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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and corresponding high demands to energy, the scal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nd area is increasing in China. As one high-risk, high-technique and high-input pro-
ject,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nd area includes some unpredictable potential risk to the environment. 
During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it lacks enough attention and the comple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chanism to environment protection, only depending on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and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problems and the necessit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some effective measures fo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the petroleum explo-
ration and development: 1)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the unit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nd area; 2) Forming multiple law-enforcement method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3) Introducing abroad successive experie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chanism of petroleum explora-
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ing transparent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system; 4) Encouraging public partici-
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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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也逐步增大，石油勘探开发的力度和强度将会越

来越大。陆地石油勘探开发作为一项高风险、高技术、高投入的系统工程，对环境也存在着不可预

见的潜在风险，但我国对于陆地石油勘探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并未给予相应的重视，仍是依

靠传统的行政手段而未形成完整的环境保护可持续性机制。本文基于我国陆地石油勘探开发过程中

环境保护的存在问题及其环境保护必要性的分析，提出相应的环境保护对策：1）建立统一的陆地石

油勘探开发的相关法律法规；2）政府环境执法手段多元化；3）鼓励企业积极引进并借鉴国外先进

的陆地石油勘探开发环保机制和建立信息公开机制；4）鼓励公众参与。 

关键词：陆地石油勘探开发；能源；环境保护；法律保障；低碳社会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型工业化的到

来，石油作为资源命脉，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

竞争力的提升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在对

陆地石油勘探开发的强度和力度越来越大的同

时，也给环境造成了很大压力甚至是严重的破坏，

所以陆地石油勘探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就显得

尤为重要。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CUGW090221），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10 年度教学研究
立项项目（2010B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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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陆地石油勘探开发过程中环境保护

的现状 

石油作为“工业的血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之国际竞争日益激烈，

石油也成为了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我国在加紧

石油勘探开发的步伐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环境保

护，并随着环境保护学科和实践的发展取得了一

些显著的进步，特别是环境立法的加强, 在资源

保护、综合利用、合理开发上, 形成了矿产资源

和土地保护等一系列法规
[1]
。但从总体情况看，

我国陆地石油勘探开发方面的环境保护无论是在

法律保障体系、政府环境执法水平和企业环保机

制建设上都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 

1.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保障 

随着我国环境保护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

石油工业环境保护立法形成了特殊行业特殊规制

和一般规制相结合的模式，海洋石油勘探开发领

域早在 1983 年就由国务院公布并实施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但我国陆地石油勘探开发领域中的环境保护主要

