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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大庆油田开发
建设的决策与准备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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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使得中国的石油工业实现了从“贫油”到“自给”的飞跃。 20 世

纪 50 年代,因石油资源短缺而导致的工业、国防原料供给不足等问题促使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加

快石油资源开发建设的步伐。 在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后,1960 年 2 月 13 日石油部呈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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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随即批转同意。 在经过 3 个多月

的筹备后,大庆石油会战拉开帷幕。 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得益于科学民主的决策和充分的准

备,历时 3 年多的大庆石油会战,取得了丰硕成果,顺利建成大庆油田,保证了中国工业和国防

建设所需要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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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庆油田位于黑龙江省西部、松辽盆地中央凹

陷区北部,它的开发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

工业 的 面 貌, 促 进 了 中 国 石 油 工 业 的 全 面 发

展。[1]238-241 为了摆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缺油的困

境,中共中央下决心寻找石油资源,以扭转当时石油

工业的被动局面。 1955 年秋,石油作业队伍在松辽

盆地进行石油地质普查和区域勘探,1959 年 9 月,
收获工业油流。 石油部在考量各种因素后决定将毛

泽东革命战争年代“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军事思

想运用于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之中,于 1960 年 2 月

13 日呈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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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随即批转同意,轰轰

烈烈的大庆石油会战拉开帷幕,大庆油田的开发建

设也就此开始。 历时 3 年半,在中国东部建成一座

新型石油工业基地,中国就此摘掉了“贫油国”的帽

子,为后续工业建设持续提供能源保障。
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既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限于

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组织、动员和精神意义的论述,而
对于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决策和准备过程则缺少详

细具体的分析考察。①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石油资

源的开发和油田的建设多采用“会战”的方式进行。

“决策”是进行“会战” 的前提,“会战” 是按照决策

的部署执行,而“决策”也会随着工程进展情况不断

进行调整;“会战”的成功与否是油田能否继续投入

开发的决定性因素,科学“决策”对于油田的开发建

设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通过发掘、分析历史资

料,考察大庆油田开发的决策和准备历程,为充分了

解计划经济时期石油工业开发建设提供一个历史

视角。
一、决策背景:“被逼出来的”石油会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基于严峻的国内外

形势和落后的国防基础,提出“必须以发展重工业

作为建设的重点,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

本建设” [2] ,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
然而,“重工业中石油工业落后,煤、电紧张的状

况” [3]908 导致机械和交通运输行业运转不畅,严重

影响了工业的发展。 面对原油产量缺口大的严峻形

势,中共中央决定直接领导中国的石油工业建设。
为尽快探明中国石油储量和规范石油资源开

发,改变石油短缺的状况,首先,中共中央“设立燃

料工业部和全国石油管理总局,统一领导全国燃料

工业,以加强石油工业的领导与研究工作” [4] ;其



次,在恢复西北老油田的同时,陆续开展新区域的石

油资源勘探,相继成立东北石油管理局、西南石油勘

探处,负责东北和西南地区的石油工业建设[5] ;最
后,通过合并建立石油院校和调拨建制师,积极培养

石油工业专门人才,壮大石油工人队伍。 经过一段

时间的调整恢复,石油工业有了一定发展,初步形成

了玉门、新疆、青海、四川四个石油、天然气生产基

地。[1]21 但是,底子薄、技术落后、缺乏经验等问题制

约着石油工业的发展。 随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

确立,钢铁、冶金采矿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
车、工程机械制造等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也随即展开,
石油紧张带来的问题也更加凸显。

一是石油资源紧张的现状与中国亟需石油资源

以解决国防、工业建设的原料之需形成供需矛盾。
刚从战争创伤中走出的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建设,
需要发展工业,而搞工业建设离不开矿产资源。 当

时国家石油供需矛盾非常突出,据计委材料显示,
“1952 年石油生产是 413. 6 万吨,需要是 107 万吨,
到 1957 年生产 201 万吨,需要 620 万吨,1962 年需

要 1 300 万吨, 1967 年需要 2 500 万吨, 相差很

大” [3]914-915。 1954 年 6 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

扩大会议,陈云指出,当前重工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石油工业落后,煤、电紧张的状况,目前还无法

改变” [3]908。 半年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

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草案讨论会上,徐向前提

出石油问题的紧迫性,“打起仗来飞机飞不起来就

要挨炸弹” [3]916。 陈毅认为,石油缺乏问题必须加以

解决,“不解决,会吃大亏” [3]915-916。 薄一波也表示,
“石油是致命的问题”,就算我们能够生产汽车、轮
船、 飞 机、 拖 拉 机、 坦 克, “ 但 缺 乏 石 油 也 开 不

