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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调整：胜利的嬗变

胜利油田以变革性思维重塑体制机制，现代企业管理体系架构基本
形成。图为新型采油管理区挂牌。

油田盈亏平衡点持续下降，连续4年效
益稳产2340万吨；2020年超额完成年度石油
地质储量任务，整体运营效能持续提升，这
是改革让一个老油田展现的新活力。胜利油
田从过去以产量论英雄到现在以效益论英
雄，迎来了从传统企业向现代油公司的深刻
嬗变。敢闯敢试，自觉投身改革发展的时代
潮流，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胜利油田确
定了“五大战略、三大目标”，为东部老油田
高质量发展趟出一条出路。中国石化集团公
司总经理助理兼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党委书记，胜利油田分公司代表
孔凡群说，胜利油田作为我国重要的石油工
业基地，必须持续深化改革，全力构建科学
规范、运行高效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提高
运营管理效率、增强发展活力，彰显责任使
命和担当作为。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王维东

从开发油田到经营油田

王3-侧斜23油井高含
水，按照效益原则，关停毫无
疑问。胜利油田却反其道而
行之，高含水井继续生产。这
不是“叛逆”，而是胜利油田
深化油藏经营管理的结果。
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地质研
究所副所长赵学峰说，关不
关井，不是数学问题，而是经
营问题。关停这口高含水井，
短期看的确产生效益，但从
长远看，会影响效益开发。

近年来，围绕高质量发
展，胜利油田摒弃大会战、大
开发的思维模式，聚焦油藏
经营价值最大化，实施流程
再造、组织重构、资源优化，
构建形成生产经营管理运行
高效、油气主业价值创造能
力显著提升的油公司组织体
系和运营机制，实现了从开
发油田到经营油田的转变。

从诞生之日起，改革就
被植入胜利油田成长的基
因。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
重大决策，国企改革开启以
放权让利和两权分离为重点
的起步阶段。胜利油田应改
革而呼，主动承担起改革“试
验田”职责，率先实行产量包
干，注入了生机活力，原油产
量一路高歌猛进，接连突破
2000万吨、3000万吨大关，创
造了3350万吨历史巅峰，建
成我国第二大油田。

1988年，随着国企改革
的深入，中国进入以市场化
为特征的改革探索阶段。胜
利油田对多年来会战型组织
体系进行变革重塑，实行主
辅分离，组建勘探、开发、产
能建设等专业市场，培育内
部市场化运营机制。改革是
因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
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管理
层级多、管理链条长、社会负
担重，经营运行效率、企业管
理效能、资源资产配置效率
亟待提升。2014年，一场突如
其来的低油价，让老油田高
油价时期掩盖的问题和矛盾
显现出来。矛盾点就是发展

的潜力点。2017年，胜利油田
大刀阔斧地进行结构性矛盾
和机制性障碍改革，按照地
面设施和地下油藏统一、管
理幅度和管理效率统一的原
则，16家油气开发单位的484
个采油矿、队调整为115个采
油管理区，管理层级由四级
压 扁 成 三 级 ，机 构 减 少
75 . 8%，2000余名管理人员
充实到生产一线；赋予管理
区经营自主优化权，让管理
区成为油藏经营管理的责任
主体。

从矿长到经理，胜利采
油厂采油管理五区经理周广
慧变化的不止是称谓，他从
一个生产者变身油藏经营管
理者，自主决策，科学匹配各
类生产要素，追求效益最大
化。成本怎么支配、方案上不
上、选择哪支队伍，管理区自
己说了算，机关部门则由审
核决策者转为服务者，集中
精力于顶层设计和监督监
控，从“管得多”向“管得好”
转变。效率高是因为管得

“少”。按照业务流、管理流、
监督流，2018年以来，胜利油
田对两级机关职能进行优化
调整，克服“管”“治”思维，摒
弃以“审批”代替“管理”、以

“考核”代替“服务”，实施流
程再造，去除“行政化”，打破
科室条块化设置，构建“大系
统、大部室、大岗位”建制。

业务流程再造后，胜利
油田流程数量由859支优化
为182支，审批环节由3467
项优化为310项，全面提升
了机关运行效率和管理效
能。油田层面建立了投资决
策等“六项机制”，油气开发
单位层面构建了市场化运
营、生产协调及风险防控等

“七大体系”，管理区建立了
一体化技术分析决策、经营
决策优化等“五项机制”，扁
平化架构、专业化管理、市
场化运营、社会化创效、科学
化决策、效益化考核、信息化
提升的油公司体制机制基本
建成。

