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他是一个象征。 因改革开放而
生，因改革开放而兴，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最
好的诠释，是世界观察“中国奇迹”的窗口。

有人说，他是一个传奇。 40 年，走完
了发达国家石油公司上百年的发展道路，
推动我国海洋石油工业实现了从小到大、
由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在世界挺起了我
国石油工业的蓝色脊梁。

他就是———成立于 1982 年 2 月 15 日
的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海油”）。2022 年，这位全球石油工业
史上成长最快的“80 后”迎来了 40 岁高
光时刻，他是如何创造这些传奇的？

一个国家为一个公司立法，是一个破
天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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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及配套的
30多个通用法律法规正式发布执行。 随后的
2月 15日，国务院批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中国海油前身）在北京成立，令世界瞩目。

为何？
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海洋石油

工业，“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装备”，落
后世界海洋工业百年， 控制海洋的能力也
大打折扣。1978 年 3 月，党和国家以海洋石
油开放为先导， 通过对外合作这种在新中
国史上破天荒的方式，加速推进对“海上中
国”的改造与重塑，这就需要一个能够执行
中国海洋石油合作的平台、 与外国石油公
司平起平坐的公司，中国海油应运而生。

自此，中国海油以物探普查为先手棋，
先后与数十个国家开展合作， 开启海洋石
油对外合作先河。 但如果仅仅停留在物探
普查， 中国依然难以独立开发海上大油气
田。 1983 年 2 月， 时任国务委员康世恩提
出，“海洋石油必须是对外合作与自营勘
探并举，坚持‘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继续
对外合作；另一方面，外国石油公司不开
发而中方认为有经济价值的，自己开发生
产，提升综合实力。 ”

敢闯敢试的决心，学习、双赢、自立的三
级跳式的跨越发展， 让对外合作与自营勘探
开发如同一条高速铁路的双轨， 引领中国海
油迎来一个个新的勘探开发和生产高峰，海
洋油气资源得到高效开发利用。中国海上最
大自营油田———渤海绥中 36-1 油田等一
批自营油气田的勘探发现投产， 就是中国
海油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的最好展示。

40 年来， 作为我国海上对外合作的特
区， 中国海油先后与 81家国际石油公司签订
200多个对外合作石油合同，引进外资超 2500
亿元，海洋石油长期位居我国吸引外资最多
的行列，与合作伙伴携手建成我国最大中
外合资石化项目中海壳牌 、 我国首座
LNG(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完成多个海外油
气投资项目。而且，实现了从上游到下游、从
浅海到深海、 从国内到国外的三大跨越，成
为油气主业突出、产业链完整、规模实力较
强的国际化综合能源公司，连续 17 年在中
央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中获评 A 级，在普
氏“全球能源企业 250 强”排名第 9 位，走
出了一条具有中国海油特色的科学发展
道路，在世界石油工业挺起了中国脊梁。

海洋油气开发与人类登月被称为 20

世纪的两大科技奇迹， 前者的神奇之处在
于，除了在水下钻井，还要在惊涛骇浪之
中，将距离海平面几百米甚至数千米深处
的油气安全开采和储存。 高投资、高风险、
高科技的“三高”特点 ，让海洋油气开发
充满了“魔性”。

“那时候， 海上石油工人不缺雄心，做
梦都想着要像大庆那样， 在海上拿下大油
田， 可是由于缺乏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
海洋石油的创业过程非常艰难。 ”回想我
国海洋石油起步期， 原石油工业部部长
王涛无数次感慨。

虽然对外合作这个高起点， 让中国海
油一下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可以直接引
进一些技术，但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要
不来、 讨不来的， 有些甚至会受制于人。
为此， 中国海油以全面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为目标，不停地大胆闯、大胆试，探索出一
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科技创新道
路，担负起科技创新“排头兵”重任，相继攻
克了旋转导向与随钻测井、 优快钻井、海
上浮托安装等一批批关键核心技术，锻造
出自己的“硬核”实力。

4 月 20 日，中海油服油田技术事业部
总经理尚捷很兴奋。这一天，我国首条旋转
导向钻井与随钻测井“璇玑”系统智能化生
产线在广东佛山正式建成投产， 标志着我
国自主研发的“璇玑”系统装备正式迈入大
规模产业化新阶段， 制造能力跻身国际一
流，有效保障了国产高端技术的自主可控。

