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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具有丰富的滩浅海油气资源，加大滩浅海油气资源的效益开发将有利于增强油气资源的自主供给能

力，是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实践价值、本质属性、现实困境三个维度对中国滩浅

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进行了整体性理论分析，构建起涵盖主体利益、目标体系和运作模式的效益开发模

式，从技术和管理两个角度提出了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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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abundant oil and gas resources in the beach and shallow sea area. Increasing the benefi-
cial development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in the beach and shallow sea area will be beneficial for 
enhancing China’s independent supply capacity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in the beach and shallow sea area from three 
dimensions: practical value, essential attributes,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benefit development model that covers the interests of the behavior subject, target system, and 
operation mod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ath to realize the goal of the beneficial development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in the beach and shallow sea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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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复杂动荡的国际新形势下，中国油气安全面临着巨大挑战。提高油气自主供给能力是有效应对国

际复杂环境的有效之策，这客观上要求立足于中国油气资源禀赋结构，不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中国具

有丰富的滩浅海油气资源，其效益开发将有效缓解陆上油气资源递减、勘探开发技术难度增加的双重困

境，有利于增强油气自主供给能力，有利于提高我国油气供给安全水平，战略价值和经济效应十分明显

[1]。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集中分布在沿海滩涂、潮间带和浅海地带，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虽然具有高投

资、高回报和技术要求高的特点，经济效益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投资风险大，但从国家能源安全角度看，

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却具有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战略意义，加大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势在必行。

滩浅海油气资源的效益开发是建立在整体性认识基础上的科学模式选择，因此，全面认识中国滩浅海油

气资源效益开发价值、本质属性和现实困境，构建起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模式，科学合理规划其实

现路径，将有利于滩浅海油气资源高效开发局面的形成，对推动我国油气资源高效开发具有重要的实践

价值和理论意义。 

2. 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总体性认识 

2.1. 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实践价值认识 

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是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增强油气资源自主供给能力的具体行动。

实现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对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增强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攻克滩浅海油气资

源效益开发难题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是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重要的物质基础，具有重要的战略支

撑作用。 
一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必由之路。2004 年以来，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开始逐年攀升，国家能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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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形势愈加严峻(如图 1 和图 2 所示)。至 2022 年，我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对外依存度已分别高达 71.2%
和 40.5%，严重超出了国际安全警戒线。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是有效保障我国油气资源

供给安全的重大战略部署[2]。虽然，中国作为海洋大国，具有丰富的滩浅海油气资源，但总体勘探开发

程度却相对较低，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面临着技术瓶颈、项目建设组织、运营管理等系统性难题，急需

勘探开发实践[3]。因此，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开展有组织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有效破解中国滩浅海

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技术难题和管理难题，对进一步发展我国海洋油气产业，增强油气自主供给能力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 
 

 
Figure 1. Crude oil production vs. consumption chart 
图 1. 原油产量与消费量对比图 

 

 
Figure 2. Comparison of natural ga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图 2. 天然气产量与消费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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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增强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选择。目前，虽然世界正面临着第三次能源革命，可再生

能源在整个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例逐年上升，但受制于技术和经济性的影响和制约，化石能源在相当长

时期内的主导地位仍难以动摇[4]。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 2021》披露，2021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利

用总量达 7.5 亿吨标准煤，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 14.2%，以煤炭、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化石能源仍是

我国能源消费的主要来源。据预测至 2030 年中国原油需求量预计将达到 7.05 亿吨，天然气需求量将达

到 6000 亿立方米。受制于油气资源禀赋结构的影响，中国陆上油气资源正面临着量的递减和勘探开发技

术难度不断增大的双重挑战。现阶段，我国大部分主力油田已经进入开发的中后期阶段，普遍面临着稳

产难度大、开发成本高、新增探明储量难动用资源占比高等难题，新增储量约 80%是低渗透、超低渗透

油藏，仍需在基础科学理论、超长水平井技术、重复压裂技术等方面实现突破[5]。破解油气资源接替困

境，急需拓展油气资源开发空间。滩浅海油气资源潜力巨大，是增强我国油气资源供应能力的重要潜在

力量，是高质量发展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必然选择。滩浅海油气资源的开发将为我国油气资源供应提供更

