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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石油：

中国西部崛起的世界 500强

李晓辉

本报记者 赵玲玲

“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 延长的石

油定边的盐。 ” 过去，西部小城延长曾因

石油而出名，并常常出现在陕北歌谣和浪

漫诗人的吟唱中。 如今，作为我国石油工

业的百年品牌———陕西延长石油（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延长石油），又以

世界 500强的身量汇聚了西部的目光。

2013 年，在美国《财富》杂志发布的

世界 500 强企业排名中， 延长石油排名

第 464位。 按效益考量则位居第 183位，

在上榜的 95 家中国企业中排名第 23

位。 延长石油是中国石油体系中一支独

特的力量，它由地方国资委管辖，是陕西

省最大的国有企业、最大的纳税大户、近

1/5 省财政收入的贡献者，同时又是国家

首批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 全国

财政贡献最大的地方企业。

过去几年， 延长石油通过转变发展方

式、 探索新型工业化之路而获得社会的广

泛关注。 正如延长石油董事长沈浩所说：

“通过大力实施‘油气并重、油化并举、油气

煤盐综合发展’的产业战略，延长石油开启

了转型升级、低碳循环的创新发展之路。 ”

2007 年 3 月， 沈浩被陕西省委、

省政府任命为延长石油董事长、党委

书记。 调任之前，沈浩曾历任陕西煤

业集团、煤业化工集团董事长。 凭着

与国有大型企业打了半辈子的交道，

沈浩并不缺乏掌控能力。 然而，他所

面临的挑战不可谓不小，真正的压力

来自这个企业资源的先天不足。

延长石油所开发的鄂尔多斯盆

地油气资源为典型的“特低渗”、“超

低渗”油田，而且多数是已经开发了

100多年的致密油层， 被喻为“磨刀

石”和“青石板”，其开采难度堪称世

界之最。

在位于陕北延长的七里村采油

厂， 油田工程技术人员拿着的一块

岩芯令人震撼， 想象中如河流一样

的地下石油竟然都藏在这致密坚硬

的岩层中。 这位技术人员介绍，国际

上把渗透率小于 50 毫达西的油田划

为低渗透油田， 延长石油近 90%的

油气田渗透率小于 1 个毫达西，其

中七里村、王家川等几个采油厂，渗

透率小于 0.5 个毫达西，属于典型的

特低渗、超低渗范畴。

据第三次全国油气资源评价结

果表明，鄂尔多斯盆地石油总资源量

约为 85.88 亿吨， 天然气总资源量为

10.7 万亿立方米，主要分布于盆地南

部 10 多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其中

陕西占总储量的 78.7%。事实上，延长

石油在省内所拥有的资源面积仅为

3.4万平方公里， 与 10多万含油总面

积相比，所占比例不足 1/3。 况且，这

3.4 万平方公里的资源面积， 多数为

已开发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致密油

层，剩下的“不是骨头就是筋”。

“不是无油， 而是越采越难。 破

解之道，在于科技，在于采收率。 ”沈

浩一语道破油田发展之要。 他主政

延长石油之后， 企业通过近几年的

科技攻关， 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适合

本区域特低渗透油田勘探开发的配

套技术， 近年来新增探明地质储量

连续三年超亿吨， 近七年开发新油

井减少一半， 而新井单产却稳步提

高， 实现了油田千万吨以上连续七

年的稳产增产。

不仅如此，为确保陕北区域原油

产量保持千万吨级以上稳产 20 年，

延长石油联合多家国内顶尖研究院

校共同组成高层次研发团队，经过多

年艰苦攻关， 突破原有认识禁区，按

照“延长下面找延长”、“盆地下面找

盆地”的勘探思路，探索出鄂尔多斯

盆地深层勘探技术。 通过该技术的推

广应用，目前已在开采百年的延长油

田新发现石油地质储量 8.31 亿吨。

2014年 1月，在北京举行的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上，这一技术被评为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标志着陕

