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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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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主要介绍了中国海洋油气勘探开发科技体系建设的背景、发展历程、建设思路、主要内容、建设特
色、建设效果和带动作用。 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海油）近 ３０ 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科技创新体系一
直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中国海油围绕“建立与国际一流能源公司相适应的科技创新体系，支撑和
引领公司高速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努力建设技术创新能力和科技核心竞争力，完善科技创新组织体系、
管理体系和技术体系。 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具有“海油特色”的工作亮点，取得了科技核心竞争力与企
业总体实力双提升的良好效果，支撑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的现代海洋石油工业体系，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维
护海洋主权、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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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与陆上石油工业相比，海洋石油工业具有自身

的一些特点。 ａ．高风险：海洋环境复杂，台风、洋
流、海底地形地貌都会影响生产安全和成本，因此海
上油气田开发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环境风险、工程风
险以及油藏成本风险；ｂ．高投入：海洋石油开发需
要特殊的装备，海洋地震勘探要求功率更大、精度更
高，海上钻井必须采用专门的钻井船和大功率的海
洋钻机，使得每口井的成本比陆地钻井高 ５ ～１０ 倍，
海上油气的储运设备需要适应海洋的特殊环境，海
上作业费用高，受气象条件影响大；ｃ．高科技：海洋
石油工业涉及的技术更广泛、更先进，除了石油勘探
开发，还包括海洋工程、造船工程、防腐蚀技术、环保
技术等学科，同时为了降低钻井成本，海上油气田普
遍采用定向井、水平井、水平分支井等高科技钻井手
段；ｄ．高敏感：由于历史事件、地理位置、外交政治
等因素，我国海洋边界尚存一些争议区域，而在部分
争议区域内蕴含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开采这些油气
资源不仅要依靠专业技术，还需要通过政治智慧，加

强外交手段来加快海洋开发，维护海洋权益。
2　建设背景、作用和意义

中国海洋石油工业起步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
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最初 ２０ 年的发展
是非常缓慢的，１９７９ 年海上原油供应能力仅为
１７ 万 ｔ。为了提高我国石油自主供应能力，加快开发
海洋石油，１９８２ 年，成立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海油）。 从此，中国海油肩负起了开发
海洋石油资源和发展海洋石油工业的重任。 成立之
初，中国海油就秉承了自主创新精神。 在随后 ２０ 多
年的发展中，中国海油在自主创新和对外合作中形
成了鲜明的企业精神，从完全封闭到全面开放，从对
国际惯例一无所知到走向海外参与国际竞争，从学
习引进到核心能力全面提升。 到 ２００３ 年年底，中国
海油油气供应能力达到 ３ ３３７ 万 ｔ油当量。

但是，海上油气开发也面临着不少困难。 一是
渤海海域新增石油储量稠油比重大，开发难度高；二
是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已探明的边际油田盈利率
达不到开发要求；三是深水工程和深水装备技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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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不满足未来的深水战略需求，技术储备不足。 如
何在规模扩张、提高产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核心
竞争力，如何从一家单纯从事油气开采的上游公司
发展成为主业突出、产业链完整的综合型能源集团，
如何实现从国内一流向国际一流能源企业的转变，
如何使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成为摆在中国海
油面前的巨大挑战。 为了实现“建设国际一流综合
型能源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为 ２０１０ 年油气供应
能力 ５ ０００ 万 ｔ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适时启动实施了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技术创新

体系建设。
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是中国海

油实施“科技领先”核心战略的体现，是全面涵盖科
技战略决策与规划、独特的人才培养、完善的创新体
系、明晰的组织分工等各方面集成化、系统化的创新
工程。 它使中国海油具有了独立的近海 ３００ ｍ 水深
以内从勘探、开发到生产的整套油气开采技术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开展一批具有国际先进乃至领先

水平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提高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实现了企业跨越式发展，同时也探索出了一条符合
中国海油的技术创新之路，带动了我国海洋石油工
业整体水平，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和广泛的借鉴
价值。
3　发展历程
3．1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消化吸收阶段（20世纪