动”。[3]915

二是石油产、销地布局不合理,无形中增加了使

用成本。 新中国的石油工业是在接收国民政府旧厂

矿基础上起步的,主要集中在西北、新疆等地,而这

些地方交通落后、输油管线近乎空白,“ 1958 年以

前,我国石油勘探主要在西部地区进行,东部地区勘

探程度很低,许多地区仍是一片空白。 西部地区虽

然找到了一些中小油田,但储量很少,产量很低,远
远满足不了国家需要……当时,铁路只修到甘肃柳

园,运输能力有限” [6]515。 而据翟光明回忆,“一五”
计划期间的天然油基地主要是解放前发现的玉门、
独山子、延长三个油田以及解放后 1955 年发现的克

拉玛依油田,“这些油田又都集中在西北地区,由于

运输不便,对于急需用油的东部地区来讲,是远水解

不了近渴” [7] 。 产油区多集中在西部内陆,而工业

多 集 中 在 东 部 沿 海, “ 运 输 是 个 极 大 的 问

题” [3]914-915,且不说管道和公路建设跟不上,即使通

了公路,汽车长途运输也会消耗大量的石油,无形中

增加了使用成本。
因此,要解决石油短缺的问题,除了要下功夫寻

找油田之外,还要综合考量地质和经济地理条件,将
原油生产、加工和消费进行就近就地结合,以解决产

销地布局不合理这一矛盾,获得更好的经济效果。
陈云指出,“现在主要是寻找石油资源问题,只要发

现了新的丰富的资源,就必须大力开发” [3]909,“石

油不解决是个严重问题” [3]915, “这个问题在国防

上、经济上都很重要” [3]915-916。 陈毅认为,“解决的

办法应加强对天然石油的勘探采炼和搞人造石

油” [3]915。 朱德表示,要“用一切力量来增产石油,
因这关系到军事、工业、农业的建设” [3]915-916。

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先决问题,是什么时候

能找到油田,找到什么样的油田,能找到多少” [8]12。
但石油“从勘探到开发环节较多,是采掘工业中很

复杂的一门” [9]219-221,要“弄清楚什么构造” “这个地

方是不是有油”“有油的话,油田有多宽、多大,油层

有多厚,压力情况、渗透率、孔隙度、原油的黏度等都

要搞清楚” [9]219-221,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无论是前期普查勘探,还是后期油区开发建设,每个

阶段不仅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要面对

各种复杂的技术问题。
根据资料显示,中国“地大、沉积岩分布地区

广,很多大的盆地都具有生油和储油的条件,而且油

苗显示及发现适于储油的构造很多” [8]12;而中国几

年来之所以没有找到油田,“很明显是因为勘探工

作做得太少” [8]12。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

任何一个地区,没有全面的调查研究,工作限于局部

地区、个别构造上,只抓住几个小盆地或者在一个大

盆地的一角进行勘探” [10]58。 例如,1955 年以前只

在新疆准葛尔盆地南部天山前带勘探,一无所获,
1955 年转到北部去试探,第二年就发现了克拉玛依

油田;在四川盆地,开始只抓住龙门山地槽区进行钻

探,没有结果,后来才发现南部天然气比较富集,川
中也是有希望的地带。[10]58 二是“对构造准备得太

草率, 一般的只经过地质细测, 就进行深井钻

探” [10]59-60,对于“构造内是否有储油层”或“储油层

性质如何”等问题,钻探前缺少研究。 例如,在看到

川中南充构造的 3 号和 4 号探井、龙女寺构造的 2
号探井、蓬莱镇构造的 1 号探井喷油时,便认为这是

高产油田,匆忙展开钻探,而事实上,这“仅仅是分

布不规则、产量不稳定的贫矿”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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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假如石油资源的普查、踏勘、打井等

基础性工作不够,就会影响石油工业的整体发展。
此外,中国石油工业队伍小、技术力量弱、设备少、材
料少的情况和机械化水平低的现实也不能满足短时

间内摸清面积、探明储量的要求。[12] 而国家十分需

要石油进行建设的现实②,迫使中共中央从组织和

效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寻找一个既能解决设备、
物资、粮食供应短缺的现状,又能快速扭转石油工业