西在深层石油勘探技术方面取得重

大突破。

此外，通过加快课题研究和技术

攻关，延长石油陆相页岩气勘探开发

技术走在全国前列，成为全国第一个

页岩气建产区和首个国家级页岩气

示范区。

与此同时，沈浩将发展的目光越

过脚下的黄土地， 他对企业进行了

“国际化”的空间新定位。 那就是，按

照资源优先战略，坚持省内与省外并

重，国内与国外并重，滚动发展与并

购重组并重， 大力弥补石油资源不

足，扩大天然气资源规模，适度掌控

其他相关资源，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

可靠的资源保障。

而将这一战略付诸实施，沈浩颇

有信心， 也让延长石油颇有斩获。

2008 年以来延长石油加快海外区块

合作与勘探开发的步伐，将发展的触

角延伸到了泰国、非洲马达加斯加等

海外国家。 2012年在吉尔吉斯斯坦获

得工业油流，收获了海外勘探开发的

第一桶油。 今年 1月 20日，又成功收

购加拿大 Novus能源公司， 标志着企

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进军海外油气

产业取得了重大突破。

延长石油长期以来面临的产业

结构单一、后备资源不足，从根本上

限制了企业的做大做强。 当年，沈浩

就强调延长石油的油气主业：“在全

球资源日渐稀缺、国际化竞争日趋激

烈的今天，过度依赖石油产业显然存

在很大的市场风险。 ”

对于风险的管理，精明商人的做

法往往是， 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

里。 而高明企业家的做法则是，在巩

固和扩大企业自己所熟悉与擅长的

主营业务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多元化

进程。

2007 年上任之初，沈浩先后深入

10 多个涉油县区、20 多个基层单位，

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深入调研，对延

长石油的基本情况、经营现状以及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调研。 他根据陕北地区富集煤炭、石

油、天然气、岩盐等矿产资源的特点，

创造性地提出并确定实施了“一业主

导、多元支撑”的产业架构和“油气并

重、油化并举、油气煤盐综合发展”的

产业战略。 这一战略的实施，使延长

石油开始了从单一的石油采炼向多

种资源综合利用一体化转变，开启了

具有延长石油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

靖边化工园区“煤油气”一体化

综合利用项目在这一大背景下应运

而生， 成为延长石油资源综合利用、

深度转化的大手笔。 这是全球首套以

煤、油、气为原料的资源综合利用项

目，按照中外专家的评估，其资源利

用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 8.86%， 比国

内先进水平高 17.55%。项目建成后预

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172.86 亿元，利

税 53.45 亿元，未来可达到 1000 亿元

的营收规模，几乎相当于再造一个延

长石油。

中科院院士倪维斗说，延长靖边

项目把煤这种高碳能源与气、油结合

起来， 可以实现高碳能源的低碳利

用。 这种模式符合我国能源结构特点

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有利于煤的

清洁利用，提高碳资源利用率和增值

率。

与此同时，延长石油依托自身资

源、资金等优势，与国内外研发机构

联合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攻关和

产业化项目，目前正在开展低阶煤新

型热解等 17 个项目的中试和油煤共

炼等 10个工业试验示范项目。

2012年，延长石油独具特色的油

气煤资源综合利用，得到了多位院士

专家的充分肯定与支持，并写入了国

家能源“十二五”发展规划。 这些前瞻

性创新型项目的付诸实施，不仅为企

业开辟了更大发展空间，还将对国内

外煤化工发展和能源综合利用格局

产生重大影响。

2013 年 12 月 17 日， 延长石油

与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合作开发的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汽油超深度脱硫

组合技术在北京通过了国家鉴定。

这一技术成果不仅弥补了我国汽油

超深度脱硫技术的空白，破解了国 V

标准油品生产技术的难题， 还对打

破国际垄断、 加快我国炼油企业油

品质量升级步伐， 解决雾霾污染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2013 年， 延长石油的科技投入

已达 73 亿元，是 2006 年的 36 倍。舍

得投入的沈浩有着独到的见地。 他

说：“实现现代产业的高端发展，必

须掌握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

心技术，否则就会受制于人，只能做

产业的跟随者。 ”

近年来，延长石油通过全国范围

内的重组并购， 先后完成了陕西三

大科研院所———西北化工研究院 、

陕西省石油化工研究设计院、 陕西

省轻工业研究院的整体并入， 重组

了北京石油化工工程公司， 并与陕

西及全国范围内的十多家知名大

学、科研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通过与陕西省科技厅进行战略合

作，共同设立“延长能源化工专项”，

创造了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资

源高效集成和产、学、研、政结合的

“延长模式”，让调整产业结构、转变

发展方式找到了符合企业自身特点

的现代化路径。

截至目前，延长石油已拥有 5 个

特色突出、 优势明显的科研设计机

构，1 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7 个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7 个省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和 3 个中试基地，为原始创

