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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新的崛起阶段
（1965-1978）

1965年我国原油产量达到1000多万吨,一举实现了原油自给,到1978年,

我国原油产量突破亿吨大关。在此阶段，中国将石油作为国家管理的一类物资，

国家石油流通完全实行内部计划调拨，原油和成品油均实行统购统销的计划

流通方式。各油田和炼化厂均按国家制定的生产计划和统一分配调拨计划安

排生产，国营石油公司按计划分级、分类进行运输和销售。管理部门各有分工，

石油工业部管理原油、天然气、特种油品、燃料油等石油产品，商业部负责

购销汽油、煤油、柴油和润滑油四大类石油产品，外贸部管理石油进出口业务。

为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国家开始了油罐伪装

防护和战备油库的建设；成立中国船舶燃料供应总公司；根据《关于石油产

品统购、统配、定量供应报告》，统购、统配、定量供应试行办法正式施行；

至 1978 年 3 月重新设立石油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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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油罐伪装防护和战备油库开始建设

20 世纪 60 年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推动三线建设大战略时提出的响亮口

号——“备战、备荒、为人民”，1965 年，落实中央“备战、备荒”的指示精神，

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油库防空和战备措施的报告，开始了油罐伪装防护和战备

油库的建设。

沧州公司油库油罐区砖墙

包围等防护伪装处理

例如萧山县从 1971 年 8 月份开始，5 个月中，发动群众建造储藏石油的土油

罐 23 只。这些土油罐的显著特点是结构简单，取材容易，不用钢材，不用预制板，

造价低廉，使用方便。玉田县的土油罐建设是 1973 年开始的。三年来，全县兴建

各种形状的土油罐 103 个，实现了四十个公社社社都有土油罐。总体积为 3777 立

方米，相当于 1972 年的 4 倍，从而结束了长年以来“有油无处贮，用油供不上”

的被动局面。再如门头沟油库，初建于 1962 年 10 月，建有 8 座 50 立方米地下卧

式油罐，计 400 立方米，1964 年 5 月投产，到 1994 年，门头沟油库有 50 立方米

至 100 立方米地下油罐 68 座，土罐 1 座，总容量 3900 立方米。

门头沟油库土油罐板库（摄于 1971 年）   土油罐建设工地（摄于 197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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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罐和油库的建设缓解了我国石油储存能力不足的问题，其建设不仅满足

了各种机械的用油，而且还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充分显示了油罐油库的强

大生命力。油罐是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出现的新生事物，是支援工农业发展的

可靠保证，是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的一项重要措施。

14. 中国船舶燃料供应总公司成立

1972 年 4 月 1 日，中国船舶燃料供应总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宣告成立，总公

司成立的同时，在全国沿海主要港口成立了大连、天津、秦皇岛、青岛、连云港、

上海、广州、湛江 8 个分公司，在中国沿海和长江主要港口形成供应网络，具有

较强的接卸、储存、供销和运输能力，填补了我国各港口没有统一经营船舶供油

行业的空白。 

中国船舶燃料供应公司先后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中国远洋运输

（集团）总公司，初创时只有几百名职工、十余条船舶，发展到现在拥有 30 余

家海内外公司、2900 余名职工，拥有各类船舶 77 艘、油库 20 座、库容量达

178 万立方米，码头 15 座，拥有设施完善的油码头和供油管线及泊位。在中国

沿海和长江主要港口形成了完善的供应网络 , 具有较强的接卸、储存、供销和运

输能力，主要业务为航行国际航线和从事国内沿海运输的船舶供应燃油、润滑油、

LNG 和淡水。同时从事成品油的进口贸易和各类油品的运输及仓储；开展各类

油品的代储、代供、代销、代运；进行润滑油的来料加工。在业务开拓和发展过

程中，公司与世界各大航运公司、石油公司和港口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和广泛

的联系和合作关系，在航运界和石油界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声誉，是我国最大的水

上燃油供应企业。

15. 石油产品“两统一定”办法出台

1977 年国务院 136 号文件批转了商业部《关于石油产品统购、统配、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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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试行办法》，并制定了《石油商品计划管理办法》。《办法》规定：所有国

内生产和国外进口的成品油，除国家另有规定者外，一律归商业部统一收购；所

有成品油除了国家另有规定者外，一律由商业部按计划统一调拨、分配；所有成

品油一律实行核定定量，按农业、渔业、林业、交通、工业等作业项目计划任务

量或计划品产量、运量的平均先进定额核定，凭证供应，一年一定，分季安排。

各公司开始为用户核定、签发《石油购买证》。

 

1977 年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石油产

品统购、统配、定量供应报告》

河北省商业局印发《石油购买证》

样式的文件

例如安徽省商业局制定了《石油产品实行统购、统配、定量供应试行办法》，

由省革命委员会批转全省各地，从 1978 年起贯彻执行。对汽、柴油分配，根据

用户需要和当时货源可能，按农、轻、重次序，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合理安排。

尽量保证农业、林业、交通运输、外事活动、医疗急救、军工、公安消防、邮电、

重点工矿企业生产和重点建设工程、地质勘探等生产用油的基本需要；对一般生

产用油从紧安排；对非生产用油严格控制。按不同行业、不同用油对象，规定机

械设备的耗油定量标准，一年一定，分季安排，凭证供油。润滑油中的汽油机油、

柴油机油，根据汽、柴油定量分别按 1.8% 和 3.2% 的比例安排。煤油供应对农

村和城镇无电区以及有电区无电户照明用油，在货源不足时，实行凭证定量，全

年定量标准，平均每户按 6 公斤，淡旺季和大小户情况有所区别；公用和生产用

煤油根据需要和资源情况分配供应。1977 年以后，全省各地石油公司每年进行

一次耗油机械设备普查，建立用户机具档案和台帐。从 1978 年起，连续 4 年每

年在全省开展一次统配定量工作贯彻情况的检查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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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的实施成为石油商品计划管理趋向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为了节

约用油，保证各方面的合理需要，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一办法把石油商

品计划管理从石油商业部门分解到用油单位，对石油供应保证重点，合理分配，

压缩不合理用油。此办法的实施，使有限的石油资源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保持了

市场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