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年山东油气发展大事记

在广饶县东营村附近的华8井首次获得日产

8 . 1吨的工业油流。

开始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标志着山东省大规

模油气勘探开发建设开始。

在东营胜利村钻探的坨11井发现85米的巨厚

油层，试油日产1134吨，是国内第一口千吨级油

井。胜利油田由此得名。

东营—齐鲁炼油厂原油管道投产，为东部第

一条原油管道。

1965年
12月

1965年
1月

东营至黄岛原油管道投产，连接了胜利油田

和黄岛油港。

1974年
7月

新华社发布消息，我国建起又一大油田———

胜利油田。
1974年
9月

胜利油田至江苏仪征原油管道(鲁宁线)正式

建成投产。
1978年
7月

胜利油田原油产量达到1946万吨，跃居全国

第二大油田。

胜利油田原油年产量突破2000万吨大关。

东营至黄岛原油管道复线投产，为国内第一

条密闭输送、自动控制的管道。
1986年
7月

中沧线投产运营，全长366 . 5公里，是国内建

成的首条长距离天然气管道。
1986年
8月

胜利油田原油产量达到3355万吨，为胜利油

田历史最高产量。

胜利油田原油年产量连续9年保持在3000万吨

以上。

沧州至淄博天然气管道建成投产。
2002年
3月

省政府与中石化签署一揽子协议，组建山东

省天然气管道有限责任公司和山东实华天然气有

限公司。

2002年
8月

我省发布《山东省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办

法》。

国家“十一五”重点工程——— 榆济管道投

产，与山东管网一起组成了华北地区管网的骨干

通道。

2010年
10月

胜利油田连续8年实现新增探明、控制、预测

“三级储量”均超1亿吨，连续28年年均新增探明

地质储量过亿吨。

2010年
12月

泰安—青岛—威海天然气管道一期工程投产。

中石化山东LNG接收站建成投运。

中沧线完成停输动火作业，成功退役。

胜利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2亿吨。2019年
1月

《山东省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条例》正式实

施。

2019年
3月

我省举办油气管道智能化发展论坛。
2019年
7月

1961年

胜利油田原油产量突破3000万吨。

1964年

1984年

1978年

1987年

1991年

1995年

2009年

2011年

2014年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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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穷二白”

到油气大省

新中国成立后的10余年，我省油气勘
探生产一直处于空白。1964年，国家批准
组织华北石油勘探会战后，全省石油天然
气开发生产从零起步，到2019年全省累计
生产原油约占同期全国原油产量的五分之
一，相当于目前国内原油产量的六年总
和；实现利税过万亿。

我省石油产区主要包括胜利油区和中
原油区，开发范围包括东营、滨州等9个市
30个县（区）。经过近60年的发展，已探
明石油地质储量超55亿吨。2018年，胜利
油田在山东生产原油2341万吨、天然气4 . 8
亿立方米，新增经济可采储量3350万吨；
中原油田在山东生产原油25万吨、天然气
1900万立方米。

1915年，美孚石油公司认为中国“可
以预期的产油量是微不足道的”。1922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发表了《中国和西伯
利亚的石油资源》，宣告中国“不会含有
大量石油”，自此，“中国贫油论”定
型，成为世界石油界的“铁律”。然而，
我国地质石油专家偏偏不信这个邪，坚信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下一定能够找到石油。
在“背斜理论”的指导下，1961年在东营
凹陷首次获得工业价值油流，是全国油气
勘探史上的重大发现之一，成为我国石油
工业发展史上重要里程碑。1964年，胜利
油田开始大规模勘探开发建设。1965年，
32120钻井队勘探发现了85米巨厚油层，在
胜坨油田打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千吨井。
胜利油田的发现不仅打破了欧美权威学术
专家“华北无油论”的“金科玉律”，也
彻底摘掉了我国是“贫油国”的帽子。几
十年的砥砺前行，艰苦奋斗，1978年，胜
利油田原油产量达到1946万吨，成为我国
第二大油田；1991年原油产量达到3335万
吨，创历史最高水平；从1987年到1995
年，连续9年稳产3000万吨以上；1996年到
2015年，连续20年年均产量稳定在2700万吨
以上。

