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年的大庆油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奇迹：让新中国一举甩掉“贫油”帽
子，挺起共和国石油工业的脊梁；连
续27年年产原油5000万吨以上，创
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奇迹，60年生产原
油近24亿吨；“三代铁人”展现出的
崇高精神始终是激励石油人前行的
强大力量。进入新时代，大庆油田正
以昂扬向上的姿态迈向建设“百年油
田”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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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初，历经三十余载

风风雨雨的磨砺，通威集团在不断前行中

愈发拥有蓬勃生机和创造力，取得了持续

亮眼的业绩。如果把时间的维度放长，放

眼改革开放以来这家行业巨头完整的成长

历程，不难发现，通威的创业史，正是我国

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与变迁的缩影。

光荣与梦想
洒满三十七载创新路

7版

能源动态

□ 本报记者 吴 昊

盛夏的大庆，地表下丰富的油藏

正源源不断地滋润着夏季需求旺盛

的工业与民生。赤日炎炎之下，一台

台采油机密集地扣动着地脉，与汗流

浃背的油田工人构成一幅幅奋斗者

的图画，诠释着传承了半个多世纪的

“石油精神”。

大庆油田，一个以共和国生日命

名的油田，一个全国人民都熟知的名

字。60年的大庆油田，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奇迹：让新中国一举甩掉“贫

油”帽子，挺起共和国石油工业的脊

梁；连续27年年产原油5000万吨以

上，创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奇迹，60年

生产原油近24亿吨；“三代铁人”展

现出的崇高精神始终是激励石油人

前行的强大力量。进入新时代，大庆

油田正以昂扬向上的姿态迈向建设

“百年油田”的新征程。

大庆油田60年的创业史，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建设奇迹的缩影，

也是我国油气行业发展史上的一段

传奇。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油

气行业飞速发展，在建设与改革中不

断取得新的突破，为共和国的国计民

生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贫油国”到“石油大国”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

门关。”王之涣诗中所描绘的茫茫大

漠，正是中国石油工业最初的起源

地。位于甘肃省的玉门油田，早在

1939年就投入勘探开发，是当时中国

规模最大、产量最高、员工最多和工

艺技术领先的现代石油矿场，新中国

成立前的产量占旧中国石油产量的

95%以上。

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初

期，我国一直是一个石油极度匮乏

的国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石油产

品基本依赖进口，一度被扣上“贫

油国”的帽子。新中国成立时，全国

石油职工只有1.1万人。其中，石油

地质工作者仅有20多人，钻井工程

师10余人。为创建新中国的石油

工业，1952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19军第57师近8000名将士

转业为石油工程第一师，为建设一

支具有严格组织纪律、高度献身精

神的石油产业大军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彼时，寻找石油往往要穿越广袤

而荒凉的戈壁，条件十分艰苦。在

“石油战士”的努力下，1952年年底，

玉门油田原油产量达 14.26 万吨，

1953年，玉门油矿被列入国家“一

五”计划。到1957年，玉门油田的原

油年产量达75.54万吨，占全国石油

总产量的87.8%，同年，新中国首个

石油工业基地在甘肃玉门建成。

上世纪50年代，我国石油工业

仍处于探索成长期，毛泽东、周恩来

等老一辈领导人作出重大决策，石油

勘探战略重心东移，石油大军挥师东

进，开展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

会战。1959年发现大庆油田，改变

了中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我国摘

掉了贫油国的“帽子”，随后，相继开

发建设了大庆、胜利、辽河、华北等一

批大油田，建成了兰州石化、“八三”

