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四川石油管理局

1950 年7 月1 日，中央燃料工业

部石油管理总局在重庆设办事处，处

下属单位有2 个矿场、5 个转运站、1

个学校，办事处行政上受西南军政委

员会工业部指导。

1952 年11 月1 日，撤销石油管理

总局重庆办事处，成立西南军政委员

会工业部西南石油探勘处。处机关开

始由重庆迁成都，下属单位有4 个矿

场 (探区)、5 个地勘队、1 个机修厂、

4 个器材站组、1 个专科学校。业务上

由石油管理总局领导。从1953 年起，

担负四川盆地的油气勘探工作。1954

年，撤销西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西南

石油探勘处，成立燃料工业部石油管

理总局钻探局西南石油钻探处和燃料

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地质局西南石油

地质处。

1955 年5 月，石油管理总局决定

将钻探处和地质处合并，成立燃料工

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四川石油探勘局。

二级单位有1 个气矿、2 个区队、3 个

钻探、钻井队、1 个地调处、4 个地勘

钻井队、1 个修配厂、1 个炼厂和3 个

器材站 (库)。

1955 年11 月，改名为石油工业部

四川石油勘探局。二级单位有9 个探

区、钻探队和地调处、放射性测井队、

土建安装队、修配厂、综合训练班、中

心试验室及成都、重庆、汉口供应库、

站 (组)。1957 年，增设川中钻探筹建

处和重晶石粉厂，撤销江油钻探队、放

射性测井队、汉口供应组。

1958 年6 月，改名为石油工业部

四川石油管理局。下属单位有川中矿

务局、川南矿务局、地调处、贵阳勘探



处、两湖勘探大队、运输大队、成都勘

探设备修理厂、竹管厂、试验研究所、

天然气研究站、重庆石油学校、重庆办

事处。

1958 年10 月29 日，石油部在四

川组织川中石油会战，对内成立川中

石油会战总指挥部。总指挥部机关设

置办公室、后勤部、生产部、政治部，

下设蓬莱、龙女、南充、营山、合川5

个指挥部。会战总指挥部及各地指挥

部均为内部临时性组织机构，一切对

外活动和来往关系，仍用四川石油管

理局与川中矿务局的名义，两块牌子

一套人马进行工作。1959 年上半年，

石油部参战的队伍陆续撤离。

1960 年8 月，四川石油管理局在

总结川中会战基础上，开展以桂花为

中心的隆盛、桂花、大石地区的会战，

集中管理局及川中、川南矿务局的行

政管理、政工、工程技术干部，以蓬莱

第一钻探大队为基础，抽调川南矿务

局各气矿和川中矿务局的南充、龙女、

合川等大队以及研究所、地调处、机修

厂，北京石油科研院、四川石油学院等

23 个单位7000 余人参加会战。1961

年4 月，会战任务基本完成，指挥部撤

销。

1963 年，四川石油管理局精简机

构和职工，撤销了川中、川南矿务局，

调整了一些二级单位。1964 年有2 个

油矿、3 个气矿、3 个厂等27 个二级单

位。

1965 年5 月，石油部决定在四川

组织开气找油会战；6 月5 日，成立石

油工业部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指挥

部管理机构中心由成都搬到威远新场

自建的红村。

1967 年1 月，会战总指挥部被夺

权，各个指挥部系统和各级机构瘫痪；

3 月27 日实行军管，成立中国人民解

放军四川石油管理局军事管制委员

会，10 月27 日，四川石油管理局生产

委员会成立，在军管会领导下负责生

产工作。1968 年10 月28 日，四川石油

管理局革命委员会成立。1970 年11

月，改名为四川省石油管理局革委会，

划归四川省领导，局机关自红村陆续

迁返成都府青路原址。1968～1972

年，局二级单位有11 个指挥部、4 个

处、8 个厂、3 个所、3 个医院、2 个学

校及钻前团、设计院、车队共37 个单

位。

1973 年6 月，四川省石油管理局

军管会撤销。1978 年7 月，改为四川省

石油管理局。1979 年7 月19 日，改为

石油工业部四川石油管理局。

