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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历史性转变阶段
（1956-1964）

1956 年至 1964 年期间，尽管经历了“大跃进”的干扰与破坏，在中共

中央、国务院及石油部的组织领导下，广大石油行业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

工人紧密团结，精诚合作，加强企业管理，不断提高企业生产管理水平，在

石油炼化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大庆石油会战的开始、长距离原

油输送管道的建成、大型综合炼厂——兰州炼油厂第一期工程投产，使得中

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发生了一次伟大的转折。此后，石油产品实现全部自给，

不仅结束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而且开始有少量出口。新中国正

在奋起直追，石油流通行业正在崛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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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中国建成第一条长距离原油输送管道

1957 年 1 月，石油工业部决定修建克拉玛依至独山子炼油厂的输油管道。

克拉玛依—独山子输油管道，是新疆第一条长距离输油管道，也是我国第一条长

距离输油管道。修建长距离运输管道解决正常的汽车运油远远满足不了与日俱增

的原油产量的问题。1958 年 5 月，新疆克拉玛依至独山子输油管道动工兴建，

全长 147 公里，年输油能力 53 万吨。

建设者正在铺设新中国第

一条原油长输管道——克

拉玛依至独山子管道。

 

1959 年 1 月 10 日，克拉玛依至独山子炼油厂的输油管道建成投产，从此

掀开了中国大规模进行长输油气管道建设的序幕。1962 年建成复线，年输油能

力 85 万吨。

长距离油气管道运输，是继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之后第 5 大运输方式，

在石油天然气工业乃至世界经济当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其发展状况直接体现了一

个国家运输业的现代水平。对于易燃、易爆、易挥发的石油天然气来说，最佳的

运输方式就是密闭的管道运输。1959 年投产以来，50 年间中国长距离输油输气

管道建设取得长足进展，累计建成投入运营 6 万多公里，可绕地球赤道一周半，

使中国形成跨区域的油气管网供应格局。随着油气管道的不断延伸，中国已基本

形成跨区域油气供应管网，克服了油气田外输“瓶颈”，从一个侧面推动了中国

成为世界油气生产大国。同时，中国长输油气管道建设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

平，增强了中国石油工业的科技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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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型综合炼厂——兰州炼油厂第一期工程投产

1958 年 9 月，作为新中国 156 项大型骨干工程之一的兰州炼油厂第一期工

程投产，其设备材料 84.7% 从苏联进口，135 名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在苏联培训。

共有电脱盐、常减压蒸馏、热裂化、催化裂化、气体精馏、苯烃化、氧化沥青、

丙烷脱沥青、酚精制、酮苯脱蜡、白土精制、酸硷精制等 16 套装置，这是中国

第一座大型综合性炼油厂。

1958 年 9 月建成第一期

工程的兰州炼油厂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为了改变石油产品依

赖进口的局面，解决国内油品的供应，决定从苏联引进技术和设备，建设一座大

型现代化炼油厂。因当时探明的原油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北，在对十几个候选厂址

的细心勘测和反复比较后，确定在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建厂。

兰州炼油厂作为苏联援建的 156 项重点工程之一，全部生产装置和主要辅

助设施都由苏联设计和提供。一期工程设计规模为年加工原油 100 万吨，包括常

减压蒸馏、热裂化、移动床催化裂化、气体分馏、苯烃化、丙烷脱沥青、氧化沥青、

酚精炼、酮苯脱蜡、酸碱精制、白土接触精制等 16 套炼油生产装置，以及相应

的储运和辅助系统。设计的代表产品有 16 种，如航空汽油、车用汽油、灯用煤油、

柴油、各种润滑油、石油沥青等。它基本体现了当时苏联炼油工业的技术水平，

也是中国首次兴建的生产规模较大、技术水平和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燃料——润滑

油型炼油厂。燃料工业部和石油管理总局对兰州炼油厂的建设十分重视，采取了

许多重大的措施。国家石油工业管理机关在配套设计、施工安装、生产准备和组

织职工队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先后选拔 135 名技术骨干和领导干部，分批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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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苏联培训实习；此外，还陆续从玉门炼油厂、大连石油七厂、抚顺石油一厂、

上海炼油厂等单位抽调大批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支援兰州炼油厂，并组织这些老

厂为兰州炼油厂提前培训新职工。

兰州炼油厂的建成投产，标志着中国石油炼制工业的建设水平和生产水平

进入了新的阶段。通过兰州炼油厂的建设和生产，还为石油炼制工业培养了一大

批骨干人才，为 1960 年以后一系列新炼油厂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1. 国家确立政企合一的石油流通体制