70 年代初—80 年代初）
　　１９７３ 年 ４ 月，原国务院燃料化学工业部海洋石
油勘探指挥部经中央政府的批准，从日本引进自升
式钻进平台“渤海 ２ 号”（富士丸），从而打开了我国
海洋石油技术引进的大门。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到
８０ 年代初，我国先后共花费了 １４ 亿美元引进一批
海上石油装备，包括 ９ 座海上钻进平台、２１ 艘三用
工作船、１０ 艘工程船、１０ 台数字地震仪、６ 套地震数
据处理计算机、１０ 套可控震源成套和数字测井仪
等。 这些先进技术装备的引进奠定了我国海洋石油
工业的技术基础。 在这一时期，中国海洋石油工业
主要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在应用中消化吸
收并逐步掌握操作工艺。
3．2　合资合作，集成创新（20 世纪 80 年代初—

20 世纪末）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的康世恩就先后 ４ 次到中国海油湛江的南海西部公
司进行调研并明确指出：“你们不仅要对外合作，也
要考虑自己干。 只搞对外合作是单线吊葫芦———不
保险。 必须是对外合作与自营勘探同时并举，两腿
齐步走。”中国海油的历届决策者们始终不移地贯
彻了这一战略思想。 １９８４ 年，中国海油的渤海石油
公司开始进行自营勘探。 为此成立了战略组，对海
上非合作区的石油地质进行系统研究，对一批有利
构造展开钻探，发现了一批油气田，并由自己担当作
业者组织开发，从而拉开了自营与合作并举的帷幕。

在一些自营勘探、开发项目陆续取得成功的基
础上，中国海油于 １９９７ 年明确提出要实现海洋石油
的跨越式发展科技工作必须先行的战略指导思想。
在引进、消化、吸收国外适用的先进技术的同时，更
要依靠自身的技术力量，进行勘探、开发下游技术和
管理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和创新。 中国海油提出，要
努力实现“三新（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三化（标
准化、简易化、国产化）”技术创新发展战略。 这一
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

极性，有力地推进了生产建设中的技术创新。
在自营油气田开发过程中进行的技术攻关和创

新有效地锻炼了中国海油的科技队伍，极大地提高
了公司的技术研发水平，实现了装备的现代化，积累
了油气田开发和执行作业者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一
支能自主完成研究、设计、开发、建造和生产的专业
配套队伍和一套常规油气田开发的配套技术。
3．3　自主高速高效发展，形成自主创新技术体系

（21 世纪初至今）
　　２００４ 年，中国海油提出“建设国际一流的综合
型能源公司”的发展目标，并将科技领先作为发展
战略之一。 中国海油深深地意识到，科技是第一生
产力，是对公司长远发展起长效作用的基础性因素。
因此在抓生产建设的同时更要抓科技进步，要保证
有足够的科技投入，不断夯实公司的科技基础，提高
科研水平，要使科技成为公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在这一阶段，总公司及所属单位通过建立健全
科技管理机构，完善了科技管理体系，强化了科技管
理职能。 通过修订完善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加强了
制度化建设，保证了科技工作的规范运行。 建立新
的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了中国海洋石油天然气勘探
开发科技创新体系。 表 １ 为中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
科技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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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科技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
Table 1　Developing phases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of Chinese offshore oil industry
发展阶段 战略目标 战略内涵 实施效果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
８０ 年代初

提高我国石油自主供应能力，加
快开发海洋石油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加快进
行科技消化吸收

奠定了我国海洋石油工业的技术基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２０ 世纪末

对外合作与自营勘探并举，提升
集成创新能力

在坚持对外合作的前提下，积极
参与对外承包作业，进行自营勘
探和开发项目

形成了一支能自主完成研究、设计、开发、建
造和生产的专业配套队伍和一套常规油气田

开发的配套技术

２１ 世纪初至今
自主高速高效发展，科技创新支
持建设国际一流的综合型能源

公司的目标

完善科技管理体系、科技创新组
织体系和技术体系

建立了中国海洋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科技创

新体系

4　建设思路和主要内容
中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指

导思想是：对外合作，高起点创新；以我为主，开放式
创新；生产导向，选择性创新；健全机制，全过程创
新。 建设目标是：建立与国际一流能源公司相适应
的科技创新体系，支撑和引领公司高速高效可持续
发展，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科技核心竞争力。 主要
内容包括：科技创新组织体系、管理体系和技术
体系。
4．1　构建基于整合科技资源的科技组织体系

