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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说明

一、《湖北省商业简志》是按编纂《湖北省

地方志》的要求组织编修的。内容包括省商业厅

及直属和原直属各单位建国以来的主要业务发展

变化情况和有关历史资料，是一套比较系统的商

业史料。 ．．一一．

二、根据详今略古的精神和资料搜集的情况，

重点编写建国后的部分，对建国前必作了适当地

回顾与追溯。 一‘

三、由于商业厅及直属和原直属各单位的情

况各不相同，有专业公司、工厂、学校等。 因

此，在编修体例和内容上都不宜统一规范。于是

采取了统一序列，分单位编修的办法。

四、全书共分十二册。第一册，综合卷；第

二册，百货商业卷；第三册，纺织品商业卷； 第

四册，五金商业卷；第五册，副食品商业卷；第

六册，食品商业卷； 第七册，石油商业卷；第八

册，武汉石油站卷；第九册；商业储运卷；第十

册，汉口蛋厂卷；第十一册，湖北商业学校卷；
第十二册，饮食业、服务业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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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印 说 明

《湖北省石油商业志》记述了我省石油公司自一九五三至一

九八四年的发展过程，归纳了机构建设，经营管理，石油节约、

职工教育及大事记等有关资料，也简要追溯了建国以前的石油贸

易概况。编写本书，旨在记载过去以借鉴历史，留给后世以开拓

未来。

编写步骤：其一，围绕我省石油商业发展这条主线，拟订提

纲，广采资料。其二，从茹综合性静、。系统性靠的需要出发，

筛选资料，分类整理。其三，依据资料内容排列篇目，分篇编

纂，秉笔直书。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完成第一稿，一九八五年十一

月完成第二稿。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各地、市、县公司、二级站的大力支

持，省公司各科、室积极提供了不少可贵的历史资料。还承蒙武

汉石油站鼎力襄助，提供了部分资料，特此致谢。

由于我们缺乏编辑工作的经验，漏误难免，敬请阅后指正。．

一九八六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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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石油是宝贵的优质能源，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生产资料。

随着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石油的用途极为广阔。它不

仅为现代化工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机械装备提供燃料和润滑

剂，还为现代有机化学工业提供大量的原料。由于石油的作用很

重要，所以，一般称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机械的粮食”，

·国民经济的命脉"。
’

我国是世界上发现和使用石油最早的国家之一j东汉时期，

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已记载了石油的发现和使用。晋朝张华

的((博物志)>、宋朝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更有进一步的记载。

～八七八年，清朝洋务派官员在台湾设立矿油局。一九。七年，

在陕北延长设立石油官厂。由于当时的社会制度腐败，经济技术

贫乏，石油工业一直未能发展起来。新中国诞生的时候，全国仪

有西北地区的玉门，新疆的独山子和陕西的延长等五个油气田，

年产原油(包括人造油)仅十二万吨。建国以后，党和国家对石

油的开发极为重视，石油工业发展很快，到一九六三年就实现了石

油产品基本自给。一九八四年，我国原油产量已达一亿一千四百

五十三万吨．由石洒进口国一跃而为出口国。这是一个划时代的

变化。

我省石油工业是从七十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一九七。年原

抽产量为13．35万吨，至一九八四年增加到101．44万吨。荆门炼

油厂和武汉石油化工厂先后建成投产，我省石油炼制工业也有了

较快的发展。一九八四年原油加工量为436．71万吨。

建国以前的我省石油市场，完全为外国商行所垄断。抗日战

l 乞



争胜利后，虽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成立了中国石油有限公司汉

口营业所，但整个市场仍为·外商，所控制。当时投入市场的主．

要是煤油．而汽油、柴油、润滑油销量甚徽，也只限于大、中城、

市。建国后，人民政府没收了资源委员会汉口营业所及其所属的

丹水池汉口储油所、宜昌办事处，接着征用了。三外商一在华的

石油资源和设备．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由中原临时人民政府黟】

令正式成立华中石油公司，次年十月，改名为中国石油公司中甫

区公司，在我省下设汉口营业部及宜昌支公司。

湖北省石油公司是一九五三年五月正式成立的。成立后，经

营网点，人员、设备等发展很快，经营量及经营成果增加很多。

一九五三年，仅有机构16个，职32370人，到一九八四年，增加致

89个，职T-8948人’经营品种由一九五三年的22个增加到一九八

四年的496个(包括特油品种)，销售量由一九五三年的40893吨，

增加到一九八四年的1338506吨，向国家提供的利润由一九五三

年的104．5万元，增加到一九八四年的10761万元(含市、县公司

数)。基本建设也发展迅速，到一九八四年全省共建成油库123

个，固怒资产达13941万元，各种油罐由一九五三年的6002立方米

增加到一九八四年的613813立方米。 ，

三十多年来，随着石油工业的迅速发展，全省成品油的市场

供应，除‘‘六五一期间增加幅度较小外，其余各个时期增加幅度都

很大。从全过程看，总的是石油供应赶不上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

需要。我省石油商品供求状况，大体归纳是：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

四年上半年的一段时间，为了开辟煤油市场，缩小用油空白区，

对煤油采取。放手推销，敞开供应骨的方针’实行石油产品统一

分配初期的两、三年(即一九五四年下半年至一九五六年)及实

现石油产品基本自给后的两、三年(即一九六四年下半年至一九

六六年)，加上--YL六九、一九七九年，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七、八十年代初期(即一九七o、一九七一，一九七三、一九八