1987 年2 月，石油工业部四川石

油管理局更名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

司四川石油管理局。1990 年，局机关

设置35 个处室和17 个直属 (附属) 单

位，二级单位设置44 个(含省外6 个单

位)。



第二节 西南石油地质局

1949 年12 月，中共中央西南局第

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

平在重庆接见黄汲清教授，询问有关

资源情况并委托他筹建地质调查机

构。1950 年初，地质部西南地质调查

所在重庆设立。1952 年7 月，调查所撤

销，成立西南地质局。

1955 年3 月，西南地质局四川石

油普查大队 (519 队) 在成都组建，

1956 年3 月，519 队由成都东门街迁

到重庆江北区松树桥。1957 年，519 队

改属地质部石油地质局领导，更名为

地质部石油地质局四川石油普查大

队。1958 年1 月，石油地质局撤销，该

队更名为地质部四川省地质局石油普

查大队，实行双重领导；8 月，队部迁

至重庆市小龙坎；10 月又迁至重庆市

马家堡。1960 年4 月，队名更改为地质

部第四普查勘探大队。1962 年，地质

部决定将川、黔、桂、滇四省 (区) 石

油大队合并组成新的第四普查勘探大

队，并暂时撤销原在四川工作的“四

普”，仅保留一支科研队伍，改称四川

队，属新成立的四普领导。大队部驻贵

阳市，四川队驻重庆市马家堡。

1964 年10 月，地质部为配合“三

线”建设，将在东北进行石油勘查工作

的第二普查勘探大队调入四川， 原属

四普领导的四川队并入二普。队部设

在马家堡，下属7 个钻井队。1965～

1967 年，第一、三、五、六普查勘探

大队的部分钻井队及数十名地质、钻

井技术人员调入二普。使其下属钻井

队达12 个；与此同时，为适应石油天

然气普查勘探工作的需要，设立5 个

地区地质队、1 个综合队，组建实验

室、测井队、固井队、试油队、汽车队、

修配厂、管子站等基层生产单位，一度

在川西、川东北、川中设立二级管理机

构，形成一支综合性油气勘探队伍。

1965 年6 月，地质部将第二物探

大队调入四川。队部设德阳县罗江镇，

下设4 个地震分队、3 个重力磁电分

队，共有职工990 人。1965～1975 年，

地质部先后从第一、三、四、六物探大

队抽调物探力量加强第二物探大队的

工作。1970 年以后仍有9 个地震分队

在四川盆地工作。

1971 年初，二普、二物改属四川

省地质局领导。

1976 年4 月，国家地质总局四川

石油普查指挥部(简称川油指)在成都

成立；1979 年10 月，更名为地质部第

一石油普查勘探指挥部 (简称一油



指)。按专业管理的需要，除保留二普

(驻重庆)、二物 (驻德阳) 建制外，新

组建了第十一普查勘探大队 (驻绵

阳)、井下作业大队 (驻资阳)、地质综

合研究大队 (驻成都) 及修配厂 (驻重

庆)、车队 (驻资阳)、管子站 (驻资

阳)、仓库(驻资阳) 等下属单位。1980

年，地质部将原属贵州地质局领导的

第八普查勘探大队(驻贵州惠水)成建

制划归一油指。

1983 年3 月，地质矿产部将一油

指更名为地质矿产部西南石油地质

局，并将其作为一级地区性的石油普

查勘探管理机构；1990 年，西南石油

地质局下属二级单位10 个 (二普、八

普、十一普、二物、零五项目工程处、

井下作业大队、地质综合研究大队、技

工学校、华川石油天然气开发公司、地

质勘察工程总公司)；直属单位5 个

(机修厂、管子总站、资阳仓库、成都

采购供应站、汽车队)。



第一节 四川石油管理局

一、规模

1953 年，四川开展油气地面地质

勘探之后，职工队伍有较大增长。1955

年，职工总数达到5523 人。川中地区

出油后， 职工队伍迅速增长。1956～

1959 年，净增职工25867 人。1959 年，

职 工总数达31390 人， 其中干部5489

人。

1961～1963 年， 精简下放职工，

1963 年末职工队伍减到21985 人， 比

1959 年减少30 % ，其中干部减少2267

人。 但同期从统分大中专毕业生和军

队转业等渠道增加干部1793 人，使干

部总数保持在6500 人左右。