组织体系是落实创新责任、保证创新质量的核
心资源，主要包括：一把手负责的决策体系、产学研
用相结合的开放式研发体系、精干高效的科技管理
体系。

１）一把手负责的科技决策体系。 总公司科学
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科委会）是中国海油科技工
作的领导和决策机构，秉承“一把手创新责任制”，
其设立的 ９ 个专业委员会作为技术创新的参谋机
构，囊括了技术创新领域的所有专业，最大限度地为
科技发展规划提供了指导和支持。

２）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开放式研发体系。 围绕
重点跨越、体现中国海油的特色、有所为有所不为的
原则建立完善技术研发体系。 ２００４ 年，为了整合总
公司内部科技资源，并针对我国海洋石油工业发展
中存在的重大关键技术进行攻关，中国海油成立了
海洋地球物理、提高采收率、边际油田开发工程技
术、深水工程、重质油利用 ５ 个重点实验室。 为了有
效组织、协调和实施总公司“十一五”科技规划、国
家重大项目及总公司重大专项，２００６ 年成立了由中
海石油研究中心、油田服务工程技术中心、海洋工程
技术中心、重质油利用研究中心、油气田开采工程技
术中心、化肥工程技术中心、新能源工程技术中心等

８ 个工程技术分中心组成的中国海洋石油工程技术
中心。 另外，２００８ 年中国海油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
成立了深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新能源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强强联合开展科技攻关研究。 由总公司重
点实验室、中国海洋石油工程技术中心、联合研究中
心以及另外两大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成的技

术研发体系，为中国海油科技创新提供技术保障。
紧密围绕“建设国际一流综合型能源公司”的

发展战略目标，中国海油从短、中、长期 ３ 个方面发
布规划指导各专业的科技创新发展方向和路径，重
点把握科技项目的选题和立项环节。 根据集团总部
科技规划和所属单位上报技术问题和需求，采用
“上下两级优选项目”，最大程度上确保了技术攻关
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全面性。 针对核心技术，坚持由
内部研究机构进行自主研发；针对非核心技术，采用
招投标的方式选择外部技术力量进行攻关；对于前
瞻性和战略性技术难题，则选择实力最强的研发机
构进行联合攻关。 所有项目均采用全程跟踪管理，
及时进行成果总结和后评估。

３）精简高效的科技管理队伍。 ２００１ 年，在集团
总部恢复成立总公司科技管理机构———科技发展
部，逐步建立了科技规划、科技项目管理、科技考核
评估、科技统计、科技奖励、知识产权管理、技术职称
评审、标准化管理、科技交流、学会等管理职能。 近
５ 年内各所属企业也纷纷设置了科技管理部门，到
２００９ 年年底，整个集团的科技管理队伍达到 ９０ 人，
这支精简高效的队伍每年承担着数十亿科技经费和

几百项科技课题的管理工作。
4．2　构建基于自身特点的科技管理体系

管理体系重在激励创新发展，提升创新效率，主
要包括：强化执行的科技创新责任机制、激励创新的
科技绩效考评机制、多通道的科技人员发展机制和
权责对等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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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强化执行的科技创新责任机制。 成立包括
两名院士在内的科委会，总公司总经理亲任科委会
主任，各所属单位的一把手作为技术创新的第一责
任人，下设九大专业技术委员会，由 ２７８ 名地质、地
球物理、钻探开采、开发、海洋工程、安全环保等相关
行业专家组成，充分调动了各方积极性和各种资源，
保证了全局强有力的协调。 ２００９ 年召开的由各所
属单位主管科技领导参加的科技创新发展研讨会，
标志着中国海油在谋划“十二五”期间技术创新工
作上的先行一步。

２）激励创新的科技绩效考评机制。 ２００５ 年，中
国海油率先开始以考核促进科技进步的系统性研究

工作，创新性地建立了包括科技机构完善、科技制度
完善与执行力、科技规划与计划、科技投入、科技产
出 ５ 个大部分 １３ 项指标在内的科技考评指标体系，
将科技工作成效纳入各所属单位年度经营目标的考

