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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

石油是一种固液气三态共存的烃类混合物，被称为

“工业血液”。翻开历史的画卷，中国发现和使用石油可

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年时期；《易经》有著“泽中有火”、

“上火下泽”勾绘了石油蒸汽在湖泊沼泽中起火现象。

1031 ～ 1095 年，石油一词真正出现于宋代著名科学家沈

括的《梦溪笔谈》，泛指前人提及到的火油、石脂水与石

漆等。更有史料记载了第一口油井来自我国 [1]。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落后，到如今我国经济发展排

名前列，石油产业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国初期

我国地质人才稀缺，国家被扣“贫油国”的帽子，国家

坚定不移地发展石油事业。以李四光、潘忠祥等为代表

的老一辈地质学家突破艰难险阻，在 1960 ～ 1977 年期

间成功解决了国家缺油的问题，实现了石油自给自足。

1978 ～ 2020 年期间，新一辈石油人立足岗位、创新奋

进，让中国石油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继往开来，石

油产业将坚持科技创新发展，石油事业也将永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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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伟大时代，传承石油血脉。本文主要从石油行

业背景出发，归纳石油产业的发展历程，从石油产业起

步、转折到强大，见证了石油行业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历史逻辑。勉励新一代的石油“接班人”，传承

石油先辈的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学好本领，

投身于石油行业发展，为国家的发展添砖加瓦。

2　石油产业的历史逻辑

弘扬石油精神，凝聚发展动力。石油产业的发展是

一场声势浩大的时代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石油产业的

历时逻辑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2.1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中国被扣“贫油”帽

中国人民成功推翻了“三座大山”，成立了新中国。

成立之初，全面开展国家建设，石油产业正处于人员缺

少、一穷二白、落后挨打的阶段，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源、

理论水平、科技技术等方面。

（1）人力资源的限制

建国初期，国内极度缺乏汽油、柴油等能源，公共

汽车中的“煤气包”——一种来源于木炭和木柴燃烧而

成的煤气，仿佛述说着资源缺乏的心酸。造成上述前景

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源的限制。众所周知，石油工业是

一项投资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只有自然资源和人力

资源最优化、最巧妙的相结合时，才能创造最大财富。

建国初期技校生仅占油田职工队伍的 1％，绝大多数石油

前辈缺乏石油知识。

（2）帝国主义理论的否定

帝国主义极力散布“华北无油”，“中国贫油”论

调！日本花了将近十年未能找寻石油的影子，结果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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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而返，并且声称中国没有石油资源。1915 年至 1917