1965～1966 年，四川开气找油会

战，职工队伍又有较大的增长，1965～

1966 年净增职工18072 人，1966 年末

职 工总 数40236 人， 其 中 干 部10112

人。60 年代末期，四川油气勘探基本

处于停顿状态， 职工和干部人数没有

大的变化。

70 年代初期，生产逐渐恢复，接

收2000 余名大中专毕业生。1973 年，

省外油田入川会战人员陆续撤离， 干

部总数减少到7275 人。

70 年代末，川东发现石炭系新气

藏， 职工队伍逐年增长。1977～1979

年，净增职工18767 人。1979 年，职工

总数达84766 人， 其中干部14601 人，

与1969 年相比，职工增加408．39 人，干

部增加5601 人。80 年代，职工年均增

长1700 人。 1990 年， 全局 职 工总 数

103817 人， 其中干部25199 人。



二、结构

(一) 勘探开发

1950～1969 年，四川盆地主要处

于石油勘探阶段。在这20 年中，设立

的勘探单位有地调处、隆昌气矿、泸州

气矿、石油沟气矿、川中矿区等，地质

勘探年均职工人数占全局年均职工总

数三分之二以上。

80 年代，开始试行专业化管理，

川东钻探和川东天然气开发、井下作

业与测井分设。1990 年末，地调处主

要从事地质勘探，川东开发公司从事

开发，川南矿区、川西南矿区、川中矿

区、川西北矿区既从事勘探、又从事开

发，川东钻探公司既钻探井、又钻开发

井，井下作业处和测井公司根据勘探

开发需要而进行工作。这9 个勘探开

发单位共有职工67081 人，占全局职

工总数的64．6 % 。

(二) 机修 (机制)、炼化

1990 年成都总机械厂、南充机械

厂、南充炼油厂、威远机械厂、资中机

械厂、重庆仪器厂、威远天然气化工

厂、资阳钢管厂、川东天然气净化总

厂，共有职工14116 人，占全局职工总

数的13．6 % 。

(三) 供应、运输和基本建设

1990 年，全局物资供应队伍共有

职 工2406 人， 占 全 局 职 工 总 数 的

2．3 % 。全局3 个汽车运输分公司和1

个输气管理处，共有职工4920 人，占

全局职工总数4．7 % 。基本建设职工总

数7925 人，占全局职工总数的7．6 % 。

(四) 科研、 教育和卫生

1990 年，局属地质勘探开发研究

院、天然气研究所、钻采工艺研究所、

天然气工程技术经济研究所和设计院

5 个科研设计单位共有 职工3260 人，

占全局职工总数的3．1 % 。全局教育工

作 干部3046 人， 卫生 工 作 干部2217

人。

(五) 局机关

1990 年，四川石油管理局机关职

工1562 入，占全局职工总数的1．5 % 。

(六) 野外施工队伍

1．地质、 地震等勘探队

1958 年， 全局共有地质队27 个，

职工431 人。1967 年职工人数保持在

300～400 人之间。1973 年，地质队撤

销。

1958 年，全局共有地震队5 个，职

工1283 人。1990 年末有地震队21 个。

1952 年 组 建 地 形 测 量 队。 1958

年，全局测量队达28 个，职工169 人。

1990 年， 仅保留4 个测量队、100 余

人。

2．钻井队

1954 年组建8 个钻井队。1958 年

川中石油会战，组织115 个钻井队，队

伍人数陡增至8296 人，占野外队职工

总数的66．5 % 。1963 年，钻井队减少

到44 个，职工只有2954 人，占野外队



职工总数45．7 % 。1966 年，钻井 队恢

复到101 个，职工7123 人，占野外 队总

数的39．5 % 。1967～1977 年，钻井 队

维 持 在66 ～ 89 个， 人 数6000 ～ 8000

人。 从197 8 年起， 钻 井 队恢复 到106

个， 职 工9631 人， 占 野 外 职 工 数 的

39 % 。 80 年代， 全局钻井队112～115

个，职工稳定在万人左右。1990 年，全

局钻井 队114 个，职工10586 人，占野

外队伍人数的34．4 % 。

3． 采油、 采气、 试油、 修井 队

1958 年， 组建2 个采油 队和1 个

采气 队，有职工150 人。1959 年，采油

队8 个， 职工数11 70 人。1960 年， 全

