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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改革开放起步阶段
（1979-1989）

在这阶段，中国石油行业改革开放开始起步，其改革的核心是放权让利，

通过采取产量包干政策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激发了行业和企业内

部活力；在海洋石油领域首先打破传统禁锢，开启了中国全面对外开放合作

的先河；国家先后成立三大石油总公司，实现了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有计

划的商品经济管理体制的重大转变。自此，中国石油工业基本上形成了以陆

上、海洋和石化三大公司为基础，各自独立经营的格局，三大公司上下游分立，

海陆分开，同时作为国家石油公司又分别行使部分管理职能。国内石油流通

继续延续原有体制，流通主渠道仍然是商业部系统的省市石油公司，而对外

石油贸易仍然实行国家统制政策，由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负责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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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国家实施原油产量包干政策

1981 年 6 月 3 日，国务院批准石油工业部实行一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方案。

这是我国上世纪 80 年代最大的行业承包政策，也是我国工业部门第一个行业“大

包干”。国务院决定对石油流通行业部实行原油产量 1 亿吨包干的重大决策，

石油工业部承包生产原油一亿吨，原油统配商品率 94.5%，炼油厂产品总收率

90.5%，超产、节约自用和降低损耗的原油，允许石油部委托外贸部门代理出口，

所得国际价格与国内价格的差价收入，85% 作为石油勘探开发基金，15% 作为

职工福利和奖励基金；所得外汇全额留成，用于进口专用器材和技术，并免征各

种税金。 

1982 年，商务部《关于下达石油定量包干办法和农（渔）业用柴油补贴基

数的通知》，规定：以 1982 年成品油分配计划为基数，定量包干供应，无论需

求增减，包干基数不变。

2002年 1月 31日《中国石油报》

报道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消息

1982年商务部下达石油成品油“定

量包干”办法

 

例如在实行包干后，胜利油田的年原有产量指标是 1590 万吨，据此胜利油

田对勘探开发重新做了部署，如改革管理体制、扩大油田自主权、建立福利激励

基金、改善职工生活等内容。随着分级包干、责任到人的包干形式由点到面在全

油田逐步展开。大包干使该油田的原油产量出现了奇迹般的增长：从 1981 年起

三年包干，年年超产，超产幅度一年比一年大。从包干前的连续 3 年下滑变成了

包干后的连续 3 年增长。可见，大包干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极大激发了职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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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热情，增产节约潜力得到了有效发掘，潜在的生产力得到了充分解放，全国

的原油产量持续增长。与此同时，石油工业大幅度增加技术研发投入，并利用留

成外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提高了国内勘探开发的技术装备水平；在生产

发展的基础上，石油职工的工资收入水平也明显提升，油田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有

效改善。1987 年，全行业人均年工资收入比 1981 年增长了 95%。亿吨原油产

量包干政策的推行，迅速使我国摆脱了勘探开发资金不足的困境，使中国石油工

业走上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壮大的轨道。

1983 年 11 月 17 日

《人民日报》报道胜

利油田持续增产消息

国务院对石油工业采取的“一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政策，是国家第一次以

包干形式对一个重要工业行业进行的重大改革。由于这一政策的全面推行，引发

了我国石油工业内在机制的一系列深刻变革，使石油工业开始走上市场经济的轨

道，获得较快的发展。实行原油产量包干政策，增强了企业活力，健全了企业自

我发展机制，为我国稳产原油一亿吨以上和保持世界石油大国地位，做出了重大

贡献。通过对石油行业一亿吨原油产量包干和层层承包，石油企业经营管理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第一，改变了石油行业的经营方式，从过去国家对油田统收统支、

油田收入全部上缴、花钱再靠国家拨款的办法，变为多超产原油多得超产分成，

使企业有了一部分自我发展的能力。职工个人所得也随原油超产情况而浮动，给

油田增加了压力、带来了活力，促进了油气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强化了石油工

业的调控力度，使石油工业部能集中较多的资金发展西部和支持中小油田发展。

石油工业部使用大庆、胜利、辽河、中原等油田上缴的勘探开发基金组织了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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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石油会战，在西部开展了新地区、新领域、新层系的勘探。长庆、青海、玉门