年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陕西北部共钻探 7 口

井，却一无所获。在“海相生油论”盛行的时代，向全

世界散布的“中国将永远不能产出大量的石油”这一

论断，可在斯坦福大学地质学教授 E Blackwelder 发表的

《Petroleum Resources of China and Siberia》论文中找寻 [2]。

（3）石油开发科技的落后

勘探与钻井技术主要依赖于前苏联专家，装备也落

后。当时既没有国产钻头，又缺乏吊车、拖拉机、搅拌

机、水管线、水罐车等基础装备，往往 60 多吨的钻井设

备只能靠人力用绳子拉，铁钎撬，木块垫，连钻井过程

中降温的水都需要石油先辈们用脸盆一次一次的端。在

没有科技支持的情况下，先辈们采用人多力量大的战术。

2.2  1960-1977 年，举国会战，石油产业站起来

中国人从未向困难屈服！地质学家前仆后继、艰苦

卓绝、甘于奉献，一击粉碎“中国贫油”的论断。该颠

覆性的突破得益于松辽盆地的“松基三井”成功获得工

业油气流。随后，举国开展石油大会战，使得新中国石

油产业发生根本性扭转。

（1）石油大会战

1960 年初春，石油会战大军由国务院相关部门、37

个石油厂矿、石油院校、退伍官兵等人员，在中共中央

《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

的报告》指示下，直接驻扎在东北松嫩平原吹响会战号

角，据此拉开会战序幕。同年 4 月，在萨尔图草原上举

行大庆石油会战万人誓师大会，谱写了“千军万马战大

庆”的壮举。

（2）石油产业站起来

石 油 大 会 战 期 间， 一 个 面 积 超 860km2、 储 量 达

22.6×108 吨的特大型长垣油田在大规模勘探工作中脱颖

而出 [3]。从发现到探明阶段，大庆长垣油田仅仅用了一

年零三个月。1960 年底，大庆油田原油生产总量达 97 万

吨，缓解了全国的石油短缺。到 1963 年底，国内原油产

量超 640 万吨，满足了国内石油消耗的需求 [4]。由于大庆

油田的发现和建成，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周恩

来总理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所需的石油已经基本自

给，中国人民依靠“洋油”的时代基本结束。

2.3  1978-2020 年，高速发展，石油富起来强起来

（1）石油勘探开发的热潮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国石油产业发展进入快车

道，1978 年石油年产量突破 1 亿吨，1985 年达 1.25 亿吨，

抛开内需，还能部分出口，彻底完成石油自给有余的转

变 [5]。1997 年 10 月， 北 京 召 开 了 第 15 届“世 界 石 油 大

会”，会上通报了中国石油工业经过 40 年的勘探开发建

设，取得以下成果 [6]：一是年产量已达到 1.57 亿吨，连

续多年被列为世界第 5 位石油生产大国。二是油气资源

勘探遍及 390×104km2，圈定了 340 个具有远景的沉积盆

地，在 76 个盆地进行油气勘探，其中发现油气显示的盆

地 35 个，发现工业油气流的盆地 26 个。三是全国共发

现 404 个油田，资源量为亿吨级以上的大油田 26 个，气

田 20 个，油气产量为 100×108m3 的 17 个。四是已开发油

350 个，气田 110 个，已建成 24 个原油和天然气生产基

地，包括大庆、胜利、辽河、新疆、四川、华北、大港、

渤海、南海东部和西部油田等，基本上形成 4 大产油区、

3 大气区。

自 2011 年开始，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指导

下，国内油气勘探新发现 17 个亿吨级大油田，油气资源

量快速增长。譬如：2019 年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在鄂

尔多斯盆地长 7 生油层勘探获得重大发现，新增探明地

质储量 3.58 亿吨，预测地质储量 6.93 亿吨，10 亿吨级的

庆城大油田就此诞生 [7]，采用国内陆上最大水平井技术，

将在未来 3-4 年内建成年产量 300 万吨的规模 [8]。中石

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在塔里木盆地 8000 米深层有一条区

域级别富含油气的断裂带，石油资源量达到 2.28 亿吨 [9]。

2020 年，中国海洋石油集团在渤海的垦利 6-1 油田、渤

中 13-2 油气田分别探明地质储量超过亿吨级 [10、11]，海上

油气产量首次突破 6500 万吨，原油同比增长 240 万吨 [12]。

除此以外，非常规天然气勘探捷报频频，2020 年年产量

达到 22.7 亿方 [13]。

（2）理论强大，技术强硬，效益突破

在长期的大量的勘探实践中，地质工作者不断总

结、探索，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陆相油气地质

理论、湖盆沉积学、煤成气地质理论等，继承发展了含

油气系统理论、层序地层学、古老海相碳酸盐岩油气成

藏理论与技术体系等 [14]。譬如，1978 年国外学者 Tissot

提出：4000m 以内生油，超过 8000m 为变质阶段。近年

来，在塔里木盆地沙漠腹地的满探 3 井钻至近 8000 米发

现 73 米的优质储层，该段储层测试获得高品质的轻质

原油 [15]。这一举动丰富了国外学者 Tissot 的生油理论，

同时拓展了塔里木盆地勘探领域，为国内勘探提供借鉴

意义。

多年前我国还是借鉴他国的技术钻井，现如今钻井

技术发生显著突破；比如，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钻

井技术被形象地比如为“贪吃蛇”，是由国内自主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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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旋转导向钻井和随钻测井系统两部分完美的结合。除