旋转导向钻井技术与随钻测井装备
被誉为石油钻井“皇冠上的明珠”，“璇玑”
系统装备研发成功是我国石油钻井、测井
领域一项革命性、颠覆性的技术突破。 该
系统可以精准控制几千米地下的钻头“瞄
着”油层去，“闻着”油味钻，甚至可以“遥
控驾驶”钻具在仅有 0.7 米的薄油层中横
向或斜向稳定穿行 1000 米以上，同时实
现对地层资料的实时分析， 是大幅降低
油气田开发成本、 高效开发海洋油气资
源的重要法宝， 代表着当今世界钻井、测
井技术发展的最高水平。

作为“璇玑”系统技术的带头人，尚捷
讲述了这段往事：“旋转导向钻井与随钻
测井技术自上世纪 90 年代诞生以来，因
其横跨 20 多个学科、 涉及 1000 多道高
端工艺，多达几百万行控制代码，被美国
3 家国际油田服务公司垄断达 20 余年。
我们面对着每年 10 亿元人民币的高昂
服务费用、 完全加密的技术封锁和从不
出售的产品垄断。 ”

中海油服历经 7 年攻关，于 2014 年成
功研发“璇玑”钻井、测井系统并实现海上
作业， 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个拥有该系统
装备的国家。截至目前，“璇玑”已陆续在渤
海、南海、东海和陆地主要油气田应用，并

成功推广至伊拉克、印度尼西亚等“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

40 年前，中国海油还在靠落后的技术
与装备“土法上马”，而 40 年后，“海洋石油
981”“深海一号”等一大批“大国重器”频频
亮剑；“入海神技”与嫦娥、神舟的“飞天绝
活”一同引发世人关注，诸多中国技术、中
国标准也走向了世界。

“排头兵”不仅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
是敢于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从跟跑、并跑
到领跑，抢占发展最前沿和制高点。据中国
海油董事长汪东进透露， 中国海油已掌握
突破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
技术，形成近海油气勘探开发全套技术能
力，带动我国海洋工程高端制造业实现快
速发展，特别是“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
的成功投产，实现 3 项世界级创新、攻克
13 项关键设备国产化难题，关键设备国产
化率达到 80%，打破了深海勘探开发技术
只掌握在少数几个西方国家手中的垄断格
局，标志着我国海洋石油工业实现了从 300
米水深到 1500 米超深水的历史性跨越。

从年产 9 万吨到年产亿吨， 这样的几
何级跨越是如何实现的？

自诞生之日起， 中国海油就肩负着开
发蓝色国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职
责，在端好能源饭碗上展现担当作为。

40年来， 中国海油全力加大海洋油气
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推动我国油气供应格局
实现了从“以陆地为主”向“陆海统筹、海陆
并重”转变，油气资源基础稳步扩大。 先后
在我国近海探明 10 余个亿吨级大油田和
千亿方大气田，获得 200 多个油气发现，探
明油气地质储量超 70 亿吨油当量。 中国海
油油气年产量从成立之初的 9 万吨迅速增
长，2010 年国内海域建成 5000 万吨“海上
大庆”，2015 年公司油气总产量首次突破
亿吨级并持续保持稳产，累计供应油气近
15 亿吨油当量。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 3 年
内，其国内原油增产量在全国总增量中占
比超过 70%。 而且，公司已建成渤海、南海
西部、南海东部三大原油生产基地，其中渤
海油田建成我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三
大油田均跻身中国十大油田之列。

在加大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同
时，中国海油还积极布局海外，在多个世
界级油气项目持有权益，资产遍及世界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功打造一体化、多元
化、全球化的现代能源产业链，成为全球

第二大 LNG 贸易商和国内第一大煤层气
企业。

从常规油气向非常规油气、 从传统能
源向新能源、从海上向陆地、从传统模式向
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四大跨越进程
中， 中国海油努力发挥我国海上油气增
储上产的主力军和压舱石作用，有力保
障了国家油气安全稳定供应，为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海油贡献的不仅仅是能源 ，他
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自带改革开放基因的中国海油 ，改
革的脚步从未停歇。 从上世纪 90 年代
起，中国海油便按照“油公司集中统一，
专业公司相对独立，基地系统逐步分离”
的“三条线”改革思路推进专业化重组，
先后完成 5 家子企业重组上市， 逐步构
建起以油公司为核心、 专业公司协同发
展的现代石油公司体制。