等一批中小油田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第三，石油企业内部开始形成分级分权管理，

各油田企业及基层单位自主经营能力有较大增强，生产经营机制有所转变。第四，

改变了石油企业单一封闭的生产模式，出现了以石油为主、综合利用、多种经营、

全面发展的好势头。第五，促进了石油企业外向型发展，增强了国际间的石油技

术合作与交流，国际化经营取得一定进展。特别是用留成外汇引进了大批先进技

术和装备，显著提高了石油工业的技术水平。

17.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成立

1982 年 1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和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的《标准合同》经国务院批准同时颁

布实施。2 月 8 日，国务院批复石油工业部，同意成立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2

月 15 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北京成立，公司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国家公司，

享有在对外合作海区内进行石油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专营权。中国海洋石

油总公司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设立地区公司、专业公司、驻外代表机构以执行总

公司交付的任务。

1982 年 2 月 8 日《国务院关于同意

成立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批复》



中国石油流通行业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70 年成就    70 件大事

43

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的显著特点是立法先行，率先建立起配套的法规体系。

依据《条例》等有关法规，海洋石油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决定对外合作重

大政策，石油工业部管理区块划分、规划和油气田开发总体方案审批，中国海洋

石油总公司负责具体实施。《条例》还明确：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是国家石油公司，

享有在对外合作海域进行石油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专营权；拥有原油销售权，

可以自营出口，也可以在国内销售，并按国际市场价格定价；拥有合作开采海洋

石油所需设备、材料的进口权和审批权，并免征进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这就划

清了政府主管部门与国家石油公司的职责，使对外合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

道，也使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国内石油企业中第一个基本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

束缚，成为能够按照国际规则和惯例独立运作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1988 年，

国务院决定撤销石油工业部，原石油工业部的政府职能移交新成立的能源部行使，

并以原石油工业部为基础成立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原归属石油工业部管理的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正式分立直接隶属国务院管理。

1982 年 2 月中国海洋

石油总公司挂牌

 

公司成立后，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国家石油公司，担负起对外合作

和发展中国海洋石油工业的重任。总公司成立以来，一直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成长过程具有代表性地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

通过坚持对外合作与自营并举和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原则，中国海上石油年产量

得到极大提升，取得了高速高效发展的成绩。进入 90 年代，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启动了下游的石化和化肥项目，并在海外获得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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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成立

1983 年 2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

经委等四部委 < 关于成立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报告 > 的通知》，决定成立中

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对原来分属石油部、化工部、纺织部等部门和若干地方管理

的 39 个炼油、石油化工、化纤和化肥企业实行集中领导、统筹规划、统一管理。

经过紧张筹备，1983 年 7 月 12 日石化总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时值改革开放初

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时

期，为用好 1 亿吨原油，特别是为解决人民的吃穿用和财政积累，确保实现国民

经济翻两番目标，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石油化工行业进行联合重组和体制改革，

成立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由此揭开了振兴我国石化工业的新篇章。石化总公司

的成立，打破了当时我国石化工业多头领导、条块分割的状况，为发挥联合优势、

实现统筹发展创造了体制条件，是我国工业发展实行公司化管理、按经济规律办

事的重大改革。石化总公司成立后，以国家希望为使命，以满足人民需要为宗旨，

充分发挥体制上的优势，经过八十年代开拓振兴、九十年代内涵发展，积极推进

两个根本性转变，成功把石油化工建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为实现“三步走”

战略目标的头两步，即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做出

了重要贡献。

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成立大会

 

石化总公司成立后，以“爱我中华，振兴石化”为己任，在建国以来特别

是上世纪 70 年代实施“四三方案”打下的产业基础上，新建和扩建了一批炼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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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启动并建成了一批乙烯、化纤、化肥工程，推进了油、化、纤、肥一体化

发展，建立起门类齐全、品种配套、技术先进、具有相当规模实力的现代石化工

业体系。

19. 国家批准高价油投放市场

1983 年 2 月，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等 6 部门《关于高价原油加工和分配试