多的油气资源保障，降低中国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滩浅海油气资源的效益开发可以增加国内油气产能，

在需求一定的前提下，供给的增加将有效缓解供需矛盾，提高能源安全性，推动能源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三是破解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难题的现实需要。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作业既区别于陆上作业，也有

别于深海作业，既涉及到油气资源开发，又涉及到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全新的业务领域，既需要

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又需要分工合作，整合多个主体的技术、管理优势，面临着技术、

施工组织、管理等多重挑战。因此，聚焦滩浅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现实困难，在既有的陆上、海洋油气

资源开发理论指导下，树立安全、绿色、自主、效益开发理念，聚焦于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难题，做好

系统性的勘探开发战略规划设计，整合多个参与主体的优势，创新体制与机制，有效开展技术创新和管

理创新，形成一套具有滩浅海特色的海洋油气资源自主效益开发技术创新体系和管理模式，将有利于滩

浅海油气资源的规模化、效益化开发。 

2.2. 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本质属性认识 

中国滩浅海资源效益开发既是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将中国滩浅

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置于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从其与国家能源安全战略之间的关系

角度去审视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其具有十分明显的外部性，决定了其社会、经济、政治三重

属性。 
一是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社会属性。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涉及到资源地政府、能源

企业和当地居民等多个利益主体，具有广泛的社会属性。为了实现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效益最大化，必

须平衡并兼顾各方的利益。首先，资源地地方政府是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利益相关者，涉及到政策提供

和监督实施。一方面，政府需要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法规，既为资源开发提供良好政策支持，又要通过一

定的监督措施规范企业行为，保证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以达到企业效益与社

会效益的统一。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兼顾社会公平，确保资源开发公平性，维护

资源地的社会稳定。其次，油田企业是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的主要投资者和具体行动者。企业需要投入

大量的资金和技术，系统地完成勘探、开发、生产等工作。为了实现滩浅海油气资源的效益开发，一方

面，企业需要与政府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合作，遵守相关法规和环保标准，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另一

方面，企业还需要关注当地社区的利益，与当地居民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分享资源开发的红利。

再次，当地居民是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直接利益关系人。资源地居民期望通过滩浅海油气资源的

勘探开发而获得收益，他们不仅关注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带给他们的好处，而且也十分关心油气资源开

发过程中对其不利影响，利益的权衡的结果决定了他们对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的态度，是滩浅海油气资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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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高效开发重要的社会基础。 
二是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经济属性。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是一项经济性活动，其关注的

核心是资源投入和使用过程中的成本节约和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具有明显的经济属性[6]。在滩浅海油气

资源开发中，经济属性体现在资源勘探、开发、生产等各个环节中，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是滩浅海

油气资源高效开发的本质性要求。在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中，经济属性的关注点主要体现在成本控制和

效益优化两个方面。一方面，降低油气资源开发的投入成本，包括降低勘探投入成本、减少开发和生产

成本等，这需要通过科学的勘探技术和方法，合理的工程设计管理，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来实现。另一

方面，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需要合理配置各种要素，包括资金、技术、人力等，通

过科学的资源要素配置和有效管理，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实现经济效益的最优化，要求在

资源配置过程中，充分考虑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进行科学决策和规划。 
三是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高效开发的政治属性。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具有显著政治属性，其影

响不仅限于经济领域，涉及到国家的战略安全和地区发展。首先，滩浅海油气资源的效益开发对国家能

源安全至关重要。能源安全是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石，而滩浅海油气资源的开发可以减少油气资源

的对外依赖，增加国家的能源供应稳定性，这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其次，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涉及到国家的能源结构调整和优化，随着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

要求日益增强，滩浅海油气资源的开发可以为国家提供更多的能源选择，促进能源结构的优化和环境可

持续发展，这符合国家的能源政策和战略目标，有助于提升国家在国际能源合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再

次，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体现了国家意志。国家通过资源管理和国土利用规划，制定相关政策和法

规，引导和推动滩浅海油气资源的高效开发，是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的制度基础，是滩浅海油气资源效

