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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燕山石化志》主要记载了燕山石化1991～2000年的发展历程。

20世纪90年代，燕山石化公司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随着中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在一段时间内，石化产品出现了社会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

相对过剩的局面。燕山石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以技术含量低的“大路货”

为主的产品结构，已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国有企业在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产权不清、权责不明、政企不分、社会

负担重、历史包袱沉、经营机制死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显现，成为

燕山石化进入市场的严重障碍。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燕山石化这个有着辉煌的

历史，为国家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企业，一度曾陷入困境。在1994年国家公布的

全国最大的500家企业中，燕山石化的销售收入和实现利税分别由1986年的第3

位下降到第21位和46位。到90年代末期燕山石化公司这个过去的盈利大户已

走到亏损的边缘。

面对严峻的竞争态势，燕山石化公司的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既没有畏缩不

前，也没有怨天尤人。他们科学地分析了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实事求

是地制定了自己的应对措施，并在实践中认真贯彻实施。通过10年的努力，燕

化改革的深度和发展的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10年来，燕山石化公司以提高企业竞争能力为中心扎扎实实抓了以下工作：

依靠科技进步增强企业实力。10年间，燕山石化公司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162．36亿元，占燕山石化建厂以来全部投资的73．25％。率先在国内大型石化企

业中进行了两轮乙烯改扩建，并进行了炼油系统改扩建，使主要生产装置技术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主要生产装置的生产能力达到国际上的经济规模，产品结

构更加适应市场的需求。燕化第一轮改扩建工程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

基的高度赞扬，他说：燕化公司的乙烯改扩建工程在建设思想、建设模式和建

设方法上都有创造性的发展，值得在全国推广。经过改造，燕山石化原油加工
T



能力达到850万吨／年，乙烯生产能力达到7l万吨／年。炼油系统轻油收率大幅

度提高，汽油、柴油等产品全部更新换代，可以满足首都对高级油料的需求。

化工系统不仅增加了产量，降低了消耗，而且提高了质量，增加了品种牌号。

科研工作取得突破，拥有一批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的自有技术，银催化剂产品

基本占领了国内市场，SSBR技术和MTBE技术多次进行了转让。有333项科研

成果通过部市级以上鉴定，172项技术在国内外获得专利权，科研成果转化率达

到60％。

依靠深化改革增强企业活力。1996年燕化高新股份公司在深圳上市，1997

年，燕化石化股份公司(即燕化化工系统)在境外上市。2000年燕山分公司(即燕

化炼油系统)随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在境外上市，实现了石化主营业务全部上市；

对非主营业务进行了专业化管理，使燕山石化“大而全”与各厂“小而全”并举的

状况得到解决，为实施改制分流创造了条件。燕山石化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的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依靠科学管理增加企业效益。为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巩固和发展技

术改造和深化改革的成果，燕山石化对过去一系列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

方法和组织结构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全面推行成本推进战略，制定了“不求最

大，但求更好，油化一体化，效益最大化”的发展战略，“实施名牌战略，提升

核心竞争能力”的经营战略，“只有客户的成功，才有燕化的发展”的经营理念，

并确定了“把燕化建成核心业务突出，产品特色显著，组织结构合理，并形成

特色文化的现代企业”的战略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措施，为实现燕山石

化健康持续发展明确了方向。

依靠文化建设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燕山石化党政工领导班子坚持以人

为本，把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和职工队伍建设作为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在创新中不断加强。“团结、求实、严细、创

新”的燕化精神不断丰富，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脚踏实地、革命加拼命

的艰苦创业精神，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为国争光、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的

主人翁精神，认真负责、自觉从严、实事求是、勇攀高峰的开拓创新精神，

胸怀全局、团结一心、互相支援、共同奋斗的团结协作精神，不计报酬、不
丌



讲名利、克己奉公的无私奉献精神”为主要内容的燕化传统得以大力弘扬，为

燕山石化公司重振雄风打下了基础。经过全体职工的努力，燕山石化不仅走

出了困境，而且为21世纪参与更激烈的国际竞争作好了精神准备和物质

准备。

《燕山石化志》以翔实的史料和数据记述了燕化10年的发展，颂扬了燕山石

化职工创造的辉煌业绩，将成为我们日常工作离不开的资料库，成为一部“资

治、教化、存史”的资料书，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愈加显示出利在当代，荫及后

世的重要作用。

Ⅲ



编辑说明

一、本志为《燕山石化志}(1965～1990年)的续志。

二、本志下限至2000年12月31日。为了反映2001年后燕山石化发生的重大变化，增

强实用性，对总述、体制与机构、附录、职工队伍等篇章内容的下限进行适当下延。

三、本志采取续修与重修相结合的方式，力求实事求是地记述燕山石化改革发展的

情况。

四、本志体裁包含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体。结构一般设篇、章、

节、目、子目五个层次。

五、行文采用规范语体文，力求朴实、简洁。

六、在篇目结构上，以《燕山石化志}(1965—1990年)为基础，但在一些篇章节目的处理

上，从方便使用的角度出发，并依据燕山石化改革和发展的现状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全志除