依靠我国环境保护基本立法《环境保护法》和污

染防治方面的单行法律法规及大量的地方行政法

规进行协调，仍未建立起统一的法律法规。由于

缺乏统一的立法规划, 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的不

协调问题也比较突出，立法上的冲突常常让人们

在实践中无所适从、难以抉择, 导致守法和执法

领域的混乱与困难, 法律的尊严也因此大打折

扣。更重要的是，这些法律法规都是从利用国内

资源这一角度出发的，对于如何保护资源，提高

利用效率，协调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等方

面，没有体现。 

我国陆地石油勘探开发的自身特点决定它需

要统一的法律法规来引导环境保护工作。陆上石

油勘探开发是一项工艺复杂、技术含量高的生产

作业，其中包括物探、测井、采油、井下作业等

一系列的作业过程，石油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给周边

居民造成身体健康的损害和财产的损失，于是就

会在石油工业企业和周边居民之间产生纠纷。这

些纠纷不是普通的私人纠纷，往往牵涉的主体较

多，损害较大，社会反映强烈，在传统道德和习

惯的框架内不易解决。因此，石油工业环境污染

所形成的特定社会关系，需要在专门的法律制度

框架内予以规范和调整。 

2.政府行政执法关系混乱，环境执法手段单

一 

石油工业领域中环境污染事件，使遭受污染

的客体种类多（如大气、水、土地、植被等）、涉

及地区广、作用时间长，因此涉及到的环境保护

执法部门也比较多，在同一个污染事件中依据法

律规定的行政职责会有不同的部门介入
[2]
。在实

际的操作中，由于我国政府缺乏对环境的全面监

管和对资源的整体保护, 形成了各部门多头管理

的混乱局面，各部门之间分工不清, 权责不明, 

职能相互交叉, 导致部门之间协调困难, 严重影

响到政府的环境执法水平。 

其次，政府环境执法多采用命令控制手段，

十分单一。政府在我国陆地石油勘探开发领域的

环境保护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政府职能发挥的好

坏直接关系到环境保护的效果。由于长期受计划

经济的影响，我国对于陆地石油勘探开发中的环

境保护也多采用命令控制型手段。然而随着我国

对石油的勘探开发力度加大，生态和环境问题由

局部扩展到更大范围,成为流域性、区域性甚至全

球性问题，这些环境问题的新特点使得命令控制

型模式无能为力，在我国环境政策执行中加大运

用经济手段的力度是大势所趋。政府应顺应市场

发展规律，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引导经济当事人进

行行为选择,选择最佳方法达到规定的环境标准。 

3.我国石油企业缺乏相应的环境保护机制 

20 世纪 80 年代，欧美一些跨国石油企业为

了响应可持续发展的号召，减少污染，提高公众

形象以提高商品经营水平，开始实施各自的环境

管理措施。这些跨国石油化工企业在长期的经营

中，具备了较高的环境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形成

了一整套降低环境风险的管理机制。主要包括

ISO14001 环境管理标准、HSE 管理体系、勘探开

发项目的环保管理、污染物排放管理、环境年报

的编制与发布五个方面的管理体系
[3]
。完善的环

境保护制度为跨国石油公司在石油勘探开发中提

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不仅提升公司的形象, 获得

更多的商业机会，而且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相对而言，我国石油企业环境保护

起步晚，经验不足，并未形成完善的石油勘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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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环境保护制度，为了更好与国际接轨, 我国石

油企业在制度设计方面,应多借鉴国外先进制度,

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为己所用。 

二、我国在陆地石油勘探开发中实施环境保

护的必要性  

环境保护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为正

确处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保证环境和

经济协调发展，国家制定了“经济建设、城乡建

设、环境建设、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

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的指导思想。

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发石油、发展经济的同时，建

设环境、保护环境，响应国家建立低碳社会的号

召。 

1.加强陆地石油勘探开发中的环境保护有利

于保护和改善我国生态环境 

从我国陆地资源的地理分布看，石油可采资

源有 76%分布在平原、浅海、戈壁和沙漠，天然

气可采资源有 74%分布在浅海、沙漠、山地、平

原和戈壁，多涉及生态敏感区和居民区。石油勘

探开发作为一项工艺复杂、技术含量高的系列生

产作业，对油田开发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必然是

巨大的, 特别是对生态资源的破坏性极强。油田

开发区域往往生态脆弱，土地和植被稀少，水土

流失严重，若不进行合理的生产管理和环境管理，

势必造成对耕地和植被的破坏，加剧水土流失，

同时也会造成周边水环境和土壤环境的污染。在

油田开发早期, 受技术条件限制, 许多环境保护

措施没有落实到位, 钻采过程中产生的岩屑、泥

浆和废水, 随意堆积和排放, 对周边的水环境和

土壤环境造成污染；采油过程中的井场事故及单

井管线破裂, 运输过程中原油泄漏等, 也使有限

的农田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一些地块多年无法

耕种, 影响了民众生活
[4]
。 

2.加强陆地石油勘探开发中的环境保护有利

于提高我国石油企业的竞争力 

随着环保时代的到来, 在全球经济的大环境

中,企业的环境行为逐步成为一个重要的市场准

入标准, 成为衡量企业竞争力的一个基本要素。

从长远发展角度考虑,企业的环境表现是提高企

业竞争力的战略性资产。按照生态环境的要求加

强我国陆地石油勘探开发中的环境保护，可以合

理布局我国石油产业，充分发挥地区资源优势和

技术、文化优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其次，也

可以大力推进企业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提高企

业竞争力。然而我国绝大多数的石油企业并未充

分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仍然在走“先污染、

后治理”的老路，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利润，

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影响企业和社

会经济健康发展
[5]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应对环

境保护与生产经营的协调发展，提高综合竞争力，

是我国石油企业在发展战略上面临的核心问题之

一。 

3.加强陆地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有利于保

障我国石油安全 

石油作为重要战略资源，直接关系着我国的

国家安全。然而我国的石油安全体系还很薄弱，

特别是我国石油公司国际化资本运营同国际石油

巨头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国四大石油公司：中

国石油集团、中国石化集团、中国海洋石油集团

以及中化集团虽都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加

快获取海外份额油，但海外业务仍占总业务的很

小比重，油气储备量控制比例低
[6]
。加强陆地石

油勘探开发中的环境保护能够使我国石油企业与

国际接轨，取得国际上的普遍信任，有助于开辟

海外市场，从而有利于保障我国的石油安全。 

三、我国在陆地石油勘探开发中实施环境保

护的对策 

我国陆地石油勘探开发要在国内外竞争中生

存和发展,环境保护则是石油企业和我国政府的

必然选择。针对我国陆地石油勘探开发的现状，

对加强其环境保护提出以下对策： 

1．建立统一的陆地石油勘探开发的相关法律

法规 

我国陆地石油勘探开发的生产线长、涉及面

广，包括饮用水源地、生态敏感区，基本濒临江

河湖海、居民集中区。这种环境高风险的特点，

决定了我国陆地石油勘探开发中环境保护工作的

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7]
。另一方面，我国陆

地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立法层次低，主要依靠

地方性法律法规来规范，例如我国现行的《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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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陆上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条例》、《甘肃石油