核指标中，与绩效兑现挂钩，并占 １０ ％评分比例，保
证了“科技领先”战略真正落在实处。 这是中国海
油在中央企业科技工作中做出的率先尝试。 而且，
每年还会开展总公司科技进步奖的评选工作，并定
期召开科技大会总结创新经验，交流技术成果。

３）多通道的科技人员发展机制。 “人才兴企”
战略也是中国海油的核心战略之一。 从实施创新工
程以来，一方面，科研队伍规模持续增加，为科技创
新工作提供了基本资源。 总公司各级技术机构的科
研人员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６００ 人增加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２ ８７３
人，５ 年中增长了 ２８７ ％。 另一方面，培养人才、重
视人才也是“人才兴企”战略的工作重点。 中国海
油先后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成立深水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与西南石油大学签署人才培养合作协议，都是
旨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双赢，积极探索
产学研用合作新模式，推动石油领域高端人才的培
养。 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中国海油着手建立并逐步完善
了管理、技术、操作 ３ 个岗位系列及与之配套的薪酬
体系，为各类人员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操作
人员理顺了职业发展通道，使之拥有广阔的成长空
间。 ２００８ 年，中国海油评选出首批 ３２ 名“总公司级
专家”，更是营造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良好氛
围，激发了广大科技人员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中国
海油在“科技领先”战略的内在驱动下，为了充分调
动集团资源，建立起由决策、管理、研发三大体系组
成的科技组织体系。 三大体系协调合作，共同推动
中国海油技术创新工作前行。

４）权责对等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 不断加大
科技投入是自主创新的必要条件之一。 近 ５ 年来，
总公司在不断加大科技投入的同时，建立起以国家
资金为引导、总公司资金为支持、所属单位出资为主
体的三级投入体制，利用来自国家和集团总部的科
技投入引导所属单位有选择地发展关系企业、行业、
国家持续发展的重点项目，对于加强企业实现“自
我造血”效果显著。 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实施体系至
２００９ 年，总公司科技活动经费投入从 ７．７ 亿元增加
到 ４４．５１ 亿元，５ 年中增长了 ４７８ ％，其中，直接用
于科技研发的经费从 ４．２ 亿元增加到 １９．５８ 亿元，
增长了 ３６６ ％。

伴随着中国海油总经济和技术实力的不断壮

大，科技力量的规模也在日益扩大。 在这个过程中，
公司十分重视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 比如，把依托
二级公司的科技力量主要用于解决生产一线遇到的

技术问题，而总公司直属的科研机构一部分用于承
担国家的重大课题和基础性甚至是学术性问题，一
部分则解决涉及全公司的普遍性实用技术问题。 这
样，在整个公司内部，科技资源就得到了合理配置，
做到了既可以解决眼下的技术问题，也可以解决涉
及公司长远技术进步的问题，使得公司的技术成长
兼顾到短期和长期的协调。
4．3　构建基于实际生产需求的海洋油气勘探开发

技术体系

　　技术体系是公司科技核心竞争力的具体体现，
主要包括：海洋石油天然气勘探技术体系、开发技术
体系、工程技术体系和海洋重大装备技术体系。

在我国海上油气勘探开发生产中，由于海洋地
质构造复杂，油田规模小，稠油比重大，尤其是渤海
湾地区约 ７０ ％是稠油，导致海上油气开发成本高。
因此海上油气勘探地质理论与配套技术、海上稠油
油田提高采收率技术、海上边际油田开发技术、高含
硫油气田开发技术成为制约中国海油发展的关键技

术。 同时，由于国外公司对我国实施技术壁垒，引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走不通，因此在海上高精
度地球物理勘探、三维旋转导向钻井、随钻成像测
井、深水油气田开发、大型天然气液化等技术领域，
必须走一条具有中国海油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中国海油的科技工作一直强调技术创新为实际