局有8 个采油 队、8 个采气 队，职工共

1781 人， 占野外 队职工 数 的16．6 % 。

1990 年，全局共有采油队7 个、采气 队

26 个，职工6401 人，占野外队职工总

数的20．8 % 。

1958 年全局有19 个试油 队，职工

共1223 人，占野外职工人数的9．8 % 。

1960 年，试油 队增至33 个，职工1489

人，占野外队职工总数的13．9 % 。1965

年，试油 队减少到7 个，职工283 人，占

野外 队职工总数的2．3 % ；1966～1979

年， 有 试 油 队8 ～ 24 个、 职 工400 ～

1600 人。1980～ 1990 年，试油 队保持

17 个， 职工数稳定在900～1000 人之

间。

1958 年，全局有3 个修井 队，职工

116 人。1964、1966、1977 年，仅有1

个 修 井 队， 职 工40 ～ 80 人。 1986 ～

1990 年， 修井 队从5 个 发 展到10 个，

有职工2639 人。

4．井下作业 队和测井 队

1962 年，组建2 个井下压裂 队和2

个固井队，共有职工140 人。1976 年，

井下作 业队达17 个， 有职工1171 人。

此后， 队伍 人数 保 持在1100 人左 右。

1990 年全 局共有14 个井下作业 队，职

工1259 人。

1958 年， 全 局10 个 电 测 队和12

个气测 队，有职工220 人。1967 年，有

28 个电测 队和37 个气测 队， 职工536

人。1977～1980 年，电测 队和气测 队

人数在700～1000 人之间；1990 年，全

局 电测 队和 气 测 队共38 个， 有 职 工

2022 人。

1962 年，组建7 个射孔队，有职工

53 人。 1965 年增 加1 个 队， 共 有157

人。1971 年，调整为4 个 队 ，人数减少

为57 人。从1976 年起，每年保持1 个

射孔 队、 10 人左右。

5．油 建施工 队和输气 队

1958 年， 全局 组建2 个油 建施工

队，有职工1077 人。1959 年，基建职

工达2596 人。1990 年，油 建公司组建

32 个 队，施工人数2867 人。1962 年，

组建1 个输气 队，有职工84 人。1975～

1977 年，有7 个输气 队，职工820～ 900

人。1990 年输气 队发展为11 个，有职

工1724 人。

6． 其他野外 队伍

1958 年， 全局组建7 个搬家安装



队，形成对钻机拆搬安装专业队伍，有

职工371 人。1959 年，增加到10 个队，

有职工457 人。此后，职工人数在250

～800 人间波动。

除运输一、二、三分公司组建有汽

车运输中队外，各矿、公司、处等二级

单位也都分别组建有本单位的运输大

队或中队。1990 年，全局共有67 个运

输队。

1958 年， 全局野外队伍为12483

人，占全局总职工的39．8 % ；1965 年，

野外队伍职工12243 人， 占全局职工

总 数 的33．7 % ； 1978 年， 野 外 职 工

25136 人，占全局职工总数的34．7 % ；

1990 年，野外队职工30740 人，占全局

职工总数的29 ．9 % (表10—1)。

(七) 技术干部

50 年代中后期，四川开展地面地

质勘探和川 中石油会战，技术干部从

1953 年的148 入，发展到1959 年末的

1887 人，占干部总数的34．4 % ，占职

工总数的6 % ；60 年代中期，技术干部

发 展 到 4711 人， 占 干 部 总 数 的

59．9 % ，占职工总数的13 % ；70 年代

前期，技术干部无来源，1973 年全局

技术干部减少到2626 人，占干部总数

的36．1 % ，占职工总数的5．3 % ；70 年

代后期，川东地区勘探领域扩大，1979

年全局技术干部增至5379 人，占干部

总数的36．8 % ， 占职工总数的6．3 % 。

1990 年，全局技术干部达18763 人，占

干部总 数的74．5 % ， 占职 工总 数的

18．1 % 。

1980 年以前，技术干部的技术职

称由党委或行政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和