总述、附录外，设体制与机构、基建与技改、生产、经营、科技开发、多种经营、综合管

理、职工队伍、职工生活、党群、人物等专志。

七、附录主要收录了燕山石化建设发展的有关重要文件和领导视察的有关情况及讲话。

八、所涉及地名、机构名称，以记事年代称谓为准。在篇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再次

出现时用简称。

九、本志采用计量单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3100一93》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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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市为满足市

民穿和用问题，考虑发展化纤工业，并确

定发展石油化工工业解决化纤原料的来源。

1963年11月15日，北京市委在《关于当前

工业问题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发展石油化工

工业。1964年，北京市决定筹建石油化工

厂，由副市长兼计委主任王纯和主管工业

的副市长贾庭三负责牵头组织。市工业生

产委员会副主任韩伯平、北京市化工局局

长赵庆合等人具体筹备。在石油工业部(简

称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的协助下，北京市

请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化工学院的专家，

编制出北京建立化工试验基地的报告，正

式上报国务院。

1965年，石油勘探部门在北京市大兴

县凤河营地区钻探出了几口低产油井。1965

年、1966年石油部和北京市等有关部门组

织人员开始在北京周围山区房山县、密云县

和大兴县凤河营等地区勘察选址，进行筹建

炼油厂的前期准备工作。

1966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

北京市建设北京炼油厂，规模为100万吨／

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文件上

签字。1966年5月，石油部与北京市组成

北京炼油厂联合工作组赴大庆炼油厂进行考

察，成员由石油部和北京市有关部门人员组

成。主要有石油部北京石油科学院、北京石

油设计院、电力部电器科学研究院、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和兰州炼油厂等单位人员。之

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兴起，加之当时战备

形势的需要，炼厂筹建工作由北京市改为石

油部负责，建设目标由解决化纤生产的原

料，改为以燃料生产为主。

1967年2月，国家计委在给石油部《关

于建设北京炼油厂问题的复函》中，将原油

加工能力提高到250万吨／年。

根据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和“备

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以“靠山、

分散、隐蔽”，“进山、入洞”，“少占或不

占耕地”的原则选择厂址。经中央军事委员

会总参谋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建设

委员会、石油工业部、北京市政府审查，

决定将厂址选择在房山县周口店镇坟山村

的一个狭长的山坳里，背靠大山，面向丘

陵。炼油厂厂址的确定，决定了整个燕山

石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在综合利用规划中，

依托炼油厂、环绕西虎岭布点建厂，在扩

建规划中，向东南方较平展地区扩展，形

成依山就势建设企业的独特布局。

1967年3月14日，石油部成立东方红

炼油厂(简称炼油厂)筹建处。是月，筹建处

在坟山村东面的山沟中搭建了第一栋木板房

开始办公。4月28日，北京第六建筑公司

的首批人员抵达施工现场，先后修建了100

多栋简易篱笆房。5月3日，由石油部机

关、北京石油设计院和兰州炼油厂等单位人

员组成的筹建队伍开始土地征用工作，并开

展了大规模基础工程建设，参加施工建设的

有来自兰州、抚顺、山东及北京市等地的工

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大专院校的师生

1．4万余人。一期工程共完成土石方近200

万立方米，其中石方50万立方米。1968年

9月20日12时，为了建设运输成品油的装

油站台，实施了108吨炸药定向爆破，创造

了当时的北京之最。

1968年6月以后，来自兰州炼油厂安

装公司、山东胜利炼油厂红旗总队、石油

部抚顺炼油厂建设工程公司等各路建安队

伍相继进入工地，8月开始装置开槽打基

础和设备制造、安装。1969年3月27日，

炼油厂竖立起第一座炼塔——重达160多

吨的常压塔。9月，常减压蒸馏、催化裂

化、减粘3套生产装置和贮运系统、公用

工程相继投产成功并生产出合格产品，结

束了北京不规模生产石油产品的历史。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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