益开发的合法性基础。 

2.3. 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现实难题认识 

滩浅海地区的海洋环境复杂多变，水文气象条件、海底地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特殊性决定了滩浅

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面临着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周期长，施工窗口期短的现实困境。一方面，从

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技术看，一是施工短窗期有效控制难题。受到季节性气候变化、潮汐变化、

海洋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滩浅海地区的施工窗口通常较为有限，需要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大量施工作业工

作。二是滩浅海平台可利用空间有限，钻井作业效率保证难题。受滩浅海地区特殊地质和环境条件的影

响，油气资源的有效开发需要借助海上平台来组织实施，而平台的可利用空间却十分有限，加之滩浅海

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岩层稳定性差、井眼控制难度大，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无疑将增加钻井作业难度和

风险，直接影响到钻井作业效率。三是施工组织难题。在海上平台建造和安装过程中，需要使用吊装设

备、起重船等大型设备，但由于水深限制，这些设备无法进入到施工区域，导致施工效率和规模受限。

另一方面，从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管理看，一是项目建设周期长和投资回收周期长。滩浅海地区

复杂地理环境和相关技术不足导致项目建设周期长，影响其投资回期，这无疑加大了滩浅海油气资源开

发项目投资方的投资风险，需要制定长期的投资计划和风险管理策略。二是复合型人才短缺。滩浅海油

气资源开发需要具备多种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而这类人才在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初期却

存在培养和储备不足的问题，无法满足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对人力资源的现实需求，制约着其效益

开发。三是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模式与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矛盾。海油海采新模式和少人高效新

模式是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基本前提。海油海采可以减少对陆地基础设施的占用和影响，提高油

气的开发效率和利用率，少人高效新模式通过优化管理、创新技术、提高效率等方式，实现用较少的人

力资源投入完成较多的工作任务的目标，前者在滩浅海地区面临海洋环境保护的挑战，后者却与油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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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既有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相矛盾，影响其推广和应用。 

3. 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模式构建 

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具有重要的价值，具有经济、社会和政治属性，这是加大中国滩浅海

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信心和决心的基础。面对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的现实困境，坚持以“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先导，以“安全、绿色、自主、效益”为目标指引，以系统化

管理为统领，以实现海洋油气资源效益开发为行动路线，以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为动力基础，统筹协调

各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形成国家政策支持下，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社会公众参与的中国滩浅海油气资

源效益开发模式，促进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 

3.1. 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利益主体 

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是一个利益关系集合体。从其效益开发的外部性角度看，滩浅海油气

资源效益开发的利益主体包括国家、企业和社会公众，这些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总体上，国

家关注的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对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滩浅海油气资源的高效开发可以

有效提升国家的能源供应安全，增强油气资源的自主供给能力，减少对外依赖，增加能源供给的稳定性，

并推动相关产业发展，加就业机会，增提高国家财政收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内含多重国家利益，为

此，从国家利益出发，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管理措施，推动滩浅海油气资源规范性、可持续性开发，

以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油气田是国家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战略的实施者。

对油田企业而言，参与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是增强其核心竞争能力，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

油田企业在承担一定风险前提下，通过参与滩浅海油气资源的开发获得潜在的经济回报。社会公众不仅

期待在整个经济增长中实现个人生活质量的提升，更期望通过参与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获得新的就业机

会，增加其收入，改善其经济社会福利，具体而言，一方面，滩浅海油气资源的开发可以促进资源地的

经济增长，新增就业机会，为提高社会公众的收入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势必

会对既有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势必会触及到资源地的社会公众的环境利益，因此，需要在环境保

护和资源开发之间寻求到一种均衡，以确保民众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由此可见，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

发涉及到多个主体的不同利益，其效益开发既需要各利益主体的合作和共同努力，也需要制定科学的政

策和管理措施，构建其科学而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以确保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 

3.2. 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目标体系 

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多重价值、多重属性、现实困境和多元主体利益决定了“安全、绿

色、自主、效益”是其核心目标，因此，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是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安

全、绿色、自主、效益”为行动理念，实现整体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践过程。首先，安全是滩浅海油气