发展水平低的现状的两全之策。
二、前提条件:石油勘探战略东移和 “松基 3

井”见油

20 世纪初期,美国石油公司和日本均在中国开

展了大面积的勘探工作,毫无收获,最终得出“中国

贫油”的结论。 1953 年年底,毛泽东向李四光征询

中国石油资源前景时,李四光表示,“天然石油的蕴

藏量应当是丰富的” “关键是要抓紧做地质勘探工

作”。[13] 1954 年 12 月 7 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会议

确定,地质部从 1955 年起承担全国石油天然气普查

任务,将以普查固体矿产为主的普查委员会改为专

门领导石油普查的机构,李四光兼任普查委员会主

任,刘毅、谢家荣、黄汲清任常委。
为了在全国含油区和可能含油区内进行大规模

的、全面的地质普查,1955 年 1 月,地质部召开全国

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研究讨论石油普查的战略选

区,制定《地质部石油普查工作方针》,组织专业石

油勘探队伍,包括 24 个地质队、18 个物探队、20 个

地形测量队,职工总数达 1 200 多人,在全国各地展

开工作。[14]10 东北地质局根据《关于松辽平原石油

地质踏勘的工作方法》 迅速组成石油地质踏勘组,
制定踏勘计划,布置沿第二松花江顺流而下、哈沈铁

路两侧以及沈阳—阜新三条踏勘路线,开展东北平

原的石油地质踏勘工作,对其含油远景作出了肯定

性的评价,“松辽盆地可以找到油气,建议进一步开

展油气普查和物探工作” [14]10-11。
1956 年 1 月下旬,地质部召开第二次石油普查

工作会议,在《地质部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

议》中指出:“广阔的松辽平原的大地构造轮廓与华

北平原相似,其中堆积着很厚的新沉积……可能有

含油岩系……选择适当地点准备打基准井,并提出

初步钻探设计……为完成上述任务,特决定组成松

辽平原石油普查大队,下设地质三队,浅钻一队,重
磁力一队,电测深二队。” [14]97 松辽平原的大规模普

查由此开始。 同年 5 月,谢家荣在《石油地质的现

状、趋势及今后在中国勘探石油的方向》 中着重指

出:“我们不但要在西北广大地区以往曾经做过相

当工作的,如柴达木、准葛尔等地区内进行勘探,还
要在尽管了解还不很够但交通轻便、开发较易的地

区内进行工作,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15] 其中“交通

较便、开发较易的地区”可以理解为东部地区。 地

质部党组遂作出关于石油勘查战略重点向东转移的

决定,“第二个五年期间,除在西北、西南地区继续

工作外,还将大力加强苏北、华北与东北三大平原的

工作” [16] 。 1957 年冬,将原在新疆、青海等地进行

油气勘查的地质技术骨干及物探队伍陆续调到华

北、松辽、华东等地区,以充实这些地区的油气普查

工作。[17]23

与此同时,《“一五”计划》中也提出:“石油工业

在我国特别落后,不但产量低,设备能力很少,而且

资源情况不明……要求我们大力勘察天然石油的资

源,同时发展人造石油,长期地积极地努力发展石油

工业。” [18]为了进一步规范石油工业发展,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决定,撤销燃料工业部,
在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的基础上成立石油工业

部(简称“石油部”),李聚奎为石油工业部部长,李
范一、李人俊、周文龙为副部长。[19] 随后,李聚奎主

持召开石油部第一次部务会议,决定派出以副部长

周文龙、部长助理康世恩为团长的两个石油代表团,
分赴东欧和苏联考察。 在对比苏联的勘探开发经验

后,考察团一致认为“勘探工作做得太少” [9]1 是没

有找到油田的主要原因,“应全面规划全国主要的

含油地区,从解决根本问题上着手,有步骤地进行勘

探” [9]24。
在地质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石油部于 1957 年

着手进行松辽平原的野外地质调查和综合研究。
1957 年 3 月,石油部派邱中建等 7 人组成 116 队,对
松辽盆地及周边地质、物探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并踏

勘盆地边缘地质。[20] 6 月 22 日,松辽平原专题研究

队赴辽宁绥中,开展野外地质调查,结果显示,“松

辽平原石油地质基本条件优越,是一个含油远景极

有希望的地区” [21]362,专题研究队随即建议“ 1958
年在松辽平原钻 2-3 口基准井,井位可在 5 号、6 号

重力高上选择” [21]362,其中的“5 号重力高地就是后

来大庆长垣的葡萄花油田” [21]362。 1955 年至 1957
年间的石油普查,进一步肯定了松辽盆地的良好远

景,“区域勘查的重大成果表明,松辽盆地具有良好

的含油气远景” [17]22。 为随后的石油勘探战略东移

提供了坚实的地质资料支撑。
1958 年 2 月底,石油部向主管石油工业的邓小

平汇报石油工业的形势、各地区勘探开发的情况以

及“二五”期间的石油勘探部署。 邓小平听后,从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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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思想、发展方向、战略布局等方面对下一阶段的工

作进行了阐述。 首先,他回答了“石油部门搞天然

油还是搞人造油”的争论,指出“支持人造油,但中

国这样大的国家,要有更多的石油,当然要靠天然

油” [22] 。 其次,他认为“打钻子”和科学研究都十分

重要,一方面“要多搞地球物理勘探,多打井,努力

降低打井成本” [23]1419,另一方面“要发挥技术人员

的作用” [23]1419。 最后,针对各项物资都十分紧缺的

状况,他提出,要选对“突击方向”,“选择重要的地

方先突击,不能这里那里都搞一下,总要有个轻重缓

急” [23]1418,方向选对了,才能收到良好的勘探效果,
要“重视勘探布局上的经济效果” [23]1418,“对于松

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五个地区,要花一些

精力” [23]1418-1419,并提出在“二五” 计划期间能在东

北地区找出油的期望[24] 。 这就为下一步石油勘探

的重点和布局指明了方向。
1958 年 3 月至 4 月间,石油部先后召开 5 次党

组会议和部务会议,学习、贯彻邓小平的指示,组织

制定石油工业第二个五年发展规划,具体研究如何

把石油勘探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东部地区。[6]5153 月 3
日,石油部召开部党组会议,主要讨论勘探处的问