管道等一大批重大工程。

其中，大庆油田的开发是我国早

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1960年 2月，数万石油大军挺进东

北松嫩平原，克服无路、无粮、无房等

重重困难，在松辽地区展开了艰苦卓

绝的石油大会战。1963 年，全国

原油产量达到648万吨，同年12月，

周恩来总理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

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随着我国

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1965年，我国

结束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到1978年

改革开放之初，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

大关。

同时，大庆油田的开发，原油产

量的急剧增长，需要炼油工业同步发

展。在此期间，我国建成了吉林石

化、抚顺石化，扩建了上海炼油厂、石

油七厂，将石油一、二、五厂和茂名石

油公司由生产人造油改为主要加工

天然原油，并大力开发新工艺、新技

术、新产品。1978年，全国原油年加

工能力已达9291万吨，基本上与原

油生产规模相适应。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石油工业开启了

改革试点探索、持续推进新征程。上

世纪80年代初，国家推行1亿吨原

油产量包干政策和内部承包经营责

任制，充分调动了油气田企业增产积

极性，实现了稳定1亿吨原油产量的

目标，在此基础上，1987年决定在全

国实行天然气商品量常数包干。

在政策的引导下，油气产量节节

攀升，油气行业的发展为我国改革初

期的整体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的支

撑作用，也支撑着改革开放在其他行

业中的飞速发展。同时，通过原油出

口，国家换取了经济建设急缺的外

汇，也支撑了工业和国民经济的

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发

展，油气需求攀升，由于国内供应能

力有限，石油进口逐步增长，并于

1993年成为石油产品和原油净进口

国。随着形势的变化，石油工业的发

展模式也做出了重大调整，对外开放

引资成为促进国内产量增长的一条

路径。对外开放从海上合作开发，逐

步推广到陆上11省区和北方10省

区以及下游炼化领域。

1993年，我国油气行业对外合

作在“引进来”的基础上开始“走出

去”，先后在秘鲁、苏丹、委内瑞拉和

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中标一批标志性

油气项目，对外开放迈出了新的步

伐，逐步开创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工

程技术服务和国际贸易三位一体的

海外合作新局面，国际化经营掀开了

新的一页。

与此同时，我国油气行业管理体

制的改革也陆续开启。1983年7月，

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成立，原来分属

石油部、化工部、纺织部管理的39个

石油化工企业被划归总公司领导。

1988年8月，石油部撤销，改组为中

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同时，1982年

成立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分立，直

属国务院领导。自此，中国石油工业

基本形成以陆上、海洋、石化三大公

司为基础、各自独立经营的格局。

1998年，党中央对国有经济进

行战略性调整，实施石油石化战略大

重组，原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石化总

公司改组为两个大型石油石化集团

公司，实现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一

体化经营，三大石油公司基本实现了

从政府向企业的转变。此后，中国石

油工业逐步融入世界石油工业体系，

2000年，中石化股票在美国纽约、英

国伦敦、香港三地同时成功上市，中

石油、中海油紧随其后，我国以大型

企业为主体的石油工业体系形成。

进入21世纪，由于国际油价保

持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我国石油产

业上游发展迎来了一段“黄金期”，原

油产量保持平稳增长并在2010年突

破2亿吨，天然气产量在2010年突

破1000亿立方米。海外权益油产量

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以三大油为代表

的石油企业“走出去”战略经过10多

年的实施后普遍开花结果，到2010

年权益油产量达到7500万吨水平。

从改革加速到“新时代”转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石油天然

气行业体制机制改革步伐明显加快，

一系列改革政策和措施相继推出，涵

盖了上游准入、市场化定价、管网改

革、市场监管、原油进出口管理等。

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

出“要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

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

并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

件下的能源安全”。“四个革命、一个

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提出，为我

国能源行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为

油气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2017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又出台了《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