资源效益开发的基础。在开发过程中，必须确保人员安全、设备安全和环境安全，这意味着要严格遵守

安全操作规程，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最大程度地减少事故和环境污染的风

险，实现滩浅海油气资源的安全开发。其次，绿色是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底色。在开发过程中，

应明确参与主体的环境保护责任，注重制度建设，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将对海洋生态环境系统的影响

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以保证滩浅海油气资源的绿色开发。再次，自主是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根本

途径。自主开发和自主创新是提高我国能源安全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也是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

根本遵循。实践经验表明自主开发是提高资源效益开发的唯一途径，因此，在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

过程中，不仅要将其作为基本原则，也应该作为主要目标追求，通过干中学，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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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完整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最后，效益最大化是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的最终目标。通过

整合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力量，建立健全高效开发和管理制度，可以实现资源的最大利用和最大效

益，这包括提高产能和产量，降低生产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有效实现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统一，发展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确保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

发的可持续性。 

3.3. 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运作模式 

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涉及到行动理念的确立、开发目标定位和运作模式选择，是一项系统

性工程，需要在全面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基础上，进行科学部署，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有效推

进其技术、管理创新的持续开展。 
一是确立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行动理念。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

大发展理念为行动先导，并将其转化为“安全、绿色、自主、效益”行动理念是实现滩浅海油气资源效

益开发的基本前提。总体而言，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面临着技术和管理两大难题。首先，聚焦于其

技术难题，应坚持以创新为动力，坚持走自主技术创新与引进消化国内外先进新技术相结合，技术创新

与新工艺相结合的道路，坚持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协调，不断提高滩浅海油气资源的开发效率和质量。

其次，统筹多元主体利益，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需要充分发挥各主体的积极性，这客观上要求统筹

处理各个环节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关系，确保资源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发展，达到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

护、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统一。本质上，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绿色意味着其生

产过程的排放低、能源综合效率高，以最小的环境成本去获取最大的资源产出。开放意味着在滩浅海油

气资源开发过程中，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管

理经验，通过与国际油气公司、专业机构的合作，共同开展技术研究和资源开发，不断提高滩浅海油气

资源开发的国际化水平和市场化程度，通过国际化和市场化来实现其效益开发的目标。共享是滩浅海油

气资源效益开发的终极目标，也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需要建立合理分配机制和广泛的社会参与，

让更多人分享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带来经济成果和社会效益。 
二是制定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行动路线。面对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技术、管理难

题，应以“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为基本方略，在对资源条件、施工工况、技术储备

和管理情景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基础上，按照效率与效益兼顾的工作总体思路，确立滩浅海油气资源开

发的行动路线，有序推进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首先，“海油陆采”力争实现滩涂油气资源开发零

突破。初期应选定滩涂作为优先开发区域，在充分借鉴学习陆上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和经验基础上，

通过建设人工岛和进海通道方式开发滩涂油气资源，实现“海油陆采”，为海油海采积累经验。其次，

“海油海采”实现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在“海油陆采”积累一定海洋油气开发技术和经验后，有

序从滩涂区域转向浅海区域，通过建设海洋油气作业平台，实现“海油海采”，从而形成科学有序的滩

浅海油气资源开发体系，实现其效益开发。 
三是制定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行动方案。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投资面临着经济效益和环

境效益的矛盾[7]。为实现两者之间的一致，应充分利用陆上供水、供电和通讯系统等既有基础设施降低

项目开发投资，以保证其经济可行性。具体而言，应按照精细化管理的基本原则，以简化人工岛和井场

功能设施，有效控制环境影响为总体工作思路，形成 “依托陆上、优化海上、油气上岸、完善终端”的

总体部署，系统有效地推进滩浅海油气资源地质—海工评价建产一体化，油气集输海陆运行一体化和基

础设施建造与运营管理一体化，形成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全链条的总体开发行动方案，以保证滩浅

海油气资源的效益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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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实现路径 

4.1. 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技术体系创新 

自主创新是推动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关键因素。人工岛和海上平台是滩浅海油气资源效