题。 为了在 3 年内取得初步成果,在贵州、华北、东
北、鄂尔多斯等地增加了几个地质勘探新区,进行普

查。 这样除贵州由四川局领导外,其余 3 个地区由

西安地质调查处(简称“地调处”)领导。 李聚奎认

为地调处“担负不了这么大的任务” [25]593,“西安地

调处设在西安,属陕西西安市委领导,怎能管得了六

七个省的事情” [25]593。 因此,遵循“靠近现场”的原

则,石油部党组会决定“成立贵州、华北、东北、鄂尔

多斯四个地质勘探处” [25]593。
1958 年 3 月 20 日下午—21 日下午,石油部再

次召开部党组扩大会议讨论研究石油勘探方向,指
出“要按经济条件好,交通条件好来选择石油勘探

的突 击 方 向, 改 变 石 油 工 业 面 貌 就 在 今 明 两

年” [26]597。 关于勘探的主要方向,“一是苏北和松

辽,苏北打 2. 5 万米,松辽打 8 万米。 这些地区重

要,经济意义大。 其他可摆些战略上的侦察。 四川

作为战役来打,集中力量弄清三点,就可以判断油藏

性质” [26]597。
当时石油产量情况是,“1958 年共生产原油 226

万吨(其中有 2 万吨是小土群生产的),但去年全国

实际消耗的油品折原油为 540 多万吨,所以实际生

产量只能满足国家需要的 41%左右” [27]18。 1958 年

4 月 6 日,石油部在南充召开现场办公会议时,康世

恩指出:“由于石油产品严重不足,目前全国因缺油

而停下来的汽车已有 1 万多辆,大家知道,目前运输

非常紧张,光靠铁路还不行,铁路必须要和短途的集

散运转相配合。 过去短距离运输很多靠人力,目前

农村劳动力十分紧张,再停了这么多汽车,这就对全

国运输造成了很大困难。 因此,我们必须集中力量,
多拿原油。” [27]185 月 1 日,在石油部党组扩大会上,
余秋里表示:“每年从国外进口 400 万吨油,按平均

200 元一吨计算,就得 8 亿元外汇,这得要拿多少东

西到国外换啊!” [27]27 这就要求石油部必须下功夫

快速找到油田,以缓解当时石油供应紧张的情况。
1958 年 5 月 27 日,石油部召开党组会议决定

除保留华北石油勘探处建制外,在东北、鄂尔多斯、
贵州三个石油勘探处的基础上,成立松辽、华东、银
川和贵州四个石油勘探局,并新建华东石油勘探

局。[28]经过几个月的组织调度,东部地区的勘探机

构已经初具雏形,人员、设备也基本调齐,勘探工作

初步展开。[29]92 地质部和石油部联手对松辽平原展

开普查勘探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地质部在肇州县

大同镇发现了 17 个圈闭;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局

(简称“松辽局”)随即通过手摇钻对目标区域展开

构造、重力详查以及打井钻探等工作,进一步认识了

松辽盆地的地质规律。 根据这些条件随即部署了下

一步的勘探计划,即布置探井对盆地进行详测,以确

定松辽盆地的最优含油区。
然而,石油工业的复杂性就在于地质资料并不

等于地下的实际情况,地质勘查结果显示的是含油

面,石油的采掘则是要选点下钻,进行开采,井位选

偏、误判都会影响后续的试油、出油效果。 松辽平原

上的“松基 1 井”“松基 2 井”以及“杨 101 井”都遇

到过这种情况。 根据地质资料,在实际钻探、试油的

过程中,并没有发现油、气显示,也没有见到工业性

油流。 这个结果不禁让松辽局陷入了“东北没有

油”的困扰。 但此时的另外一组数据,重燃了松辽

平原含油的希望,地质部松辽普查大队钻探的“南

14 井”“南 17 井”,陆续见到了 20 多个含油层,试油

时也出现了油花,这些地质资料可以说明,“松辽盆

地是含油的” [6]556。
寻找最佳含油区的任务便落在了“松基 3 井”

上。 石油部勘探司和松辽局组织队伍反复进行现场

踏勘,并召集多次会议讨论分析“松基 3 井” 的井

位。 1959 年春节期间,石油部除了召开党组会议

外,还与地质部进行协商讨论,反复论证松辽盆地的

勘探成果和方案。 2 月 8 日,康世恩召集翟光明、余
伯良以及松辽局的李荆和、张文昭等人再一次讨论

分析,最终确定松辽盆地上第三口探井的井位,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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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基 1 井、松基 2 井形成等边三角形,处在不同构

造上” [29]104,并安排 32118 钻井队在完成 “松基 1
井”试油后,立即长途搬迁 120 公里至目标井位进

行钻探施工,于 4 月 11 日正式开钻。 经过 5 个多月

的工作,9 月 26 日,钻井队用 8 毫米油嘴开井后,获
取 14. 9 方的日产油。[30] 有力地证明了松辽盆地蕴

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石油勘探东移战略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地质部长春物探大队经过前期浅井钻探

和开钻打探井,发现葡萄花构造上的多层油砂,同样

证明了松辽平原具有广阔的石油前景。 在综合松辽

盆地的区位、施工条件以及人力、物资设备等情况

后,石油部将是否要组织松辽石油勘探会战的问题

提上日程。
三、决策形成:“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
“松基 3 井” 的见油,为石油部带来信心。 但

是,能否仅仅以“松基 3 井”见油便能确定这是一个

大油田,从而仓促集中力量对松辽盆地展开勘探?
鉴于石油工业的复杂性以及地下资料取得的重要

性,在地下储量没有完全弄清之前,绝不能“说大

话” [29]144。 以前在四川盆地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当时主要的错误是,只看到三个构造上 4 口探井