此以外，超深层自主钻井技术也不断突破，以塔里木盆

地轮台地区的轮探 1 井为例，完井深度达 8882m，该口

井钻井技术刷新了最深取心记录、最深测井记录、陆上

7in 套管下最深、陆上最深射孔记录等多项亚洲工程记

录 [9]。

除了理论与技术上的突破，在经济效益上石油行

业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以中国石化公司为例，2016

年中国石化公司的营业收入为 19309.11 亿，2017 年中

国石化公司的营业收入为 23601.93 亿，2018 年的营业

收入为 28911.79 亿，2019 年中国石化公司的营业收入

为 29661.93 亿，2020 年 中 国 石 化 公 司 的 营 业 收 入 为

21059.84 亿 [16]。五年之间营业收入翻了 1 倍之多，由此可

见中国石油的经济效益及发展潜力。

2.4 继往开来，创新发展，石油产业新纪元

（1）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我国石油产业的发展带来

新的发展机遇，具体表现为：第一，使油气资源供给安

全系数得到有效提高。“一带一路”涉及到俄罗斯、沙特

阿拉伯与伊拉克等油气资源丰富地区，可促进与该类国

家能源合作，对我国油气的供给起到促进作用，特别是

油气通道运输开通了多渠道、多方式的运输途径，增加

了相关运输的安全系数！第二，构建新型油气资源合作

模式。“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提供油气开采、运输与存

储等方面的技术与装备，一旦资金、技术和市场深度融

合，必将形成新的能源发展模式，达成油气资源开发与

利用的新形势。第三，提高中国石油产业在国际地位层

次。“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提高良好的发展平台，推动

中国石油产业进入国际计价油种运作系统，构建全球贸

易网络化新势态 [17]。

（2）数字油田的建设

油田的“三化”——信息化、数字化和标准化被称

为数字油田。数字油田是人们探索汇总油田相关资料并

与之互动的虚拟油田现实的一种方式，可包括油田的生

产实际、地质基础和人文信息等，与 1999 年美国马里兰

数字地球会议关于“数字地球”的构想较为一致。通过

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的数字油田已从概念模型进人到正

式实施阶段，许多油田已将数字油田写人了本企业的计

划 [18]。可以说，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数字油田十分光明

的发展前景。2019 年，中石油研发的梦想云平台亮相于

油气田勘探与开发国际会议上，该平台提出了建设上游

业务信息与应用共享平台的蓝图规划，核心思想是“两

统一、一通用”，即上游统一数据湖、统一技术平台和面

向业务的通用应用建设。该平台支撑上游业务的一体化

运营，有效推进中国石油上游业务数字化、可视化、自

动化、智能化转型和高质量创新发展 [19]。

3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3.1 面临时代使命，召唤青年作为

习近平主席指出：同学们生逢其时、肩负重任。希

望全国广大高校毕业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不畏艰难

险阻，勇担时代使命，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

事业之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 [20]。作为新

时代的青年，我们应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召唤，敢做奋

进者、开拓者与奉献者；攻坚克难中努力奋斗，创造奇

迹；提高人文素养，练就过硬专业本领，以真才实学服

务国家。锤炼品德修为，做新时代下的蓬勃青年。

3.2“石油接班人”的作为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节点，作为新时代下的大学生应

该进一步传承和弘扬石油精神，铸就石油精神之魂。未

来不论在何种工作岗位上，都要发扬“艰苦朴素、吃苦

耐劳”的传统，将理论知识与石油产业生产实践有机结

合，秉承“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的态度，新时代下的

青年应勇挑重担，责无旁贷为社会与国家的进步和繁荣

贡献自己力量。“石油接班人”应该努力工作实现自身

价值，为石油产业乃至国家做出贡献，为祖国的事业而

奋斗。

4　结束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理论落后、科技落后、技术

落后，到理论崛起、科技崛起、技术崛起，几十年的沧

海桑田，几代人的奋斗努力让中国彻底的摘下了“贫油

国”的帽子，见证了石油产业的发展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作为新一代的石油“接班人”，需要回望伟大

时代，传承石油血脉，学好本领，投身于石油行业发展，

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舞台的中央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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