益开发的两大重要基础设施，存在建造技术难题，因此，围绕人工岛建造和海上平台建造技术难题，依

靠油田企业的体制优势，整合多个主体的技术优势，通过有组织的自主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滩浅

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技术体系，夯实滩浅海油气资源的高效开发的技术基础[8]。 
一是创新人工岛建造技术。人工岛是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重要的基础设施，其建设面临着滩海

坡缓、泥厚、潮差大和承载力低等不利作业环境，面临着进海通道两侧水体不对流的环境保护问题，面

临着人工岛面积小、工艺设备布置受限，消防取水等运行资源保障难题，因此，坚持以“技术创新、经

济合理、安全可靠”为基本原则，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和工艺创新，有效破解复杂海况环

境下人工岛建设的技术难题，形成自主的人工岛建设的海工技术体系是实现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

首要问题[9]。 
二是创新海上平台建造技术。钻井平台是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核心设施，其建设面临着水浅、

滩涂长、海况多变等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因此，围绕平台建设项目的质量、成本和时间进度要求，高

质量推进海上平台建设需进行海上平台建设技术创新。首先，钻完井技术创新，为适应钻完井技术应用

场景的变化，有效解决海上钻完井作业所面临的地下井口槽深、易积水、易聚集有毒可燃气体、需要专

用钻机、压裂规模受限、压裂液输储成本高、压裂效果差等技术难题，应在学习吸收国内外钻完井先进

技术基础上，大胆创新，完善海洋油气资源钻完井技术体系，实现技术性与经济性的协调发展[10]。其次，

地面技术创新，按照标准化原则，努力实现油水井生产信息采集配置数字化，油气集输工艺统一化，井

口区综合布线安装定型化，工艺单元模块化，信息管理平台化，生产设施标识规范化，降低现场施工、

调试和维护的协调成本，不断提高地面工程一体化作业的技术水平，实现其效益开发[11]。 

4.2. 中国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管理体系的构建 

在充分学习借鉴现代项目管理的先进经验基础上，以项目进度、质量、安全、投资控制的协调一致

为总体要求，聚焦项目组织、质量、投资、进度、协调等重点工作，构建起具有滩海油气资源开发项目

特色的管理体系是保证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的组织基础[12]。 
一是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管理模式构建。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具有阶段性特征，不同阶段

具有不同的目标任务，需要不断地进行组织管理创新，以适应目标任务变化对管理的需要。滩浅海油气

资源效益开发的前期建设阶段，由于缺乏相应的专业管理人员和管理经验，因此，采用项目制的组织方

式，抽调企业各部门专业技术骨干组成项目部，在不增加用工人数的情况下，可以有效整合企业的人力

资源优势，以弥补专业人才、项目管理经验缺乏的不足，保障项目高质量运行。更进一步，为强化专业

化管理能力建设，应按照专业管理原则，组建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建设部，负责滩浅海油气田海工建设

业务的管理，以提高其专业化管理水平。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后期运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油气生产，

因此，应强调集中化管理，应组建海上项目部，对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项目进行统一指挥与专业化管理，

从而形成动态化的管理模式。 
二是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项目建设模式构建。根据人工岛和海上平台的不同任务特征和技术要

求，应立足自身的资源基础和能力结构，形成自主建造人工岛，工程总承包建设海上作业平台的项目建

设模式。人工岛自主建造模式有利于充分保证项目建造质量，控制施工成本，提升自主建造能力，而“业

主 + EPC + 第三发证检验 + 无损检测 + 监理”总承包建设模式，有利于整个项目的统筹规划和协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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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够有效地解决海上平台设计、采购和施工的衔接问题，保证项目进度、成本和质量，提高项目建

设的管理水平。 
三是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项目质量保证体系构建。为克服滩海区域环境因素对施工质量的不利