从“缺油少气”

到“保障有力”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省石油天然气全
靠外部调入。胜利油田开发后，我省仅有
少数群众用上了油田伴生的天然气。随着
黄岛等油码头建设、西气东输等干线建成
投用，全省油气生产消费迅猛发展。2018
年，我省原油加工量1亿吨，成品油销售约
2200万吨、天然气销售约166亿立方米，成
为名符其实的石油天然气能源利用大省。
全省炼油总产能达2亿吨，是世界第三大炼
油中心，产能聚集规模仅次于美国休斯敦
地区的2 . 7亿吨、日本东京湾沿岸的2 . 2亿

吨。其中，地炼企业原油一次加工能力1 . 3
亿吨/年，占全国地炼行业的70%、全国炼
化能力的18 . 1%。全省拥有9500多家在营加
油站，每年销售汽油950万吨、柴油1250万
吨。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随
着胜利油田、中原油田建设开发，我省
石油炼制工业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一路发展壮大。1986年，全省已建成炼
油生产厂点13处，年原油一次加工能力
为 9 4 0 . 5万吨，原油加工量为 8 5 7 . 8万
吨，居全国第二位。科技创新能力的大
幅提升，加速推进地方炼油行业高质量
发展，我省炼油化工企业在管理水平、
产品质量、环境保护及安全生产等方面
走在全国前列。地方炼化企业一次加工
能力和主营业务收入均占全国地方炼化
的 7 0 % 以上，规模、效益在全国居首
位。已有32家企业获得进口原油配额，
获得配额合计8854万吨，占总加工能力
的64%。

上世纪八十年代，济南、东营等地
居民成为国内首批使用煤气、天然气的
用户之一。公开资料显示，1982年，全
国接入天然气管道的家庭只有450万户。
如今，全省16市140个县（市、区）都通
上了管道天然气，覆盖了80%以上人口，
全省居民天然气用户已经超过 1 7 0 0万
户，居民、交通等民生用气量接近全省
天然气消费量的一半，百姓的获得感、
幸福感显著增强。

从“一根管”

到“一张网”

我省油气基础设施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大到强，逐步构建起一张覆盖全省
的油气保障网络。目前，我省已建成原油
码头9座，年接卸能力1 . 4亿吨；油品和液
体化工品码头77座，年接卸能力6600万
吨；LNG接收站1个，年接卸能力84亿立方
米；配套原油、成品油罐区30余个，仓储
能力2700余万立方米；油气长输管道总长
度超过1 . 2万公里。

54年前投产的东营一段不足80公里的
原油管道，开启了我省油气基础设施建设
的先河。经过十多年艰苦奋斗，到上世纪
七十年代，全省长输原油管道就已经南达
长江（鲁宁线）、北至冀中（临邑—沧
州）。新世纪以来，我省加速推进长输油
气管道建设，截至目前，省内建成原油
（燃料油）输送管道19条，总长度2513公
里，年输送能力约1 . 21亿吨；建成成品油
输送管道4条，总长度2013公里，年输送能
力1980万吨，油品管道基本覆盖全省主要
石油化工企业。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省开启
长输天然气管道建设。经过三十多年建设
发展，全省长输天然气管道建设里程位居
全国前列，初步形成横贯东西、纵贯南北
的骨干运输网络。截至目前，全省天然气
干支管道里程6468公里，各市县均实现主
干管线覆盖。同时，形成了以中石油、中
石化管网为主，中海油管网为辅的天然气

供应网络格局，最大供应能力达300亿方/
年。

2014年，中石化山东LNG接收站建
成投产，年接卸能力达到600万吨。今年
8月底，龙口南山LNG接收站一期工程获
得国家核准，建设规模为500万吨/年；
烟台港西港区LNG接收站也已经报国家
进行核准，中石化龙口LNG接收站前期
工作进展顺利，形成了陆上自产气、西
部输送气、海上液化天然气等多渠道供
气保障格局。

从“各自为治”

到“依法治理”