改革的若干意见》，从顶层设计上指

明了我国油气行业体制改革的方向、

目标、路径和任务。油气行业改革的

各项举措有效地增强了市场活力，促

进了市场对油气资源的合理配置，为

国内油气行业持续稳步发展打造了

良好政策环境。2019年，随着油气

管网独立和公平开放取得实质性进

展，油气体制改革也将迈出关键

一步。

近年来，空气污染治理不断加

强，天然气供应担当着生态环境改善

和保障民生的双重使命。为解决供

气紧张，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采取

了尽最大努力挖掘气田增产能力、有

序开展资源互济、发挥储备天然气调

节作用、发挥非居民大用户的调峰作

用等多项措施，取得明显进展。

据了解，推进互联互通、“南气北

上”，加快构建全国“一张网”，是提高

天然气供应保障能力的一条现实、有

效的路径。由于互联互通工程建设

周期长、协调难度大，能源局派出多

个工作组赴现场协调解决工程项目

规划选址、用地用海、环评安评等问

题，推动项目尽快投产运行。2018

年~2019年供暖季，“南气北上”实现

新增3000万方/日的目标，有力保障

了华北地区天然气供应。

此外，推动储气能力建设也取得

了明显进展。2018年~2022年，3家

石油企业预计投资超过2000亿元，

建设地下储气库和LNG接收站，将新

增储气能力约190亿方，2023年基本

达到储气能力占本企业年销售量10%

的目标。2018年~2019年供暖季，全

国地下储气库天然气供应能力达约

7800万方/天，同比增加约1200万

方/天，高峰期动用近1亿立方米/天。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

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对于能源领域，推进能源革命

及绿色低碳清洁能源体系发展，是

“新时代”发展的重要突破点，而油

气行业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进一

步推进油气体制改革，加快天然气

产供储销体系建设、保障天然气供

应将成为油气行业新的使命。

《报告》称2050年前
我国天然气消费将保持增长

本报讯 记者焦红霞报道 8月31

日于北京发布的《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

（2019）》（以下简称《报告》）预计，2050

年前我国天然气消费将保持增长趋势。

《报告》还预计，2019年我国天然气

表观消费量将达到3100亿立方米左右，

同比增长约10%。随着我国天然气消费

市场的不断成熟，未来工业燃料、城市

燃气、发电用气将呈现“三足鼎立”局面。

近年来，我国天然气消费快速增

长。《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天然气表

观消费量达到2803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7.5%，日高峰用气量突破 10亿立方

米，全国天然气消费规模超过百亿立方

米的省份增至10个。

《报告》认为，当前我国天然气行业

发展迎来了战略机遇。从国际趋势看，

天然气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

23%，未来仍具增长潜力。从国内形势

看，油气体制改革正在加快推进；经济

和社会稳步发展，将带动能源需求持续

增长，而天然气在我国能源革命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

“加大天然气利用、推动天然气高

质量发展是我国能源转型升级的战略

举措和现实选择。”国家能源局监管总

监李冶在报告发布会上说，要继续扎实

推动能源转型升级，努力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AP1000全球首堆
即将用上“中国芯”
本报讯 9月 1日，来自中核集团

的消息称，国产首批AP1000核燃料组

件在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启

运，前往中核集团三门核电站，AP1000

全球首堆即将用上“中国芯”。这是三

代核电AP1000核电燃料组件国产化的

重大里程碑，也是实现AP1000核燃料

组件国产化战略目标的重要标志，意味

着AP1000核燃料组件制造成功实现了

国产化和产业规模化，具备持续向国内

核电站提供稳定供货的基础。至此，中

核集团具备了批量化制造世界上主要

类型核燃料元件组件的能力。

AP1000核燃料元件生产线，是国

内首条AP1000核燃料元件生产线，承

担着实现燃料组件国产化战略的重任，

同时还承担着CAP1400自主化燃料组

件研制的重要使命。生产线于2012年

3月28日开工建设，2014年4月开始合

格性鉴定，2017年1月取得生产线合格

鉴定证书，2017年6月，开始三门核电1号

机组首次换料燃料组件的正式生产。

据了解，三门核电与中核包头于

2017年元月签署国产化AP1000燃料

组件供货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中

核北方和中核包头共同经历了工艺试

验、产品鉴定、规范操作、生产运行过程

优化等过程，完成了三门1号机组首次

换料燃料组件的生产任务，实现了

AP1000 燃料组件的国产化；2018年

5月，该批组件顺利通过了西屋公司的

审查；2019年4月，组件通过出厂验收，

出厂组件无不符合项。5月~8月，三门

核电、山东核电、中核北方、中核包头、

容器设计方上海核工院和制造方等多

方共同努力，完成对国产化运输容器的

整改、确认。8月13日组件开始装箱。

（陈 瑜）

挺起共和国石油工业脊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油气行业飞速发展，构建并形成了

以大型企业为主体的石油工业体系

在大港油田，沿着一段曲折的小路穿行，路的尽头，一处平房院落与几台“磕头机”毗邻而居。始建于1964年的大港

油田是继大庆、胜利之后，新中国自主开发的第3座油田。图为大港油田第五采油厂第一采油作业区油水井管理3组组长

尤立红在对油井进行常规检查。 新华社记者 毛振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