影响，必须坚持系统化思想，不断优化项目质量措施。首先，在进海路建设方面，抓好质量管理、做好

质量控制、落实海上砼路面浇注保护措施，保证进海路的建设质量。其次，在人工岛施工方面，抓好建

设方、监理方和施工方三级质量管理，抓实原材料进场、构件预制、构件安装、钢箱筒制作、钢箱筒安

装、软基处理、灌注桩施工、围埝衔接段处理、分级加载速率、混凝土浇注等质量关键控制点，有效保

证项目建设质量。再次，在钢结构海洋平台建设方面，充分调研行业优秀管理案例，策划工程项目质量

管理体系，编制项目管理手册、质量计划，配套专业支持力量，形成滩海油气资源效益特色的建设单位、

监理、发证检验三方联合报验的质量保证体系。最后，引导施工单位落实项目质量管理要求，组织监理

强化过程管理，组织专业无损单位实施相关检验，形成高效的质量控制体系。 
四是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项目投资控制模式构建。为确保工程建设的投资成本的可控性，在做

好整体性项目投资预算的前体下，一方面，要抓好设计变更，对变更方案反复优化、比选，同时积极开

展市场调研工作，随时掌握市场动态，指导投资控制。另一方面，做好“五审”工作，在施工单位上报

工程预算后，先后由监理审查，项目部现场施工组审查，项目部审查，造价中心审批，审计处跟踪审计，

有效控制项目投资成本。 
五是滩浅海油气资源效益开发项目进度管控模式构建。首先，设置科学合理的项目进度目标，以此

为基础进行项目的系统性规划，积极参与项目进度管理计划的制定与完善，并确保资源的合理调配。其

次，建立常态化的内外部沟通协调机制，确保信息的及时准确传递，实现对项目建设进度的动态管控[13]。
再次，建立定期巡查制度，严格绩效审查流程，并制定奖惩制度，以充分调动施工方工作积极性，确保

项目建设进度的落实，规避进度风险。最后，全面总结项目进度管理经验，完善组织过程资产，为后续

项目进度管理工作提供借鉴和经验指导。 

4.3. 中国滩浅海油气田高效运营模式构建 

一是中国滩浅海油气田“油公司”管理模式构建。建立起“管理+技术+骨干+第三方服务”的现代

化“油公司”管理模式。以效益提升为运营管理的核心目标，按照市场化运作、精益化管理、社会化服务

原则，坚持核心业务自主运行，非核心业务通过市场化寻求专业化服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

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提高运营管理的专业化水平，降低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成本，不断提高管理效率

和创效能力。 
二是中国滩浅海油气田运营管理方法体系构建。建立油价波动、产量与成本、效益的评价方法，实

现对各效益层级油气井日产水平的综合分析，实现以经济评价为主导的管理决策模式，建立健全技术方

案服从效益的生产运行机制。建立海上平台投资成本独立核算的平台经营模式，实现区块投资成本精细

化管理。以效益为导向，通过制度建设推动投资成本管理流程规范化，针对不同区块周期性开展投资成

本的独立核算，明确海上平台的投资与运营成本，核算海上开发利润指标，以精准指导滩浅海油气资源

的效益开发实践[14]。 
三是中国滩浅海油气田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油气行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通

过充分利用云计算、物联网、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油气企业可以实现业务模式重构、管

理模式变革和核心能力提升，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和价值增长[15] [16]。因此，在滩浅海油气资源开发运

营管理过程中，积极引入现代信息技术，形成高效的现场管理模式，不断降低生产运营成本，实现效益

开发目标。首先，科学集成自动控制系统，夯实自动控制基础。充分利用分散控制系统(DCS)、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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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PCS)等高度集成自控系统，结合大数据分析，完善工艺流程(PID)逻辑控制，实现生产运行自动化

连锁控制。其次，广泛应用数字孪生技术，强化智能监测能力建设。通过科学建模、数字油藏、数字设

备信息、管道智能监测、能耗智慧分析、人员智能管理、平台沉降智能分析智能系统建设，实现滩浅海

油气资源开发的数字化管理[17]。再次，系统整合智能管理资源，不断提高数智决策水平。建设“一体协

同、精准管控、数智决策、安全高效”功能于一体的浅滩海智能指挥中心，实现油气生产过程全面可视、

运行状态全面感知、异常情况实时预警，建立海洋平台数智孪生系统，实现平台风险识别、智能防控、

应急管理的协同联动，全面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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