从亲兄弟到甲乙方

“亲兄弟”明算账。油公
司改革后，油气核心业务与
生产辅助业务由同在一口锅
里吃饭的“亲兄弟”变成分灶
吃饭的甲乙方，双方建立起
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合
作双赢”的市场化运营机制
和“优质优价、高端特价”的
结算机制。

2017年，胜利油田打破
了“你有我有全都有”的格
局，提升各业务板块市场化
服务和社会化创效能力。
2017年，电力分公司打响了
新形势下深化油田专业化管
理的“第一枪”，接收了原隶
属于采油厂的1338人、9636
千米电力线路、6座变电站，
及电力设施运行维护管理业
务，成立电力服务部。2020
年，河口采油厂与电力分公
司建立油电一体化运行机
制，有效提升了电网安全经
济运行水平。

合作让甲乙方更有“获
得感”。2020年，河口采油厂
受电网故障影响产量同比下
降52%，而且乙方通过线损
治理，降低采油厂用电成本
6000多万元。而作为服务方，
电力分公司收到甲方251万

元的奖励。
推动专业化重组，能催

生巨大的市场空间。2018年，
胜利油田实施注汽业务专业
化管理，内部市场占有率提
高20个百分点。2020年，他们
建立完善了注汽质量标准，
提高了注汽服务支撑保障油
气主业的能力。2020年，在保
证稠油基本稳产的前提下，
注汽技术服务中心减少注汽
量78万吨，减少成本支出2 . 4
亿元，降低稠油桶油操作成
本1 . 6美元/桶。2020年，胜利
油田油气井下作业中心和胜
利采油厂“联姻”，后者将长
停井治理打包承包给前者，
治理前期，甲方不掏任何费
用，由乙方提供队伍和设备，
油井出油变现，按照效益分
成。合同期内，乙方免费提供
油井维护。2020年，胜采作业
区已完成14口长停井治理，
累计增油2568吨，增加效益
195万元。专业化管理后，胜
利油田盘活用工6600人，提
高劳动生产率20 . 2%。通过
规范管理、优化调剂、成本管
控，同口径降低外委费用
1 . 07亿元，节约设备重复采
购投资1 . 4亿元。

2019年，属地政府规划
设立的93家居委会全部选举
完成，标志着胜利油田社区
管理正式纳入政府管理平
台、融入地方公共服务体系，
实现了油田小区从“企业小
区”向“城市小区”、员工群众
从“企业人”向“城市人”的历
史转变，让员工群众享受到
作为市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与
服务。

经过50多年的发展，胜
利油田办社会业务涵盖水电
气暖、物业以及市政、社区管
理、学前教育、医疗卫生、社
区消防等领域，跨越山东境
内6个地市14个县区，涉及
199个小区、22万套住房。

作为全国五家独立工矿
区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综合
改革试点单位之一，胜利油
田“四供一业”及其他办社会
职能分离移交工作量占到山
东省、中石化近三成。2017年
5月17日，时任国务院国资委
党委委员、总会计师沈莹调
研胜利油田“四供一业”及其
他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工作
时强调，胜利油田作为独立
工矿区有很多特殊性，剥离
办社会职能工作挑战大、压
力大，顺利移交具有典型示
范作用。

近年来，胜利油田学前
教育、医疗卫生业务自身发
展局限性越来越明显，政策

制约、人才制约、投资制约成
为发展瓶颈。移交地方政府，
有利于回归行业管理、纳入
区域规划，可以获得长期、稳
定、持续的政策支持和资金
支持。在推进分离移交工作
的同时，胜利油田积极构建
分离移交后协调运营模式，
组建对接驻地县区政府的社
会化服务协调机构，强化“协
调政府、联系居民、监督服
务”职能，实现办社会职能

“交得出、接得住、可持续、更
美好”。

申先生家住原胜利油田
家属区——— 东安桃园小区已
有30多年了。由于是老旧小
区，2019年，他发现小区的楼
梯重新加固、新增了200多个
停车位、安装了电动车充电
桩。经历半年维修改造，桃园
小区让申先生和小区居民有
了更多幸福感。

颐园小区原是胜利油田
的老旧小区，分离移交前，由
于油田物业没有执法权，小
区内沿街小商小贩乱搭乱建
成为管理的大难题。“之前只
能苦口婆心，现在有了法律
武器，工作好做多了。”文汇
居民事务协调部颐园协调站
站长刘建国对分离移交感触
颇深。去年，他们站把颐园小
区的情况反映到文汇街道办
事处。很快，颐园小区多年的

“老大难”问题得到解决。

从“企业人”到“城市人”

胜利油田加快推进专业化改革，不断提升经营创效能力，
保障支撑主业发展。图为整装待发的运输专业化保障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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