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

和成果转化搭建了良好平台。“十一

五”以来，延长石油多次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陕西省科学技术奖、陕西

石化科学技术奖，一大批科技创新成

果依靠企业自身庞大的产业集群和

工业化示范，实现了科技成果的快速

转化，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在此基础上，延长石油通过与全

球先进企业的管理对标， 逐步建立

了独具特色的管理模式。 现在，延长

石油拥有旗下油田、炼化、勘探、管

道、化工、销售、工程设计与建设、科

研院所以及新能源等 10 余个专业板

块，集中显现了人财物统一管理、供

产销专业运营 , 产 (实体产业 )研 (技

术研发 )融 (金融支撑 )服 (配套服务 )

协同发展的紧密型大企业集团的管

理优势。

对延长石油，除了产业领域的开拓创新，资本市场的强力

支持亦不可或缺。沈浩上任之初，延长石油总资产不到 600亿

元，而公司“十一五”规划中要上马的一大批新项目总投资就

高达 2000亿元，单靠企业自有资金无疑是杯水车薪。

延长石油大的格局正在形成， 但来自项目投产的资金压

力日趋显现。面对战略调整关键期和加快发展机遇期，延长石

油对于“人”和“财”都极其渴求。但沈浩并没有为资金发愁。除

了和央企合资减负并做大规模之外， 他的策略是与各大银行

进行全面战略合作，加强债券发行和政策性长期贷款等业务，

同时将上市融资作为延长石油解决发展资金的主渠道， 积极

推进旗下企业局部上市。

过去几年，延长石油在资本市场可谓风光无限：成功发行

20 亿元短期融资债券；通过增资扩股，成为永安保险公司第

一大股东；兴化股份率先上市，延长化建借壳上市，形成工程

建设板块……

同时，延长石油还将资本触角延伸到更多领域。 2011年，

联合相关金融机构和投资机构，共同发起设立了“关天产业基

金”，基金设计总规模 500亿元；今年 1月 8 日，延长石油关天

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在西安国际港务区揭牌， 将为西北地

区的煤炭、石油、矿山等大型资源开采型企业提供融资租赁服

务。 这些新型投融资机构不仅为延长石油提供了有力的资金

保障，还为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3 年年底， 经过两年多的筹划和

组建，延长财务公司正式成立。该公司除对集团资金进行集约

化管理，降低财务成本和资金成本外，还可实现集团金融资本

和产业资本的协同创新、融合发展，构筑集团产融结合的直接

通道和专业化平台。

截至目前， 延长石油已累计获得银行授信超过 2000 亿

元，各大银行在流动资金贷款、项目银团贷款、承兑汇票、中期

票据、短期融资券、私募债等方面，为延长石油提供了全方位

的金融服务。同时，延长石油还拥有 3个上市公司、两只基金，

设立了投资公司和香港公司，初步形成了涵盖证券、基金、银

行、保险、信托和财务公司等业务的金融板块，为集团发展壮

大提供了有力支撑。

“进入世界企业 500强，标志着延长石油跃上了更高的发

展平台，同时也意味着面临新的更大挑战，不能有丝毫自满和

懈怠。”沈浩直言不讳地说，与国内外优秀同行相比，延长石油

在创新发展能力、市场竞争能力、经营管理水平、国际化程度

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必须迎头追赶，没有退路。

进入世界 500 强，沈浩并不满足于此，他现在所做的，就

是为延长石油打通继续上升的通道。他说，当前和今后一段时

期仍然是延长石油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必须坚定不

移地走资源高效开发、综合利用的创新发展道路，统筹发展能

源化工产业，着力打造陕北区域循环经济产业链。

根据延长石油的发展规划，未来 5—8年，延长石油将在陕

北区域重点实施“22331”工程，即 2个千万吨级炼油基地、2个

FT合成制油基地、3个煤油共炼基地、3个大型化工园区、1个合

成油调合中心，“十二五” 形成油气煤盐综合发展的产业格局，

“十三五”全面完成集团产业结构调整。预计到“十三五”末，营业

收入将有望突破 5000亿元，进入世界企业 300强，成为令人尊

敬的创新型国际能源化工企业。

油气开发 ———“磨刀石”上建成大油田

转型升级 ———开启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创新驱动 ———百年“老字号”赢得蓬勃生机

新的目标

———依托“22331”工程进入世界 300强

产融结合

———多元化投融资助力做强做优

延长石油董事长沈浩调研油田注水工程

延长石油千万吨级大油田持续稳产增产

延长石油延安化工园区

本报记者 鲁扬 特约记者 梁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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