同时喷了油,就认为这个区域有大油田,有高产油

田” [11]383。 为此,石油部慎之又慎。
1959 年国庆节前后,石油部党组连续召开 3 天

会议,研究如何在“松基 3 井”的基础上扩大大同镇

地区的勘探范围,以解决构造问题。 钻井是获得一

手地质、地层资料的最佳方式,尤其是探井见油后,
打井探查的重要性便显露出来。 在井位安排方面,
余秋里指出,要“布置 63 口井,包括内部 56 口,外围

7 口,分四类型两步,两年内布完,第一步上 19 口

井”
 [31]57;同时要求探井要详细摆,“不惜一切把 19

口井搞出来”
 [31]57;并一再强调速度问题,“安装要

快,接近油层以前要钻得快,钻得准,接近高台子一

层油,到了油层彻底取心求资料”
 [31]57。 为了尽可能

获全资料,余秋里在散会后,又再次找李荆和强调,
“安装争取速度,在油层前钻快,油层后彻底取心,
有个别井快一点,其他彻底试油” [31]58,“资料搞准

确,不要乱吹牛,必须试采 3 个月打出面积 A+B 级

储量才能发表” [31]58,“不搞好不行” [31]58。 松辽平

原过去是草原,常住人口少,故配套建设基本没有。
10 月 3 日,余秋里组织开会讨论基本配套设施和设

备的问题,“请求省里帮助解决公路、电话线和房建

问题,部里解决运输车辆、机床、发电机、保温锅炉等

设备” [31]58,并要求松辽石油勘探局做到“搬家要

快,钻井要快,接近油层要细,井要固好,资料取好,

试油试好,不要摆摊子,要实事求是,要力争速度,讲
究质量,冬天要抢” [31]59。 10 月 5 日,在听取松辽勘

探局的汇报后,余秋里表示,“现在不要提产量有多

少,目前就是搞勘探搞资料” [31]59,” 不要向外面乱

宣传,将情况弄清,资料弄全,好好试采” [31]59。 按照

石油部的指示和在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的支援下,松
辽局于一个月内迅速落实勘探部署,调集勘探设备,
进一步集中力量,扩大对此地区的勘探,获得丰富的

地质资料和各个构造含油情况。
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松基 3 井”以及高台子、

葡萄花地区几口井的钻井情况,1959 年 12 月 26
日,余秋里结束东北协作区会议后,亲赴松辽地区进

行调研。 由从循环泥浆的过程中得到的油气情况来

看,“可以断定这(松辽平原)是个大油田” ④,另外,
“其他地区存在的困难,在这里还没有遇到” [32]92,
因此,“有利于我们找到大面积的油田,为大力开发

准备条件” [32]92-93。 同时,余秋里还明确提出明年松

辽石油勘探的方针和部署:“勘探打算分三步走,两
个阶段来进行。 第一阶段,从现在到明年第一季度,
在撒大网的基础上,以大同镇为中心,周围的构造上

争取第一季度把主要的面积、主要构造的轮廓打下

来,为下一阶段更大规模地勘探准备条件。” [32]93-95

余秋里此行不仅鼓舞了前线石油工人的干劲,更为

石油部党组下一阶段的决策带回充分而宝贵的数据

资料。
经过前一阶段的勘探,1959 年底,余秋里在大

庆地区、井队、车间等负责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

出:“最近在葡萄花 1 号井、7 号井、20 号井都见到了

很好的油气显示。” [32]91 松辽局摸清长白山以西、大
兴安岭以东、小兴安岭以南、辽宁的康平法库丘陵地

带以北的 24 万平方公里内的大地构造、二级构造带

数目等相关地质资料以及油气苗情况。[32]90 这些资

料的取得为石油部的下一步决策提供了充分的判断

依据。
在确定了松辽盆地的开采前景后,石油部就要

考虑如何组织部署关于在松辽地区的石油资源开发

工作。 松辽平原位于黑龙江省南部偏西,纬度较高,
低温大风天较多,土壤结冻期较长,公路、住房等基

础设 施 几 乎 没 有, 区 位 环 境 和 施 工 条 件 并 不

好。[33]57-60 恶劣的自然条件无形中增加了石油开采

的难度,这意味着,石油部在此进行石油资源开发

时,不仅要肩负繁重的生产任务,还要“抢工期” “提

速度”,必须在速度和质量上“双管齐下”。
考虑到石油工业过去几年的积累,针对当前中

国石油工业落后、不平衡、底子差的特点,1959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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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 日,余秋里在五级干部会议上表示:“石油工

业内部要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只要在重要方面

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即便在其他方面发生了一定

的困难,就全局来讲,仍然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组织全面的综合的有效的大协作,就能最大限

度地挖掘潜力。” [34] 这次会议既为大庆石油会战的

组织进行了思想动员,又为当前石油工业建设明确

了指导思想。 12 月 6 日,余秋里在石油部党组扩大

会议上作总结发言, 提出 “ 要准备应付东北大

战” [35] 。
1960 年 1 月,石油部召开部党组扩大会议,进

一步讨论进行石油会战的可行性,考虑用集中优势

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组织石油会战,即“以葡萄花

为中心,集中力量干” [36] ,“采取‘三点合一’ 的方

法,快钻快探,尽快控制含油面积,同时向长垣北部

甩开钻探,准备大会战的战场” [6]595-596,初步达成在

松辽平原最有希望的地区进行“大会战” 的共识。
与此同时,葡萄花构造上最早开钻的一批探井相继

喷油,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带是能够稳定生产的大规

模油田,为大庆石油会战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1 月底,正逢春节期间,石油部党组再次召开扩大会

议,确定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组织松辽

石油大会战,并根据松辽盆地的勘探情况,部署会战

工作,“考虑会战大体上从 5 月开始,准备工作尽量

提前,修路先上,水也要准备好。 要上 1 万人,一下

子就可以拿下来。 技术干部上 2
 

000 人。 粮草设备

供应先行”
 [37]634。 康世恩在给松辽局《1 月的指示》

中也提出:“部党组决定要以很大力量来它一个歼

灭战,也就是大战松辽。” [38]
 