本人的业务技术水平提任。1956 年提

任工程师 (含技师) 86 人，1964 年提

任工程师250 人，1965 年提任工程师

178 人， 1978 年 提 任 工 程 师88 人。

1980 年建立技术职称评定机构，按照

国家规定开展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

聘工作，经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批

准，全局共评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

员1577 人、 中级 专业职 务 人员6383

人。1990 年，全局具有高级专业职务

任职资格的共有1861 人。

三、全员劳动生产率

1950 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为2270

元／人；1959 年，提高到14553 元／人：

1960 年，达15250 元／人。1962 年，全

员 劳动生产率 降至6174 元／人； 1969

年， 全 员 劳 动 生 产 率 再 降 至 4552

元／人。

70 年代，四川 天然气年产量有较

大幅度的增长，原油产量也逐步回升。

1974 年 全 员 劳 动 生 产 率 为 8373

元／人，1978 年达21340 元／人。

80 年代初，全员劳动生产率2～3

万元／人。1990 年，全员 劳动生产率为

27372 元／人。









第二节 西南石油地质局

四川石油普查大队1955 年组建

后，下设5 个野外分队。第一、二分队

在川西地区施工；第三、四、五分队在

川南地区施工，队伍规模小、素质差。

当年分别集中在邛崃三和场和泸县阳

高寺进行技术练兵，翌年选择川南合

江构造合1 井为轮流培训钻工的基

地，人数最多时达283 名，这批工人后

来多成为技术骨干。1956～1957 年，

相继组建了7 个普查分队、3 个详查分

队和8 个浅钻钻井队，石油普查人数

达609 人。1958 年，队伍扩充较快，组

织了19 个普查分队和17 个详查分队，

钻井队也因川东福成寨和川中广安构

造钻出油气而扩大为18 个，共有职工

1026 入。1961～1963 年，盆地大规模

地面普查工作结束，地质部撤销四普，

在川仅保留一支科研队伍，并抽调大

批技术人员支援湖北、安徽、湖南的找

油工作。留下的技术人员组织编图工

作，职工人数由1589 人减到340 人。

1964 年，二普入川与四川队合并，人

数为1727 人。1975 年，二普、二物总

人数已达2851 人。

70 年代末至80 年代中期，国家地

质总局决定调集队伍形成以川西北为

重点的会战；之后，四川盆地又被地质

部确定为全国陆上找油重点地区之

一。在川职工人数由1976 年的3092 人

增 加 到1985 年 的9558 人， 增 加 了

68 % ，其中正式职工由3085 人增加到

6148 人，增长近50 % 。这10 年，从城

镇或农村招收新工人1541 人；接收复

员、转业军人427 人；接收大、中专毕

业生342 人；接收技工学校毕业生56

人；从局外系统调入人员2471 人。队

伍的职工结构发生变化，工人占全部

职工 比率 由1976 年67．47 % 上 升 到

69．8 % ， 管 理 人 员 由10．8 % 下 降 到

10．6 % ，工程技术人员由15．1 % 下降

到9 % 。队伍的技术结构也有较大变

化，石油地质技术人员 由1976 年的

199 人增加到328 人；探矿工程技术人

员由29 人增加到34 人；试油技术人员

由10 人增加到32 人；机械仪器技术人

员由28 人增加到80 人；测井技术人员

由14 人增加到41 人；岩矿测试技术人

员由28 人增加到50 人。

1986～1990 年，队伍结构的调整

工作不断完善。从城镇和农村新招工

人66 人 (按政策补员)；接收复员、转

业军人119 人；接收大、中专毕业生

263 人；接收技校毕业生149 人；从局

外系统调入1249 人。职工总数中，管

理人员1129 人，占13．3 % ；工程技术

人员1063 人，占12．5 % ，服务人员907



人，占10．7 % 。钻井、物探、经济等16