行办法》的通知，批准高价油投放市场，以 1982 年分配计划为基数，基数内的

油品执行国家价格（平价），不足部分由高价油品补充，平价油为指令性计划，

高价油作为市场调节商品，为指导性计划。自此，我国石油市场进入了平、高、

议等多种价格并存、多渠道经营时期。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石油部、商业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关于高价原

油加工和分配试行办法，将国务院煤代油办公室专项出口的部分原油和石油部石

油勘探开发基金专项出口的部分原油留在国内加工，所得产品按国际市场价格供

应国内。这不仅有利于节约能源，而且是搞活经济的一项重要措施。其内容有：

（1）高价原油加工所得成品油，如汽油、煤油和柴油（包括把加工出来的

重油顶替国内烧用的柴油），由商业部与石油部签订合同（包括数量、品种、价

格等），并由商业部统一收购，供应国内市场和外贸出口；属于轻化工业需用的

轻油原料和燃料，由石油部与使用单位直接签订合同，直接供应；其它高价油品

如液化气、石脑油、石油沥青和商品重油，仍由石油部和国家物资局统一分配。

（2）“以出转内”的高价原油，由国家计委每年确定加工数量，石油部统

一组织炼油厂加工，统一安排生产计划，并规定产品总商品收率，具体指标根据

国家计委的要求，由石油部同炼油厂每年商定一次。各地炼油厂要采取有力措施，

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产品收率。

（3）高价原油加工的成品油，除石油部直接供应以外，统一由商业部代理

销售。炼油厂和石油经营部门本着不赔不赚的原则，收取一定的加工费和手续费。

由各省、市、自治区商业部门根据上述原则提出当地市场高价油品的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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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物价部门同意后执行。加工高价原油的收入，属于煤代油办公室专项出口原油

加工产品部分，列入煤改油专用基金；属于石油部专项出口原油加工产品部分，

列入石油勘探开发基金。具体结算办法，由石油部和商业部共同商定。对高价原

油加工的产品，按照国内平价油价格征收工商税。

（4）高价油品的作价原则，一是参照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二是要保证煤代

油办公室和石油勘探开发基金出口原油的价差收入，三是要考虑国内现行价格和

征收工商税的实际情况。今后，高价原油和高价成品油的出厂价格，由国家计委、

国家物价局每年核定一次。

（5）商业部代销高价成品油的原则和供应范围。实行供应高价油的原则：

一是石油经营部门不能影响财政收入，特别要确保中央财政收入；二是使用单位

要保持物价稳定，不得因使用高价油而提高其产品的出厂价格或收费标准；三是

有利于节约能源，努力降低油耗；四是有利于增加生产，搞活经济。

（6）高价原油产品同平价油品一样，都是国家统购统配物资，统一纳入国

家分配计划。这些石油产品，按现行石油产品管理办法，由商业部、石油部、国

家物资局统一收购和分配，其他部门都不得插手经营。加强石油市场管理。工商

行政管理、公安、物价、商业等部门要经常组织检查，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未经

国家批准，严禁将平价油以高价销售，或者提高使用高价油的产品价格和收费标

准，以维护市场秩序，保持物价稳定。如有违反者，给予必要的制裁。

（7）根据以上原则规定，由商业部、石油部分别拟订具体实施细则，下达

给各地炼油厂和石油经营部门执行。

1983年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

等6部门《关于高价原油加

工和分配试行办法》的通知

 

经过 1965 年到 1971 年间几次大幅度降价以后，石油商品消费水平迅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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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了石油生产的发展速度导致国内市场成品油供不应求的现象。国家为缓解这