1960 年 2 月初,石油部召开部党组扩大会议,
重点讨论、部署会战的组织方案,现场提出“就现有

力量来干,把这个地区啃下来” “以大会战的形势,
组织各种力量上去,原则是头等的技术,高水平的组

织”“通过大会战,把石油工业水平提高一步,解决

中国石油复杂的技术问题” “最近就开一次电话会,
动员一下。 各厂矿都得支援,局长、总工程师……全

部上去”等策略方针[37]633;此外,还讨论了抽调队伍

对原厂的影响等问题。 “要集中优势兵力拿下来,
迅速地搞清楚油田究竟有多大面积” [37]633,经过为

期 8 天的党组扩大会议讨论研究,最终确定采用集

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组织大庆石油会战,并大致

规划了会战队伍的组织部署问题,除了要“向中央

报告” [37]633,还要“派康世恩去黑龙江,把情况向欧

阳钦汇报清楚” [37]633。
1960 年 2 月 13 日,石油部正式向中央呈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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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报告》),提出“打算集中石油

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

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 [33]12。 这也是计划经济时期

石油工业建设多采用的组织方式,将各方面的优势

力量汇集于预探见油、希望较大的地区,形成局部优

势,以求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大成果。 因为当时中

国石油工业人力少、器材设备有限、底子薄,只有采

取“大会战”的方式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石油落后

局面
 

。[39]115 甚至可以说,“进行石油勘探大会战,不
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由石油工业当时面临的任务

和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是逼出来的” [6]486。 中共中

央于 2 月 20 日批转同意会战报告,要求各地“在不

太妨碍本地的勘探任务的条件下,予以支援” [40] 。
随后,松辽局展开了为期 3 个月的会战筹备工作。

四、会战筹备:全国“一盘棋”的支援与协作

大庆石油会战是在特殊时期进行的一项艰巨工

程,施工任务十分繁重。 《报告》中关于会战工作部

署的内容是,“预计今年(1960 年)需要打探井和生

产试验井 400 多口,钻井进尺数大约 50 万米;同时

进行相应的油田建设” [41]2。 另外,会战队伍还需要

解决高纬度、低温地区原油的开采、储运、炼化等一

系列技术难题。 这对于“只有 20 多部钻机,不足

5
 

000 名职工” [29]113 的松辽局来说,远不能胜任。
为了能保证会战顺利推进,在会战正式打响之前,石
油部与松辽局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筹备。

1960 年 2 月 21 日,石油部党组召开大庆石油

会战第一次筹备会议,详细介绍了松辽平原大庆地

区的勘探情况、目前的任务和部署,着重讨论会战的

组织问题以及会战的指导思想[39]113-118,[42] ,确定“全

国石油系统 37 个局、厂、院、校由主要领导带队,组
织精兵强将,自带设备参加大会战” [29]114-115。 石油

系统各单位非常重视此次大会战,纷纷支援。 在参

战队伍的调动方面,石油部党组决定“从石油科学

研究院、石油学院和设计机关抽调至少 2
 

000 人专

门搞研究工作” [43] ,其中,“总工程师和教授 20 人,
工程师、 教师和技术员 900 人, 大专学生 1

 

372
人” [44]154;石油科学研究院负责组织科学研究,北京

石油学院配合,技术干部、青年干部和老工人相结

合,以弥补大庆地区石油地质技术人才不足的问

题[39]116。 在“快摆硬上” 的号召下,参战工人边行

军、边编队,一到工地,立即接受任务,快速投入“战

斗”。 “至(3 月)15 日止,各单位到达人员达 1
 

000
人,转业部队已到 11

 

000 多人,加上松辽 5
 

000 多

人,现在已集结人马 17
 

000 多人” [45]127-128,保证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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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如期进行。
在设备器材的调动方面,石油部采取了缩短基

建战线、挤调设备、挖掘潜力、七拼八凑等办法,从全

国石油各老厂矿,集中了可能集中的物资,并把

1960 年国家新分配的器材设备,尽量集中到了这

里。[44]154“截至 1960 年 3 月 15 日,运到安达的设

备、器材已有 247 个车皮,平均每天到达 17 个车皮,
上得也很快” [45]127;设备器材和工具情况,“一部分

是完全落实的,有的已运到工地,或是已经有了现货

和已经启运,这占主要部分。 再一部分是有了指望,
但尚无现货,基本上是可靠的。 这两部分加起来,对
3、4 月份把会战搞上去基本有了物质保证” [45]127-128。

组织规模如此巨大的会战离不开中央和地方的

支援。 1960 年 3 月 9 日和 11 日,国家经委连续召

开会议,讨论解决“大力支援东北松辽油田的勘探

开发工作” [46]41 的相关问题,要求“有关单位迅速组

织货源,各地迅速加工,迅速运到现场” [46]42。 黑龙

江省委和东北协作区委员会成立支援石油开发工作

领导小组,专门负责会战的基本建设和物资供应,
“突击修建公路, 架设电线, 建筑房屋, 组织供

应” [41]29,从 1959 年 9 月到 1960 年,“已调拨了木材

10
 

000 多立方米,水泥 1
 

500 百余吨,煤炭 15
 

000 余

吨,轮胎 150 套,电焊机 36 台,柴油发电机 2
 

000 千

瓦等,还赶制活动房屋 1
 

000 幢” [41]29。 在木材、水
泥等供应方面,除了地方支援外,2 月底国家计委、
经委和建委又共同帮助解决了一部分急需的材料和

设备。[47]这样,大庆石油会战初期所需要的主要设

备、器材,已经基本上有了保证。
对于会战过程中的需求,地方也给予了积极回

应、尽全力满足。 比如,在 1960 年初的党组会上提

出请求黑龙江省委解决机修、水电、运输、粮食等问

题后[48] ,黑龙江省委即刻给予了支持。 1960 年 3
月,康世恩在石油部党组会上的汇报也证实了这一

点,“省委领导很重视……3 月份出动两万人,修公

路,架电话线,建筑房屋,安排制造 1
 

000 幢活动房,
调干部支援会战”