个专业共1776 人具有技术职称，其中

高级职称142 人、中级职称577 人、初

级职称957 人。工人中评定了钻井、物

探、油气试采、机修等12 个工种共77

名技师。高、中、初级技术职称人员比

例：1 ∶5 ∶6。工程技术人员与1981～

1985 年的“六五”时期相比，净增129

人，上升了14 % 。劳动力的投向结构亦

发生变化，完成国家勘探任务的职工

共5300 人，占职工总数的79．2 % ；从

事油气开发的职工501 人，占职工总

数的7．5 % ；从事地质市场的职工648

人，占职工总数的9．7 % ；从事多种经

营 的 职 工343 人， 占 职 工 总 数 的

2．7 % ，基本形成了完成四大产业任务

的队伍结构。“七五”期间，西南石油

地质局实现总收入43496 万元，留成

收入5204 万元，分别比“六五”时期

增长47 % 和167 % ；年人均创总收入

1．3 万元。



第一节 四川石油管理局

一、领导体制

1950～1955 年，实行以行政领导

为首的集体领导制。1956 年9 月，根据

中共中央决定，开始实行党委领导下

的厂长负责制。1960 年3 月，贯彻《鞍

钢宪法》，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体制。

1967 年，实行军管，成立革命委员会。

1973 年，军管会撤销。1978 年7 月撤

销革命委员会，恢复党委一元化领导

体制。

1983 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干部

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的方针，对局、处级领导班子进行调

整；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全

局一切重大问题由党委集体讨论决

定，局党委支持局 (厂) 长为首的生产

行政系统行使指挥权。1987 年，贯彻

中央颁发的《国营工业企业厂长工作

暂行条例》、《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

大会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工业企

业基层组织工作暂行条例》，初步明确

了党政分开，28 个二级单位建立职代

会制度，在川西南矿区、资中机械厂、

钻采工艺研究所进行厂长负责制试

点，在运输二分公司进行资产承包经

营责任制试点。1988 年5 月，中国石油

天然气总公司正式批准四川石油管理

局实行局长负责制。局行政同局党委

进行了管理权限的转换，局长对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实行集中统一指挥，党

委发挥对企业的政治核心和保证监督

作用。对有关工作机构进行了调整，建

立了局管理委员会，负责讨论决定全

局生产经营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并制



订适应局长负责制的工作制度和规

范。1988 年9 月，在川西南矿区、资中

机械厂、钻采所、运输二分公司领导体

制试点基础上，有14 个二级单位实行

厂长负责制。1988 年底，实行厂长负

责制及任期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二级单

位增至34 个。1989 年底，全局38 个二

级单位全部实行厂长负责制。

二、管理体制

50～70 年代，实行统一计划、统

一核算的管理体制。

1981 年，实行“统一计划、分级

管理、分级核算、自计盈亏”的“分灶

吃饭”的办法，开始改革经营管理上高

度统一的体制。

1982 年，实行产量、任务、成本、

利润4 种包干办法。

1933 年，实行产量任务包干、盈

余 (节约) 分成办法，推行12 种经济

责任制，纵向上形成“包、保、核”的

经济体制，横向上机修、供应等部门建

立内部经济合同制。

1984 年，制订下放管理权限的暂

行规定，包括分配制度、用工制度、专

业化管理等7 个方面。实行产量和任

务 (盈余、成本、费用) 包干、盈余分

成的11 种包干办法，包括油建百元产