生产服务。 该体系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
则下，结合总公司战略发展目标，有选择地加大自主
创新力度，通过集成和自主创新，形成了一整套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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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勘探开发技术体系，支撑公司实现油气产量从
年产 ９ 万 ｔ 上升至 ５ ０００ 万 ｔ 的飞跃。 具体内容主
要包括：海洋油气勘探技术（如富烃凹陷资源评价
技术、复杂构造油气藏勘探、高精度地震技术）、海
洋油气开发技术（如稠油油田高效开发技术、边际
油田有效开发技术、油田中后期稳产技术）、海洋油
气工程技术（如海洋工程设计建造技术、低成本开
发工程技术、海上油气开发作业技术）、海洋重大装
备技术（如大型浮式生产装备研制、深水大型作业
装备研制、海上技术服务装备研制）、中下游差异化
技术（如重质油资源优化利用沥青技术、高效复合
化肥关键技术、ＬＮＧ（ ｌｉｑｕｅｆｉ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液化天然
气）城市加气站技术）。
5　建设特色

１）基于对外合作高起点的创新模式。 中国海
油是改革开放的产物，科技创新是从与国外先进同
行合作起步的。 中国海油的科技创新大致经历了
３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外合作引进消化吸收阶段。
中国海油立足高起点，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为中国海
洋石油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对外合
作与自主经营并重的阶段。 中国海油力争将引进创
新与集成创新相结合，实现引进技术“本土化”，应
用集成创新，形成一批关键技术和一支专业的科技
队伍。 第三阶段是自主高速高效发展阶段。 中国海
油有选择地加大原始创新力度，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形成自主创新技术体系。 相应地技术人才培养也经
历了从把外国专家请进来、技术骨干送出去，到自主
培养人才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中外专家联合研究，再
到聚集人才自主研发、中外技术交流融合的发展
历程。

２） 开放式的科技创新体系。 中国海油设立了
一批研发机构，构建起以重点实验室为核心，工程技
术中心为主体，所属单位技术中心为依托，国内外知
名院所和协作企业为联合的产学研用一体化技术创

新平台。 通过共建机构、战略合作、项目研究，创新
产学研用合作模式，将社会研究力量融入公司研发
体系，共建共管，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及激励
机制等。

３） 将科技管理创新贯穿体系建设全过程。 主
要体现在：ａ．实行一把手创新责任制，确保科技创
新方向与公司发展战略一致，保障创新资源的优化
配置；ｂ．率先推行科技绩效考评机制，动态调整考

核指标结构及其权重，将考核结果作为年终奖励的
重要依据；ｃ．建立起以国家资金为引导、总公司资
金为支持、所属单位资金为主体的三级投入新体制，
按照市场机制和权责对等原则，推动实现“自主创
新、自主投入、自主发展”；ｄ．建立统筹协调的成果
转化机制，生产提前介入，科研向后延伸，确保创新
成果产出最大化。

４） 多通道的科技人才发展机制。 中国海油建
立科技人员晋升系列和两级专家评聘制度。 科技人
员可以从实习生经过层层选拔晋升为所属单位总

师／总公司专家，而后晋升为总公司资深专家、总公
司副总师，最高可达总公司总师级别，特殊人才可享
受总经理待遇。 这一机制打破了“官本位”的晋升
模式，营造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良好氛围，激发
了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近 ５ 年来公司研发人员
数量翻两番，评聘公司两级专家 ２５３ 名。

５） 差异化原始创新战略。 ２００４ 年，中国海油
提出“建设国际一流能源公司”的发展目标，并将
“科技领先”作为公司发展战略之一。 在充分分析
当今海洋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技术发展潮流之后，
中国海油将稠油开发、深水工程等六大技术难点确
立为重点攻关领域，建立了国家、总公司、所属单位
三级科技攻关体系，建立健全了所属单位的科研管
理部门，充实了科技管理力量，完善了科技管理职
能。 理顺科研人员发展路径，建立科技考评机制，不
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力争尽快掌握一批海洋油气
勘探开发原始创新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6　建设效果

中国海油通过建立海洋石油勘探科技创新体

系，科技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 经过 ２０ 多年的技术
发展，尤其是近几年的原始创新，中国海油已经建立
起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近海石油天然气勘探、开
发生产和工程建设技术体系，深海技术研究初见成
效。 近 ６ 年来，中国海油累计申请专利 １ ４１４ 项，获
授权专利 ５６４ 项，较 ２００４ 年以前的总和增长了 １７
倍。 共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８ 项，省部级科技
进步奖 ７６ 项。 最重要的是，通过科技创新体系的建
设，中国海油为我国建立了完整的海洋石油工业标
准体系。

