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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中国石化第一次参
加《财富》世界500强评定，以营业
额340亿美元排名第73位。2017
年，中国石化以2675.18亿美元营
业收入，位居世界 500 强第 3 位。
就发展规模和成长速度而言，已
经深度嵌入世界能源化工市场格
局的中国石化，不逊色于埃克森
美孚、荷兰皇家壳牌、英国石油公
司等一众老牌巨头。

紧抓30年的改革开放黄金机
遇期，中国石化从步履蹒跚走向
世界一流。

2013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
态”，经济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
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
期叠加”的局面仍将长期存在。
美国经济增长迟缓，欧债危机不
断恶化，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世界
经济波诡云谲，石油石化行业变
革日益加剧。

内外部环境的新约束与挑战，
不断警醒中国石化：站上新起点，

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规模和
速度的问题，而是质量和效益的
问题，提升发展质量、增加经济效
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2013 年以来，中国石化走上
转方式、调结构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探寻世界一流能源化工公司
的建设秘诀。

经历重组上市，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改制分流等改革洗礼，中国
石化在 35 年国有企业改革进程
中，搭建起了趋于完善的公司治
理机制和结构。

“前30年，应该改、可以改的基
本都改了，今天的改革已经进入了
深水区，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单项
改革、单一领域的改革都无法单兵
突进，都必须从总体上统筹规划、整
体设计、协调推进。”时任中国石化
党委书记、董事长傅成玉说。

结构性产能过剩，需要结构性
升级来化解。随着我国消费结构
升级，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

流，更多地需要高性能化工产品，
以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加快新
产业培育，企业向产业链中高端
发展迫在眉睫。

创新驱动，根本在于科技变
革。2016年1月，时任中国石化董
事长、党组书记王玉普在集团年
度工作会议上，将创新战略推向
新高度。他强调要不断聚集发展
新动能、释放发展新动力。

为此，中国石化以创新驱动作
为引领公司发展的“火车头”，优
化科技资源配置，实现协同创新
和开放式创新；改进科研投入机
制，突出科研投入的成果导向，提
高科研投入产出效率；加强新产
品、新技术开发的体制机制创新，
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和营销等联
合攻关，在新产品、新技术开发上
走出一条新路；完善以科研能力
和创新成果为导向的科研人员分
类考核机制，探索建立创新成果
利益分享机制，充分调动科研人

员的积极性。
2017 年 ，中 国 石 化 提 出

“4322”合作构想，全力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开展多领
域、深层次的紧密合作。

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发出
了“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
一流企业”的动员令。为此，中国
石化更加明确突出党的政治建
设、坚持融入中心抓党建、抓好领
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推进党
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施
人才强企工程，为实现公司战略
目标、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
重要依靠力量发挥关键作用、奠
定坚实基础。

激荡的 35 年的改革风云，不
断将中国石化的国际竞争力推向
新高度。目前，中国石化已然从
世界石油化工赛道中的一名跟跑
者，成功实现向领跑者的跨越。
以趋于完备的科技研发体系，构
筑起中国石油化工产业的脊梁。

中国石化改革风云录（1983年—2018年）
王倩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胜利召开。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
石化工业历史性转折。

转折的迫切性，源自另一个不
容忽视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随着大庆油田、胜利油
田、大港油田等被相继发现，1978年
我国原油产量已达1亿吨。当时，
达到这一规模的国家不超10个。

中国已成原油大国，但是资源

利用效率不高。据当时石油部规
划小组研究数据显示，每1000美元
国民生产总值的耗油量，中国为
0.31吨，印度为0.26吨，日本为0.17
吨，日本比中国少45％。中国1亿
吨石油所创造的价值同工业发达
国家相差甚远，造成巨大浪费。

石油化工与百姓的“衣、食、
住、行、用”密不可分。如何用好1
亿吨原油，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国

家财政收入，成为关系国民经济发
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诊断症结，才能找到出路。
1981年上半年，一篇名为《组织联
合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的调
查报告，介绍了上海高桥地区的石
油化工企业因体制分割而资源不
能共享的情况，如炼油厂、化工厂、
化纤厂、合成洗涤剂厂、热电厂，分
属石油部、化工部、纺织部、轻工