值工资含量包干、钻井有效进尺工资

含量包干、设计院和供应处实行企业

化试点等。

1985 年，进一步完善以经济承包

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把经济利

益同完成任务的好坏直接挂钩，在川

东地区开展勘探项目管理的试点工

作，对工业生产单位试行内部第二步

利税办法。同年10 月全国石油多种经

营工作会议后，提出必须把发展多种

经营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措

施，作为深化企业改革和改善经营管

理的重要内容。在保证完成国家指令

性和指导性生产建设任务，使天然气

储量和产量稳步增长的情况下，在国

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全局多种经营

有了较快发展。1990 年底，多种经营

有固定资产6 亿多元，比1985 年增长

76．5 % ；从事多种经营的人员共33252

人，比1985 年增长23．1 % 。

1986 年，进行管理体制配套改

革。其做法是：①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

管理体制。缩小局对二级单位的指令

性计划范围，下放部分更新改造、大修

理、油田维护及生产建设资金的管理

权限，实行投资倾斜，切块包干，生产

建设资金有偿使用。②把勘探工作纳

入项目管理的轨道。采用项目计划单

列、资金按项目切块、纵向上承包、横

向上建立经济合同的办法，从勘探项

目前期论证、立项，到组织实施以及竣

工后的考核验收实行全过程管理，形

成少投入、多产出，提高勘探总体效益

的机制。③改革统收统支的财务管理

制度。6 个机械厂进行了划小核算单



位的试点；实行分级核算、自计盈亏的

办法，二级单位建立生产发展、奖金、

福利3 项基金；流动资金金额实行有

偿占用；设立局内部银行，进行全局资

金的筹集、融通和综合平衡。④改革科

研设计管理制度。实行“谁出课题谁给

钱”，科研成果有偿转让，设计按标准

收费等办法。⑤改革物资供应管理制

度。改包费制为收费制，扩大二级单位

就近采购物资的权限，缩小局供物资

范围，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资金

统管、采购分权和合同供应、指标考核

管理办法。⑥改革人事管理制度。下放

部分干部任命、职工调动等人事管理

权限。⑦改革工资奖金分配制度。打破

单位之间和职工之间的“大锅饭”，把

工资、奖金同经营承包责任制挂钩，实

行结构工资、效益工资等多种分配形

式的试点，完善各项包干办法，资金实

行超定额交占用费用，工资和奖金实

行总额控制，科研成果实行有偿占用

等。

1987 年，在6 个机厂进行了内部

划小核算单位试点。

1990 年底，局对各二级单位按照

责权利相结合、包干基数、确保上交、

欠收(超支) 自补的原则，实行多种形

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如对综合性矿

区实行包投资、包主要生产技术指标、

包盈余、与奖金挂钩等承包办法；对地

震勘探钻井工程投资工作量实行“标

炮”、“有效进尺”、“钻井产值”奖金含

量包干的办法；对油建公司实行百元

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办法；对机修、炼

化、运输等单位包局内任务和上交盈

余指标，实行超收分成的办法；对运输

二分公司引入竞争机制、招标择定经

营者，试行资产租赁承包经营办法等。

局以承包任务书形式下达给二级单位

承包和考核指标，各二级单位再将指

标分解落实到基层单位和人头。

三、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

根据国家经济信息系统规划的要

求和原石油工业部关于建立部、油田、

油田二级单位的信息管理系统的决

定，四川石油管理局于1987 年8 月设

立计算机站。1989 年底完成系统安装

和调试。经3 个月运行，1990 年4 月通

过验收。

四川石油管理局信息系统由勘探

开发、钻井、生产、调度、输气、地面

建设、炼化、机械动力、技安环保、运

输、科技外事、人才开发、计划、财务、