能挑最重的担子， 也能啃最硬的骨
头。 中国海油以市场化为导向激活发展要
素，上世纪 80 年代率先引进招标机制、合
同管理等现代化管理模式，进入新世纪又
实施多轮流程再造和机构重组， 深化薪
酬与用工制度改革 ， 推进全员定岗定
编 、竞聘上岗 ，企业发展活力持续得到
有效激发。 同时，以三年行动为主要抓
手全面深化改革，深入实施国企三年行
动， 动真碰硬推进集团管控模式改革、
三项制度改革 、科技体制改革 ，一体推
进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 集团成
功入选国有企业治理示范企业。

每次在中国海油采访， 听到的不止是
敢闯敢试、先行先试，更是排头兵、先行者
的担当。

未来，中国海油再干什么？
4 月 1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海洋
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了解海洋观测设
备与信息服务系统研发应用情况， 连线
“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前方工作人员向
总书记汇报了一线工作情况。 习近平向他
们表示诚挚问候， 嘱咐他们注意安全、保
重身体。 习近平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
务。 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
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把装
备制造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努力用我们
自己的装备开发油气资源，提高能源自

给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中国海油又一次

做起了“排头兵”，继续向全世界展示中国
道路与中国力量， 刷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新
高度。 “坚定不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的重要批示精
神，坚定不移实施国内油气增储上产‘七
年行动计划’。 坚持党的领导，把坚持中国
道路作为兴企强企的关键所在，持续完善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坚持开拓创新，
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推
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中国海油党组给出这样的回答。

《中国海洋能源发展报告 2021》指出，
未来油气增长极在海上，而中国海域是勘
探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作为我国海
洋油气勘探开发的主力军，中国海油又在
下一盘事关自身发展和国家能源保障的
大棋———油气增储上产工程，着力推动油
气保供能力“再增强”。 按照规划，到 2030
年， 公司国内原油产量预计达到 6000 万
吨，达到峰值并且要持续稳产，较国家的
原油消费达峰提前 5 年左右。 到 2035 年，
公司国内天然气产量将达到 400 亿立方
米，达到峰值并实现稳产。

4 月 13 日，中国海油正式成立中海石
油（中国）有限公司北京新能源分公司，汪
东进亲自揭牌。 公司主要业务为开展海陆
风光发电、加大 CCUS 科技攻关、探索培
育发展氢能等。 这只是中国海油绿色发
展跨越工程内容之一。

面对全球能源行业低碳化发展趋势
和我国“双碳”目标的推进，中国海油顺势
而为，加快低碳转型步伐。 按照公司绿色
发展跨越工程规划，到 2025 年，公司计划
获取 500 万千瓦-1000 万千瓦的海上风电
资源， 以及 500 万千瓦的陆上风电及光伏
资源，投产 50 万千瓦-100 万千瓦。 预计到
2025 年， 公司对新能源业务的投入将达全
年资本开支的 5%-10%。

伴随海洋油气开发进入超深水时代，
科技依然是中国海油的重要制胜法宝。
“十四五”期间，中国海油将实施科技创新
强基工程，加大对重大、尖端、前沿装备技
术的投入，进一步完善重大技术装备制造
体系，部署实施 16 项科技重大攻关项目，
重点攻关 1500 米水深水下生产系统等一
批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着力打造海洋油
气勘探开发原创技术“策源地”，争当海洋
油气装备现代产业链链长，推动海洋装备
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40 年前，对外开放将中国海油带进了
一个新时代。 40 年后，中国海油又将进入
怎样的新时代？

四十正青春，更向潮头立！中国海油已
然出发！

主管、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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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载不平凡 立潮头再出发
———写在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40 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吴莉

2021 年 6 月 25 日，我国自营勘探开发的首个 1500 米超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在海南岛东南陵水海域正式投产。 中国海油/供图

中国海油立起了什么———
“敢为天下先”叩开对外合作的
大门

中国海油改变了什么———
从“引进来”“跟着学”到“并肩
走”“领着跑”

中国海油贡献了什么———
端牢能源饭碗的主力军、 改革
开放的“试验田”

中国海油再干什么———
下好能源保障大棋 、力做“双碳”
目标的“领头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