种矛盾，除抓好节约用油外，国家决定从石油部和煤代油办公室安排出口的原油

中，拿出一部分由石油部在国内加工成成品油（汽、煤、柴），交商业部代销，

按国际市场价格供应国内市场，这部分成品油统称为高价油。扩大高价油供应范

围，有利于各地、市在高价油处于多种渠道经营的情况下，及时采取应变措施，

掌握石油市场的主动权，使渠道畅通、信息及时，供应方式灵活（代办运输、送

货上门、改善服务态度、延长营业时间），方便群众、方便用户，使用油单位和

个人都能及时买到高价油，以缓和供需矛盾，搞活经济，稳定市场。

20. 中国石化销售公司成立

自 1985 年 1 月 1 日起，国内石油产品经营业务由中国石化总公司统一管理，

原商业部石油局及其直属单位，成建制划归中国石化总公司，成立中国石油化工

总公司销售公司，统一经营石油产品在国内的销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石油

公司组成独立的石油产品销售公司，由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和地方政府双重领导，

主要负责中石化所属生产企业成品油（汽油、柴油、煤油、润滑油等）资源的统

一收购、调拨、配送、结算和优化等工作。

 

中国石油化工总公

司销售公司加油站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作为国内最大的成品油营销和服务商，拥有完善的

营销网络和服务体系，随着非油品、车用天然气、新型能源逐渐成为公司新的利

润增长点和现代企业治理体系的建设，公司致力于构建核心业务突出、决策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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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灵活、运行高效、管理规范，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集油品、车用

天然气、新能源、非油品业务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商。

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销售公司的成立开始对全国油品销售进行产供销一体

化管理。

21.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成立

1988 年 4 月 9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

机构改革方案》，决定撤销石油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组建能源部。

与过去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的尝试不同，国家能源部的组建被赋予了诸多向市场

化转型的任务。其核心，就是实现政企分开，使企业成为能源行业的主角。8 月

29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能源部《关于组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报告》的通知，

同意组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9 月 17 日，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成立大会

在北京举行。

1988年 8月 2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能源部

关于组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报告的通知》

1988年 9月 21日《中国石油报》报道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在京成立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要求，按照政企分开、转变职能的原则，中

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组建后，原石油工业部政府职能（包括制定和发展战略、长

远规划、重大方针和法规，确定对外合作区域以及组织协调、检查、监督等）移

交能源部行使，原石油工业部在国家陆地全境（包括岛屿、海滩、水深 0~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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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浅海在内）石油、天然气的生产建设和经营管理职能由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行使，并承担能源部和其他政府部门授权或委托的部分政府管理职能。中国石油

天然气总公司是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自主

经营、独立核算、统负盈亏。

石油工业部管理体制的改革，标志着中国石油从政府行政管理向经济实体

的重大转变。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成立，符合改革开放后中国能源行业发展

的要求，有利于中国能源工业进行统一管理及推动中国经济在第二产业的迅猛发

展。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成立，体现政企分开，转变职能的原则，对陆上石

油工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22. 中国航空油料公司成立

1989 年 11 月 29 日，中国民航局批准组建中国航空油料公司。中国航空油

料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具有法人资格，

公司总部设在北京，下设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沈阳、乌鲁木齐公司

和太原分公司。

中国航空油料

集团公司图标

 

1988 年 10 月 31 日，民航局下发《关于成立“民航油料服务公司”筹备组

的通知》，即日起，开始了组建民航油料专业公司的筹备工作。1989 年 12 月 21 日，

中国民用航空局正式批准中国航空油料公司章程。1990 年 2 月 16 日，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准，中国航空油料公司登记注册成立。公司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10001046-8。1990 年 4 月 18 日，中国航空油料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举行开业招待会。1990 年 5 月 15 日，中国民航局批准中国航空油料公司更名为

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



辉煌七十年  石油新时代

50

中国航油控股、参股 20 多个海内外企业，构建了遍布全国的航油、成品油

销售网络和完备的油品物流配送体系，在全国 215 个机场、海外 46 个机场拥有

供油设施，为全球 300 多家航空客户提供航油加注服务，在 25 个省、市、自治

区为民航及社会车辆提供汽柴油及石化产品的批发、零售、仓储及配送服务，在

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和西南地区建有大型成品油及石化产品的物流储运基

地。1990 年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航油供应从分散管理走

向集中管理，这是航油供应体制的一个根本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