人事劳资、物资供应、销售、辅助决策

等18 个分系统组成，网络分设4 个：①

局机关网络：D E C A E T 网络，30 个节

点；②物资供应系统网络：3C O M + 网

络，6 个节点；③输气分系统网络：

3C M + 网络，8 个节点；④地面建设分

系统网络：3C M + 网络，22 个节点。在

480 路数字微波通信电路未建成前，

利用明线载波电路和短波电台已实现



二级单位对局机关的远程数据传输。

1990 年底，四川石油管理局计算机网

络信息系统虽未投入使用，但已完成

以下基础建设工作：

局 机关不仅具备了以 V A X 3500

为服务器的网络环境，而且配置了

O R A C L E数据库管理系统。在微机下

用D A BS E 开发的勘探数据经较长时

间的实践，初步扩建成为生产、科研、

管理服务的全局数据库。应用软件以

服务 生 产 为 目 标，采 用C 语 言 和

O R A C L E数据库管理系统，能适应四

川石油管理局信息系统面广分散的特

点。软件结构实现模块化、开放型，易

扩充、易维护。整个系统实现汉化，用

户可以直接用汉字与系统交互，已完

成勘探、开发、钻井和财务4 个分系统

的软件开发。

第二节 西南石油地质局

50～70 年代，四川的油气地质工

作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根据国

家建设需要以及地质条件、人力、物

力、财力状况，编制油气地质工作计

划。这一时期的计划指标是指令性的，

完全按地质部下达的执行，重点考核

油气钻探工作、钻探生产成本、钻探生

产台月效率和固井、试油、测井实物工

作量等。为保证上述指标的完成和及

时了解进度情况，建立了一套与之相

适应的统计、报表制度。

1979～1983 年，开始试行经济责

任制，改革高度统一的管理体制。

1979 年2 月，首先在3207 井队施

工的川31 井试行“定包奖”，运用经济

手段管理经济，走出了经济管理改革

的第一步。1981 年，对大队级单位全

面实行“预算包干、节约分成”的经济

责任制。

1983 年，西南石油地质局全面试

行经济责任制，具体采用8 种形式：①

对普查大队实行“任务费用包干、节约

分成”。②针对物探队受季节性生产制

约，年度效率不高的特点，实行“任务

费用包干、节约分成、超产计奖”。③

对地质综合研究大队，实行“预算包

干、节余留用、成果计奖”。④对管子

总站实行“投资切块包干、节约分成”，

按井建帐。⑤对井下固井、测井工作实

行“以收抵支、盈余分成”。对试油工

作实行“任务费用包干、节约分成”。对

试采队实行“定日产量、定年收入、超

收分成”。⑥对汽车队实行“定收定支、

亏损包干、减亏分成”。⑦对修配厂、炼

油厂、液化气站实行“定收定支、超收

分成”。⑧对局机关实行“费用预算包

干、结余留用、联责计奖”。以采取指

标分解方式将地矿部下达给西南石油



地质局的计划总目标分割为各单位的

次级目标，并根据地质设计、年度地质

勘探计划确定各单位的考核指标，制

订验收标准，以确保国家任务完成。

1986 年，西南石油地质局制订

《西南石油地质局油气普查勘探项目

管理实施细则》，对油气普查勘探项目

实行地矿部、西南石油地质局和专业

大队三级管理。项目承包单位在油气

普查勘探项目施工过程中，通过项目

内部承包，将任务分解，指标层层落

实，并通过加强作业计划和生产调度，

协调项目进度与各生产环节的关系，

建立健全定期生产汇报制度，加强检

查和督促。地质勘探工作管理重点从

重数量逐步向重质量、重成果方向转

变。

1988 年，管理的内容和范围从单

一的油气地质普查勘探项目转向整个

地矿部门生产经营活动，发挥自身优

势，狠抓油气滚动勘探开发，加强油气

资源利用，实行多种经营，开拓地质市

场，从而促进了地勘主业的发展，也增

加了资金渠道。1990 年，地质市场已

拓展至广西、江苏、新疆、吉林等省区，

建立了一批各具优势的多种经营产

业，使其总收入占全局总收入的50 % ，

预算外收入与地勘投产平分秋色，共

同成为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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