 [49]635,钻机也“已运上 30 部,3 月

底可运到井场 48 部,4 月底达到 60 部……专用设

备基本落实”
 [49]635。 会战队伍的集中,全国“一盘

棋”的支援,大量器材、设备的运抵,生活物资的保

障,为大庆石油会战的正式打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尽管有中央、部委和地方的支持以及充足的物

资设备供应,但松辽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

生活条件仍使背井离乡远赴松辽的参战人员内心多

少有些忐忑。 为了更有效地动员职工,提高工人积

极性,松辽局采取了革命年代常用的宣传话语和动

员方式。 1960 年 3 月 25 日—27 日,石油部召开大

庆石油会战第二次筹备会议,提出要“全面完成准

备工作,集中力量拿下萨尔图油田,打响第一炮,迎
接大会战” [33]12。 而完成会战的关键在于充分发动

群众,搞大宣传、大动员,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

运动,“这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千难万难,依靠群众

就不难” [50]129。
会战领导小组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宣传动

员。 一方面要宣传大会战对于建成独立完整工业体

系的作用和石油工业“翻身战”的意义,根据当前实

际情况,向各单位讲明这是一个远景乐观的油田,是
国家的巨大财富,把这个大油田拿下来,就有可能解

决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的石油,这样既能为会

战队 伍 树 立 信 心, 也 能 增 强 参 战 职 工 的 使 命

感。[50]129 另一方面还要讲明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要

求,比如“设备器材的配套问题以及实际勘探中油

层的变化情况” [50]129-131,提醒职工在遇到困难的时

候,不要气馁,真正的干劲是体现在克服困难上;还
对参战职工提出了“高速度”和“高水平”的要求,用
高速度拿下一个高水平的大油田,显示出了政治力

量;20 世纪 60 年代的石油工业建设不仅仅是一个

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的政治问题,
在勘探普查初期保密工作也十分重要,石油部规定,
“不能登报,不能向外宣传;不请外国人参观;可以

向党委汇报详细情况……只在来松辽的职工中宣

传” [51]195,动员时“可以讲一亿吨储量等问题,主要

是动员大家把干劲拿出来” [51]195,也“要向他们讲清

楚困难,叫大家做好充分思想准备” [51]195。 如果只

讲积极乐观的方面,当职工遇到困难时,那便成了

问题。
1960 年 4 月 29 日,会战领导小组召开万人誓

师大会,余秋里指出:“今天大会是来自全国石油工

业战线的各路英雄的会师大会,又是检阅我们力量

的誓师大会……我们集中石油工业战线各个方面的

精兵强将进行大会战,就是为了高速度、高水平拿下

大油田。” [52]康世恩向参战队伍发出会战动员令,并
布置会战任务,“大会战的准备工作已经胜利地完

成了”
 

“拿下大油田,探明几个构造,并且还要搞出

一块油田开发的生产试验区” [53] 。 轰轰烈烈的大庆

石油会战正式打响。
五、结语

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决策,是中共中央从石油

短缺的现实需要出发,根据丰富、翔实的地质资料,
组织勘探队伍数次奔赴一线勘查后,作出的重大决

策。 在国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在生产条件十分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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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地区进行石油资源勘探开发“会战”,这是中国

石油工业由弱转强的标志。 在不到 3 年的时间里,
以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收获了较大的成果,对中

国石油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尽管国家亟需石油进行建设,但决策者并没有

盲目上马油田建设项目,而是在获取充分的地质资

料和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后作出的决策。 大庆石油会

战最突出的成效是大庆油田的建成。 大庆石油会战

取得了突出成绩,3 年多累计生产原油 1
 

000 多万

吨,建成了具有 600 万吨年产规模的油田,为国家生

产了 1
 

155 万吨的原油,上缴 11. 6 亿元的利润和折

旧。[54]不但缓解了石油供求紧张的局面,而且使中

国的石油工业实现了从“贫油”到“自给自足”的飞

跃,为后续的工业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源。
由于油区基本建设的需要,会战队伍进行油田

勘探开发的同时,还兴建了必要的配套设施,打造了

一个亦工亦农的新型石油基地。 大庆石油会战开始

之际正值国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为了保障职工的

基本生活需求,会战领导小组从 1961 年起便组织职

工家属参加农副业生产和各项服务性劳动。 随着油

田建设规模的扩大,矿区建设问题被提上了议程,会
战领导小组根据国家的经济状况,在生活设施上,在
“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方针