油气管道安全运行事关国家能源供应
安全，事关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和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特别是我省石油天然气主
干管道的总长度迅速增加，管道保护工作
日益重要。

管道运行初期，管道的外部保护主要
由石油企业自我管理。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省设立胜利油区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组
织领导，建立健全管道保护制度机制，全
省108个县(市、区)明确管理部门，组建1万
多人的保护监管队伍，率先开启油气管道
保护“山东模式”，经验推向全国。

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
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油气管道外部环境越
来越复杂，保护形势越来越严峻。2009
年，我省出台全国第一个省级层面的政府
规章，管道保护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
的轨道。2010年，国家油气管道保护法颁
布后，我省对有关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梳
理，规范行政执法文书式样，制定省油气
生产储运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全省管道保
护水平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提高。2016
年，我省启动油气管道保护地方性立法工
作，从草案起草到审议通过，历时三载，
于今年3月正式实施，为管道保护工作提供
了更加坚实的法律保障。

从“规模增长”

到“高质量发展”

进入新时代，我省加快推进能源结构
调整优化，努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的现代能源体系，大力推进油气开发利

用，着力提高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石油天然气产业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春
天。

提升油气资源勘探开发质量。加大勘
探开发政策支持力度，完善工作机制，推
进简政放权，加快勘探开发及配套项目手
续办理，不断优化和提高服务保障水平。
以中石化胜利油田为主体，加大油气勘探
开发投入，开展中深层高效勘探，提高控
制和探明储量，大幅度提高老油田采收
率，确保较长时间内持续稳产2300万吨，
有效降低盈亏平衡点，实现油田可持续发
展。

优化气源供应保障格局。打造沿海
LNG接收仓储基地，统筹构建以青岛港、
烟台港为主，日照港、东营港为辅，相互
连通，主要服务省内，辐射环渤海区域的
LNG储运体系，提高沿海港口LNG接卸能
力。到“十四五”中期，全省LNG年接收
能力达到2500万吨，实现天然气平稳安全
供应，满足我省及华北地区天然气供应及
储气能力需要。

推进管道智能化发展。在今年7月召
开全省石油天然气管道智能化发展论坛
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加快管道智能化发展
指导意见，以管道智能感知、智能预判、智
能管控为重点，对新建管道实施数字化
交付、智能化应用，对在役管道实施数
字化恢复、智能化改造。推进“三个
三”示范工程，培育三个智能化管道示
范企业、打造三条在役管道智能化示范
管线、选树三个新建管道智能化样板工
程。

加快应急储备调峰设施建设。在全省
构建以沿海LNG储备基地为主、内陆LNG
储备基地为辅，LNG罐箱集散中心和其他
储气方式为补充的储备调峰体系。优化整
合4处沿海LNG储备基地，储气能力10 . 5亿
立方米；依托已建和在建储气设施规划5处
内陆省级LNG储备基地，储气能力3亿立方
米；保留已建在建市县小型储气设施，全
省规划建设储气能力13 . 9亿立方米，满足
政府3天和城市燃气企业5%储气能力建设
需求。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面对能源发展新趋势、能源供需格局新变
化，我省油气行业以“四个革命、一个合
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根本遵循与行动指
南，凝聚起新时代逐梦再出发的希冀与力
量，开创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为经济社会发展添“油”加“气”
———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山东沧桑巨变看能源之油气篇

时光，是开拓者前行的刻度，

是奋斗者筑梦的见证。

新中国成立70年，我省油气行

业滚石上山、闯关夺隘，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为经济社会

发展和民生福祉改善提供了坚实有

力的能源保障。

一组组跃动的数字，在70年的

浩荡长空中，标注出山东油气发展

巨变的历史坐标。

截至目前，我省已发现81个油气

田，探明石油地质储量超过 5 5亿

吨；累计生产原油超过12亿吨；油

气长输管道总长度超过1 . 2万公里；

各类油品码头86个，配套仓储能力

超过2700万立方米；炼油总产能达2

亿吨/年，地炼企业原油一次加工能力

1 . 3亿吨。2018年，我省成品油消费量

约2200万吨、天然气消费量约166亿

立方米。 山东实华天然气有限公司日照输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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