、收储，对现场查封的非法油品处置提供技术支持。

负责指导所属加油站自查自纠，配合提供非法经营成品油的相关

线索。

五、具体措施

（一）成品油保供措施。

1.统筹站（点）布局。在市、县两级人民政府的统一指导下，

各级商务、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要采取统筹调整加油站（点）

规划、定向下拨指标等方式，保证农村及偏远地区加油站规划指

标。对有证无站、长期关停的加油站商务部门及时进行摸底，能

恢复营业的积极督促企业复营，不能复营的及时与市审批服务管

理局对接处理。鼓励各类经济主体尤其是大型油品经营企业以及

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在农村及偏远地区建设加油站，保证规划最大

限度执行。

2.保障建设用地。市、县两级人民政府统筹规划、使用现有

存量建设用地，保障加油站建设土地供应。县级自然资源部门要

优先保障目前没有加油站的乡（镇）新建加油站建设用地。允许

对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国有建设用地，通过招拍挂租赁方式供应加

油站用地。支持依法使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通过联营联建等方式

建设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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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优化审批程序。行政审批部门要加快审批进度，在符合国

家政策的前提下，为目前尚无加油站的乡（镇）申请建站开辟绿

色通道，对符合规划要求、土地供应有保障的，集中受理，优先

办理审批手续。

4.推进建设进度。按照择优快建、规范使用、服务农村的原则，

商务、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根据已取得土地使用权、政府统筹可

以落实土地使用权、联营联建的顺序，安排落实规划指标。市商务

局试点开展季节性用油保供措施，依托加油站对农忙时节生产、生

活用油机械开展配送。

（二）企业自备储油设施点规范措施。

1.设置原则。企业自备储油设施点是指仅用于保障本企业生

产运行车辆的加油而设置，严禁对外销售油品和变相销售油品。

2.监督管理：应急管理部门负责所监管行业企业自备储油设施

点的日常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对其他行业的企业自备储油设施点实

施综合监管。其他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所属行业企业自备储油设施点

日常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定期向应急管理部门报告工作开展情况。

3.设置条件。（1）设立企业自备储油设施点的企业须取得工

商营业执照，企业自备储油设施点应当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企业自备储油设施点按照建设项目

相关要求向本行业主管部门递交相关资料，经本行业主管部门审

核同意后方可投入运行。已经运行的企业自备储油设施点按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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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重新进行申报。

（2）设立企业自备储油设施点应编制提交建设项目安全条件

评价报告、安全设施设计专篇报告、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企业

自备储油设施点设计、施工应符合《汽车加油加气设计与施工规范》

（GB50156-2012-2014版）的规定，安全作业应满足《加油站作业

安全规范》（AQ3010-2007）的规定。

（3）企业自备储油设施点应经住建部门消防设计审核和工

程消防验收合格。

（4）企业自备储油设施点的防雷设施经具备资质的机构设

计审核、竣工验收合格。

（5）企业自备储油设施点应符合国家、省、市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采取防渗罐池或者双层油罐的措施。

（6）企业自备储油设施点所使用油品质量和标准必须符合

国家相关规定要求。

（7）企业自备储油设施点应建立完整的安全管理体系，包括

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应配备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应当经过有关部门安

全教育培训合格，并持证上岗；应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

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应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配

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等。

（8）企业自备储油设施点应当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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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

散预案；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

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组织防火

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等。

（9）企业自备储油设施点油品质量由行业主管部门定期组

织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油品质量抽检。

（10）企业自备储油设施点汽油储油容积应不大于 5 立方，

柴油储油容积应不大于 10 立方。

（三）打击黑加油窝点措施。

1.工作机制。市、县两级打击取缔黑加油窝点工作均由两级

“双打”部门统筹协调推进，各成员单位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

工作。

2.运行办法。各县（市、区）要成立打击黑加油窝点联合工

作机构，建立快速处置工作机制。从接受举报、日常排查、联合

行动、现场取缔、车辆查扣、人员控制、油品（车辆）处置、信

息上报等各环节制定工作流程，密切配合、各司其责，严防工作

中推诿扯皮。

六、工作要求

（一）细化工作方案。

市直各牵头部门要制定具体工作推进方案，指导各县（市、

区）所属部门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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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效协同配合。

各县（市、区）、市直各有关单位要把农村及偏远地区加油

站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主动引领，做好统筹协调。各

县（市、区）、市直各有关单位要明确职责分工，形成分工明确、

沟通顺畅、齐抓共管的合力。

（三）强化监督检查。

各县（市、区）、市直各有关单位要根据职责不定期对成品

油经营单位是否持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税务登

记证、消防验收意见、环保验收意见、成品油经营批准书等涉及

安全、环保及合法经营的证照进行核查。一经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属本部门职责范围的，要及时处理；属其他部门职责范围的，及

时将案件线索移交处理。

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1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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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书管理科 2019 年 2月 1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