下,初步建成了 3 个居民镇和 40 多个居民点,新型

石油矿区初具规模。[1]263 这不仅保证了油田后续开

发建设的需要,也为一个新城市———大庆的诞生奠

定了基础,这也是会战的成果之一,体现了油田开发

建设中的社会价值。
大庆石油会战总结形成了一套符合新中国实际

并陆续应用于后续油田开发建设中的组织运行模

式。 就石油工业全局来说大庆石油会战是一个大型

歼灭战。 几年来,石油部把大量投资、设备器材集中

使用在大庆,并从各石油厂矿抽调精兵强将,到大庆

这个主战场上进行会战。 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对
后续油田的开发建设和整个石油工业局势的改变,
起了决定性作用。 中共革命战争年代关于集中优势

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同样适用于工业生产建设上。
当然,在这次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过程中也有

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例如
 

“大会战”的军事化

组织动员模式,虽然在石油资源开发建设中短时间

内能够换来高产出,但并不能适用于油田稳步发展

中的常规生产生活。 在国家的组织动员下,大庆地

区汇集了全国 37 个石油厂、矿、院、校近 4 万人队

伍,其中调用的劳动力大部分来自玉门、克拉玛依以

及川中等老油田,仅有少量民工来自当地,在会战过

程中,面对艰苦的生活环境,职工不仅要做到“自力

更生”“自己动手”,而且还背井离乡且不让家属子

女随同;对于职工更多要求的是讲贡献、讲思想、讲
觉悟,却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职工的个人需求问题。
但是,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大庆油田的开发建

设对于中国的资源开发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

意义。

注释:

①
 

对于大庆油田的研究除整体概述和部分亲历者的回忆口

述外,主要集中在经验的总结、社会动员以及精神意义的

探讨等方面,研究成果有:陈朝的《解读〈论十大关系〉工
业化思想及其发展———以大庆石油会战为例》,发表于

《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 年第 4 期;宋少鹏的《“老会战”
和大庆油田:萨尔图的故事》,发表于《开放时代》2012 年

第 3 期;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曹蓓蓓于 2008 年撰

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工业学大庆运动研究》;东北石油大

学中共党史专业高晶于 2012 年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大
庆石油会战时期的社会动员研究》。

②
 

据余秋里回忆:“60 年代初期,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

难,国家急需大量原油。 我国石油工业在 1958 年、1959
年虽然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仍然远远满足不了国家的需

要。 1959 年,全国石油产品总销售量为 505 万吨,国内资

产仅 205 万吨,自给率只有 40. 6%。 国家不得不耗用大

量外汇进口原油和成品油。 当年国家用于进口原油和成

品油的外汇为 1. 83 亿美元,占全国进口用汇总额的

6. 7%。 即使如此,石油产品的供应仍十分紧张。 1960
年,按照国家计划安排,全国原油需要量超过 1

 

000 万吨,
而国内只能生产 500 万吨,缺口 500 多万吨。 在当时的

国际形势下,进口原油已非常困难。 即使有的国家卖给

我们原油,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外汇。”参见由余秋里著、
人民出版社 2011 年出版的《余秋里回忆录(下)》第 486-
487 页。

③
 

1958 年 3 月,川中南充构造的 3 号探井、川中南充构造的

4 号探井、龙女寺构造的 2 号探井、蓬莱镇构造的 1 号探

井,先后在钻入侏罗纪的凉高山层和大安寨层时,都喷出

了大量原油,当时以为可找到了大油区和高产油田,在油

田还没有搞清楚之前,就急急忙忙地作大发展的打算,组
织了川中会战,沿长江筹建新炼油厂,还在南充建设了一

个 25 万吨原油的常压初加工工厂及附属设施,花了国家

投资 950 万元。 而结果是每年只有两三万吨原油可炼,
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形成积压。

④
 

松辽油田的判断依据:“这里构造很多,成群成带,已经发

现 40 多个构造”“构造面积也很大,而且葡萄花、高台子

构造上也见到了油” “油层也很多” “含油的层位比较稳

定”。 参见 《余秋里康世恩大庆石油会战时期讲话选

编》,中共大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年出版,第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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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Daqing
 

Oilfield
 

has
 

enabled
 

China̍s
 

oil
 

industry
 

to
 

leap
 

from
 

" lean
 

oil"
 

to
 

" self-suffi-
ciency" .

 

In
 

the
 

1950s,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supply
 

of
 

raw
 

materials
 

for
 

industry
 

and
 

defense
 

caused
 

by
 

the
 

shortage
 

of
 

petrole-
um

 

resources
 

prompte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consider
 

speeding
 

up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
tion

 

of
 

petroleum
 

resources.
 

After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ing
 

various
 

factors,
 

on
 

February
 

13,
 

1960,
 

the
 

Ministry
 

of
 

Petroleum
 

sub-
mitted

 

the
 

" Report
 

on
 

the
 

Petroleum
 

Exploration
 

Situation
 

and
 

Future
 

Work
 

Deployment
 

Issues
 

in
 

the
 

Songliao
 

Area
 

of
 

Northeast
 

Chi-
na" ,

 

which
 

was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mmediately.
 

After
 

more
 

than
 

three
 

months
 

of
 

preparations,
 

the
 

Daqing
 

Petroleum
 

Campaign
 

kicked
 

off.
 

The
 

victory
 

of
 

the
 

Campaign
 

was
 

fueled
 

by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and
 

adequate
 

preparation.
 

The
 

Campaign,
 

which
 

lasted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Daqing
 

Oilfield
 

has
 

en-
sured

 

a
 

steady
 

stream
 

of
 

resources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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