勘探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黑龙江石油天然气勘

探开采环境保护条例》都是由省人大及其常委会

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和发

布的，约束力只限定在一定的行政区域内，难以

对我国陆地石油勘探开发进行统一的法律约束，

无法形成长效的环保机制，可持续发展也不能得

到很好的深入。因而在我国现有立法成熟条件下，

制定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石油勘探开发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十分必要，通过统一的立法

可以有效明确地引导我国各行政区域和石油企业

做好陆地石油勘探开采中的环境保护工作，依法

进行清洁安全健康生产，提高我国解决环保纠纷

的效率，促使政府、企业、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

达到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2.理顺行政关系，促使政府环境执法手段多

元化 

政府作为环境保护的主要责任主体, 其履行

环境责任情况的优劣, 直接关系到环境质量的好

坏。1989 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第 16 条就规

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

质量负责, 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 政府担负

着社会管理的重任, 理应把环境保护作为执政的

重要目标之一。长期以来, 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

在实践中基本上是针对单项污染防治和单项资源

要素保护进行的, 缺乏对环境的全面监管和对资

源的整体保护, 形成了各部门多头领导的局面。

因此理顺行政关系是提高政府管理水平的重要举

措
[8]
。笔者认为应该提升环保部门的政治地位, 

增加它的权限, 突出其对环境建设“统一监督管

理”的职能。在环境突发事件中环保部门应起到

牵头作用，负责人统一指挥领导，其他部门配合、

协作。在日常工作中环保部门要积极行使统一监

督管理的职责，同时建立与环保部门权限相匹配

的责任制度，将环保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人，做到

功必赏、责必究。 

其次，政府环境执法手段应多元化，将行政

命令手段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提高环境执法的

效率。政府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政府的行为改变

几个经济变量，从而改变经济当事人的成本收益

计算，最后使他们自动地做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和保护环境的事情来。强制只是政府的最后手段，

而不是全部手段
[9]
。选择正确的政策手段，使政

策“惠而不费”，是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要环节。建

议政府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专门

性税种，来抑制污染环境企业的不良行为，以减

轻或消除污染，保护环境，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

展。 

3.鼓励企业积极引进并借鉴国外先进的陆地

石油勘探开发环保机制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国外先进石油企业就

形成了各自的环保管理体系，总结下来有

ISO14001 环境管理标准、HSE 管理体系、勘探开

发项目的环保管理、污染物排放管理、环境年报

的编制与发布五个方面的管理体系。其中

ISO14001 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于 1996 年 9

月 1 日以来陆续出台的关于环境管理的一系列标

准，包含环境管理体系、生命周期评估、清洁生

产等 100 个当今世界环境管理领域中最新的理念

和成果，统一了世界各国在环境管理领域的差异。

ISO14001 融入了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在环境管

理方面的经验，包括为制定、实施、评审和保持

环境方针所需的组织结构、策划活动、职责、惯

例、程序过程和资源等，具有很强的操作性。HSE

管理体系要求组织进行风险分析，确定其自身活

动可能发生的危害和后果，从而采取有效的防范

手段和控制措施防止其发生，以便减少可能引起

的人员伤害、财产损失和环境污染
[10]

。这些环境

管理体系不仅有利于促进企业的清洁生产，同时

也提高了企业竞争力，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

展。我国石油企业若能积极引进这些国外先进的

环境管理机制并将其贯彻执行，将对完善我国企

业环境管理机制、提高企业竞争力、统筹企业环

境效益和经济效益起到重要作用。 

4.建立信息公开机制，鼓励公众参与 

现今，尊重和保护公民的环境权已成为世界

的潮流，并被纳入人权体系之中。
[11]

环境权的实

现，信息公开是前提，公众参与则是核心。具体

到石油工业环境保护领域，信息公开机制涉及三

方主体，即石油工业企业、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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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工业企业 政府职能部门

社会公众  
图 1  信息公开机制涉及三方主体（箭头表示环境信息的流向） 

 

在三方主体中，首先是石油工业企业的环境

信息公开。石油工业企业在石油石化项目立项中，

应该将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如实地提供给政府职能

部门和利益相关的公众。此外石油工业企业还应

公布其日常的环境影响评价数据，以备政府和公

众及时知悉。其次是政府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信

息公开，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应将其掌握的事关公

众利益的环境信息，以便利的途径告知相关利益

人，在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项目立项许可中可主

办听证会，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以信息公开

为前提，推动公众参与，真正维护社会的整体利

益。 

四、结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陆地石油勘探开

发利用的强度和速度越来越高，其环境保护问题

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目前陆地石油勘探开发中

面临的环境保护问题主要有：缺乏统一的法律法

规保障；政府行政执法关系混乱，环境执法手段

单一和我国石油企业缺乏相应的环境保护机制

等。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作者从建立统一的陆

地石油勘探开发的相关法律法规；理顺行政关系，

促使政府环境执法手段多元化；鼓励企业积极引

进并借鉴国外先进的陆地石油勘探开发环保机制

和建立信息公开机制，鼓励公众参与这四个方面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期对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一

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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