1958 年初，根据《国务院批准商业部关于改进商业部系统组织设置和领导

关系的报告的通知》，石油流通体制由原来专业公司的中国石油公司直属领导为

主改为同级商业部门领导为主，并划分为中央主管和地方主管两大类。一级站作

为中央企业，仍归商业部领导，中国石油公司改为商业部石油贸易局，既是商业

部的一个部门，又负责对下的业务指导。各省（市区）、地、县石油公司作为地

方企业，人、财、物层层下放地方管理。

1958 年商业厅石油贸

易局内部机构编制表

 

例如中国石油公司河北省公司改为商业厅石油贸易局，既是商业厅的职能

部门，又负责对下的业务指导，形成了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同年 3 月，省煤业、

木材、石油业务合并，改设商业厅燃料木材局（俗称“煤木石”）。同年 5 月，

木材业务划归物资厅，名称又改为商业厅燃料局。1958-1961 年，由于各专区、

县的大合并、大压缩、大调整，各级石油机构、名称的变化也较大，专区一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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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经理部，县设经营处或经理部。1962 年 2 月，按照国务院《关于商业部系

统恢复和建立各级专业公司的决定》，将商业厅燃料局改为河北省燃料公司。同

年国务院把石油公司系统列为一类公司。1963 年 3 月，河北省将石油、煤炭分设，

成立了中国石油公司河北省公司，以中国石油公司领导为主，标志着计划经济时

期政企合一的商业体制正式形成。 

1957 年 9 月商业厅出台了《关

于改进河北省商业厅系统组织

机构设置和领导关系的方案》

  

实行政企合一，分级管理，有利于改善商品调进不及时，分配不合理，购销脱节，

资金利用不合理等问题。同时，统计制度也随之改变，石油系统统计的改变主要有：

由过去按专业公司系统汇总上报改为由各级商业行政部门逐级汇报上总；取消本

公司系统内、外指标，改为商业系统内外指标；简化必报商品目录，石油商品填

报目录减少到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 4 个，统计制度改变使石油商业统计工

作不断改进、逐步完善，有利于对石油商业企业实行科学管理和检查监督。

12. 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成立

1961 年 1 月 1 日，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成立。早在 1950 年 3 月 10 日，为

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完成国家进出口计划，领导国内市场，调节全国和地方的物

资供求，促进国家生产事业的迅速恢复与发展，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在中央

人民政府贸易部领导下，设立全国范围的对外贸易专业总公司——中国进口总公

司正式成立。1951 年 1 月 8 日，中国进出口公司筹备组成立，人员来源以原中

国进口总公司及其华北区公司为基础；2 月 13 日，中国进出口公司接受中央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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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部委托，代为领导香港机构有关进出口公司的业务；3 月 1 日公司正式开业，

主要任务是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的“封锁”、“禁运”，开展对资本主义国

家的贸易。1961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对直属行政和企业单

位进行合并改组，中国进出口公司改称为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1965 年 6 月 12 日，

为统一对外，方便外商和国内有关单位联系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决

定统一全国外贸系统企业机构名称，7 月 16 日，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更名为中

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中

国化工进出口公司现已发展为世界上有相当信誉的综合型国际贸易集团公司，并

以中化（SINOCHEM）的品牌享誉国际石油化工领域，曾为中国最大的外贸企业。

经过几波改革，现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

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以石油、化肥、橡胶、塑料、化工品的进出口及国内贸易、

转口贸易为主营业务，在实业、金融、保险、运输、仓储等领域也取得了新的发

展，并且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经营手段，实现了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一体化的创

新经营。

中国化工进出口

总公司会议图

 

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主业分布在能源、农业、化工、地产和金融五大领域，

是中国四大国家石油公司之一，最大的农业投入品和农业服务一体化运营企业，

领先的化工产品综合服务商，在高端地产酒店和非银行金融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

力。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的成立，有效地推动了化工贸易事务的发展。自 1989

年以来，在中国最大 500 家进出口企业中一直名列前茅；先后 29 次被美国《财富》

杂志评为世界最大 500 家企业之一，2019 年名列第 88 位，并连续两年被《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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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为“全球最受赞赏公司”；在国务院国资委业绩考核中，十四次被评为 A 级。

2003 年 11 月 10 日，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批准，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更名为中国中化集团公司；2017 年 12 月 21 日，

中化集团完成公司制改制，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名称正式变

更为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Sinochem Group Co., Ltd.）。中化集团坚持推

进战略转型，依托有限多元化的业务架构和有效的经营管控，实现持续稳健发展，

公司实力不断增强。 

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的成立是为了在新中国成立后，顺应建国之初中国发

展经济的要求，弥补在石油化工行业缺少统一管理化工进出口贸易活动运营的公

司的缺口。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依托中国进出口公司成立和运营的基础，不仅为

建国初中国石油化工行业的进出口贸易有序发展提供了稳定的保障，更大大促进

了中国经济复苏与发展。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的成立和顺利运营，为中国未来石

油化工贸易公司的运营和发展模式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