中国海油研发掌握了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

重大关键技术，例如，研发掌握了海上稠油油田高效
开发技术。 该项技术主要应用于渤海油田稠油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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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工作。 渤海油田是海上油气开发的主战场，
稠油储量为 ２７ 亿 ｍ３ ，占总储量的 ６８ ％。 创造了海
上稠油油田大规模注海水强采的世界先例，创造了
海上最稠油田冷采开发的世界纪录，创造了海上稠
油油田整体实施三次采油的世界先例，建设了世界
最长距离的海底稠油混输管线。 渤海稠油产量连续
８ 年超过世界海上稠油总产量。 ２０１０ 年，渤海油田
产量突破 ３ ０００ 万 ｍ３ ，成为全国第二大油田。 中国
海油研发的稠油开发技术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被美国阿纳达科公司借鉴应用于巴西稠油油田的

开发。
中国海油还攻关掌握了台风海域永久性系泊、

稠油生产工艺优化设计等十大关键技术。 掌握了
ＦＰＳＯ（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ｏｆｆｌｏａｄｉｎｇ，浮式
生产储存卸货装置）设计建造技术。 目前，中国海
油 ＦＰＳＯ 建造周期和成本仅为国外的 ７０ ％ ～８０ ％，
ＦＰＳＯ 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支持着我国海上
原油 ７５ ％ ～８０ ％的产能。

为了开发中国南海深水海域丰富的油气资源，
加快实现由 ３００ ｍ水深向 ３ ０００ ｍ 水深作业能力的
跨越，中国海油本着“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再
创新并举”的原则，研发设计并建造包括 ３ ０００ ｍ 水
深半潜式钻井船在内的深水作业船队。 其中，“海
洋石油 ９８１”是世界最先进的第六代超深水半潜式
钻井船，工作水深为 ３ ０００ ｍ，钻井深度为 １２ ０００ ｍ，
中国海油拥有船型设计专利，该船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出坞调试。 “海洋石油 ２０１”深水起重铺管船已
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出坞调试。 这标志着中国海油作业
能力将直接跨越到 ３ ０００ ｍ 水深。

技术创新推动着企业整体实力的大幅提升。 到
２０１０ 年，中国海油油气产量也从成立之初的 ９ 万 ｔ

跃升至 ５ ０００ 万 ｔ，建成了“海上大庆”，建立起了中
国现代海洋石油工业体系。 近 ６ 年，公司销售收入
年均增长 ２７ ％，总资产年均增长 ２８ ％，净资产年均
增长 ３０ ％，再造了 ３ 个中国海油。 近 ３ 年来，中国
海油新增收益 ４６７ 亿元，新增利税 １８０ 亿元，在中央
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中连续 ４ 年获得 Ａ 级，在国际勘
探开发公司中，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 值得一提的
是，中国海油作为首个同时也是唯一的中国国企，入
选美国枟商业周刊枠２００９ 年全球最佳企业排名。
7　结语

中国海油创新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海洋

油气勘探、开发生产、工程建设和装备制造等方面的
核心技术，支撑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海洋
石油工业体系。 海洋石油工业带动了上海、天津、广
东、海南等沿海省市的经济发展。 中国海油与国内
知名院所开展长期战略合作，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
带动了我国石油科学、海洋工程、海洋环境、材料科
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ＦＰＳＯ、深水作业船队
等大型海上装备的研制建造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增强了造船、机械、钢铁、电子等行业的技术能力和
国际竞争力。 海洋工程已列为国家“十二五”战略
性新兴产业。 海洋石油大型设施与装备是流动的国
土，对昭示和维护我国海洋主权发挥着特殊的“屯
垦戍边”作用。

中国海油立足国家能源战略和自主创新战略，
改革开放，自主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海油特色
的发展之路。 中国海油将继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带动相关
产业发展做出更加积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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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of Chinese
offshore oi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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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ＮＯＯＣ） ｍａｋｅｓ ｉｔｓ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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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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