0年)，货源比较充裕，市场供应缓和I其余约占三分之二的年

2



份，供需差距较大，市场供应紧张。按照上述不同时期的供求状

况，成品油市场供应，大体上经历了大力推销，控制供应，统配

定量、平价包干和高价调剂几个大的阶段。各阶段的商品经营是

_计划分配、统一调拨，以进定销圩的流通形式。商品经营的原

则，大致可以表述为。根据资源，按照农、轻、重次序，突出重
‘

点，统筹兼顾，严格计划管理，合理分配，定量供应，推动社会

节约，充分发挥石油资源的作用．

在各级党，政及省商业厅，中国石油公司的领导下，全省石

油系统广大职工认真执行党和国家关于石油能源鼻开发与节约带

并重的方针和不同时期的石油分配，供应政策，以及商业部颁发

的油库管理制度000条>，坚持不断改革，疏通流通渠道，加强计划

管理、安全管理，财务核算管理，不断完善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

的各项规章制度，努力提高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基本上保证了

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用油的需要，对。促进商品生产，发展商

品流通．繁荣城乡经济，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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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第二章建国前的石油

贸易概况

第一节鸦片战争后出现的石油贸易

石油，作为能源、燃料商品投入我国市场，大约是在满清末

期、外国列强侵入中国而随之出现的。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围石油商相继来华开辟市

场，倾销煤油。据《中国经济年鉴》实业国策中称。 “最初，只

供洋人点用，入口量较小，如；同治五年(公元一八六六年)入

口量只有二万九千八百四十多加仑。自华人行用后，光绪兰年

(一八七七年)入口量增至四兆加仑之多。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一九。六年)再增至一百五十七兆加仑。骨随后外国石油商在我

国上海，宁波，温州以及长江沿岸开辟数处!埠口，销量日益增

多。

外油正式进入汉口市场，约在光绪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一

年)。据<(光绪二十七年汉口华洋贸易市场情况简略》中称t

_瑞记行代聂尔行运来苏门答腊散舱煤油370万加仑，卸入德租

界下五里丹水池之煤油池内，并在该地装箱发售本口及外地各

口．味叱行(德商)亦代洛亚行仿瑞记章程建池储油，其地即在

瑞记近邻⋯⋯。骨还有“美孚行小轮一艘，每次由宁波至上海载

煤油来汉而运杂货直赴宁波。”进入汉口之油，除各自销售外，

还委诸其它洋行经销。



第二节 清末至中华民国末期的石油经营机构

一，。三外商靠

这一时期在我国的石油经营机构，主要为美孚、德士古、亚

细亚三外商所垄断．其总公司设上海，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重

要商埠。武汉是交通枢纽，设有分公司，供应河南，江西、溺

南，湖北四省大部地区用油。美商美孚石油公司于一九。三年、

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于一九一三年、美商德±古石油公司于一九

二二年(一说于一九二九年)相继在汉口设立的分公司，均是科

用华人推销以煤油为重点的石油商品，仅汉口、武昌、汉阳三镜

为外商经营石油的华人行、号计四十余家。除了几家专营行，号

外，也有兼营面粉，香烟，火柴，肥皂，蜡烛等的．

。三外商修的汉口分公司在各地所设机构网点如下，

(1)美孚汉口分公司。在沙市，宜昌，重庆，长沙，常德，

滩市，老河口设七个小型分公司I在汉口市区内设增大，美大，

裕康经销店和正大分销店。中，小城镇所设经销店，其中较大螅

有t武穴，沙洋，新堤、樊城、必：州，许昌，漯河、常德、岳

群j、湘潭，衡阳等地。其它一般经销店，沿长江流域的有，鼬

风、鄂城，黄石港、圻春，沿襄河流域的有：仙桃镇、岳口、天

门，郧阳，沿府河流域的有：长江埠，随县、安陆，沿京汉铁路

线的有：黄陂，孝感、广水，信阳，驻马店、新郑等地．。

(2)德士古汉口分公司：除在九江，南昌，长沙，衡阳，沙

甫．宜昌，漯河、老河口，万县。重庆设储油栈房外，‘其供应范

圈分四大区： ；
．

。

·
。

汉口区(包括湖北，河南)的代销处有；汉口．武昌．汉阳，

圃风，鄂城，黄陂、孝感、信阳、驻马店，．许昌，漂河，监科，

新堤、沙市，宜昌、蔡甸，汉J|l，钟祥，天门、樊城、老河口、t

安筠，浠水、扶沟，周家日，南刚，朱家河、圻春．崇阳。藕池

．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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