部、电力部等几个系统管理，原料
不能互相供应，资源综合利用效果
难以发挥。

对此，国务院批示：“必须直接
动手，突破一点。首先解决上海高
桥地区的联合，取得经验，然后再
着手搞第二个、第三个。”

1981—1982年间，中国石油化
工体制改革从地方开始搞“联合”，
逐步破冰推进。

中国石化总公司的诞生，为中
国石油化工业建立起一道市场与
政府之间的屏障。通过充分利用
和发挥市场优势，为企业改革发
展赢得了宝贵资源。

不过，体制蕴含的深层矛盾，
仍在束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1978 年以来，受制于意识形
态，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始
终存在分歧和争议。企业市场主
体地位，难以真正确立。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
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
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
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
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
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
段。”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思想认识
和理论上迎来一次根本性突破。

同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此基础上，1997 年 9 月，中
共十五大就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问题进一步提出了
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加快推
进国有企业改革；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等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根本转变，再到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改革指导思
想上实现一次质的飞跃。

恰恰是此次飞跃，为 1998 年
中国石油工业史无前例的一次大
重组，注入了深层动力。

从 1998 年底到 1999 年 7 月，
中国石化主要是提出整体上市思
路，通过调查研究，制订方案，筹
备上市工作。中国石化按照主业
与辅业分离、优良资产与不良资
产分离、企业职能与社会职能分
离的原则，对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机构、人员等实施全面重组，

集中主业和优质资产，独家发起
创立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1999年7月，中国石化启动整
体重组和改制上市。集中主业和
优质资产设立的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先后于2000年 10月
和 2001 年 8 月，在中国香港、纽
约、伦敦和上海四地上市。

也是从 1999 年下半年开始，
中国石化果断推进大规模新建、
收购、租赁加油站，用两年左右的
时间将加油站总数从8000余座增
加到2.4万座，成品油零售市场占
有率从15%提高到60%，极大增强
了国有经济的市场控制力。

入世后，国内市场国际化趋势
更加明显。2001 年，中国石化国
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成立。
中国石化通过风险勘探、资产收
购、公司并购等方式积极布局上
游，在非洲、中东、南美、俄罗斯-
中亚、北美等地区开发执行了一

批油气投资合作项目，海外权益
油气产量实现了快速增长。

与此同时，中国石化积极开展
海外炼化投资机会研究，取得了
较大进展，沙特延布炼厂、新加坡
润滑油脂项目建成投产，俄罗斯
丁腈橡胶和西布尔项目经营良
好，阿联酋富查伊拉、荷兰VESTA
仓储项目投入运行。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中国石化
在海外拥有50个油气项目，分布
在26个国家。2012年境外权益油
气产量近 3000 万吨油当量，全球
资源投资格局初步形成。

在国际化浪潮中走出去，投资
上游油气资源，是机遇，同样是挑
战。由于海外油气资源投资环境
复杂，且国际油价起伏跌宕，为中
国石化海外收益出现波动埋下

“种子”。
此后，中国石化积极谋求海外

市场蜕变，走上一条全新的战略
升级之路。

35年前，时值改

革开放初期，中

国石化总公司成立，宣

告中国石油化工管理

体制迎来一次重大变

革。

然而，这件“我国

经济体制改革的大

事”，曾一度引来非议，

被质疑多余，应当撤

销。企业存在与否，究

竟依靠什么？回答这

一攸关生死的命题，成

为中国石化改革发展

的主线。

回望前路，国有

大型企业市场化改革

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

鉴。为了切实履行“爱

我中华、振兴石化”的

使命，中国石化大胆实

践，从市场中谋求发展

动力；通过在市场中壮

大，为企业履行使命提

供物质基础。在使命

与市场的交织融合中，

成就了企业的历史性

巨变。

35年来，中国石

化从一个具有政府行

政职能的企业转变成

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

由一家主业单一的炼

化公司发展成为综合

性的能源集团；从立足

国内到逐鹿全球。他

用35年追赶上世界能

源巨头百余年的发展

历程。

中国石化35年的

变革史，是中国石油石

化工业引领者的锻造

史，是国有企业通过市

场化改革走向强大的

一道缩影。

时代孕育——中国石化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83年—1998年）

脱胎换骨——确立市场经济竞争主体地位（1998年—2013年）

搏浪翱风——建设世界一流能源化工公司（2013年—20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