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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在油藏增值
管理体系中的应用

 —— 以中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为例

基预算进行升级，从而使成本性态划分

更加与业务融合，并以此为基础开始推

行标准成本管理，逐步建立起成本定额

体系，以精细化管理来夯实标准成本基

础，从而推动全员成本管控体系建立，

最后引入本量利模型来揭示油藏增值管

理的潜力方向，从而发挥管理会计在油

藏增值管理过程中的作用。

二、管理会计在油藏增值管理

体系中的具体应用

（一）推行零基预算管理，精简预算

西北油田分公司在油藏增值管理过

程中，首先选择从预算管理入手，一改

之前增量预算模式，克服阻力，有序推

行零基预算。在推行零基预算的初期，

财务部门要求业务部门以实际工作量为

基础，按“费用 = 工作量 × 单价”的公

式，逐项加总形成预算需求，财务部门

再与实际工作量的统计台账进行对比，

对工作量和工作内容的增减变化原因进

行询问、审核和确认，最终汇总形成总

体预算。首次编制零基预算时，比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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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总体减少了约 20%。

（二）以作业成本法升级零基预算，

使成本性态划分更加与业务融合

在采用零基预算方法之后，虽然对

成本发生源头有所了解，但初期以单纯

工作量堆积结果来编制预算的方式，在

实践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最突出的

是部门上报工作量与油气产量的关系并

不明确，预算目标与油气田生产的技术

规律相关性不强，从而无法准确判断上

报工作量的合理性， 预算执行结果与实

际运行还存在着较多原因不明的偏差。

在认真分析了油气田生产单位的经营特

点后，尝试着引入作业成本法对零基预

算的项目分类进行改造。

引入作业成本法之后，对原有明细

预算项目按照采油作业、注水作业、输

油输气作业、油气处理作业、井下作业、

辅助生产作业、厂矿管理作业等作业过

程进行重分类，对每一个作业过程进行

动因分析，形成成本动因库。财务部门

将之前的明细预算单维度预算表改造成

为 “明细预算项目 + 作业过程”的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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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以来，国际油价出现了“过

山车”式的暴涨暴跌，对油气上游行业

的经营敲响了警钟。为增强油气田在价

格大幅波动的市场环境中的抗风险能

力，自 2009 年起，中石化西北油田分公

司开启了内部经营机制的一系列改革，

参考国外大石油公司成熟的油藏经营

理念，逐步形成了油藏增值管理经营模

式，并于 2010 年开始正式实施。在 2014

年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时，该模式对油

价下跌表现出了很好的承压能力。

一、总体设计

中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将管理会

计工具应用于油藏增值管理实践中，始

终围绕油藏增值管理体系的建设，使每

一项管理会计工具方法的应用都建立在

明确的需求基础之上，从而使管理会计

体系逐步深度融合于单位的生产经营管

理全过程。按照油藏增值管理的要求，

结合各管理会计工具的特点，西北油田

分公司以油气藏区块为单元，从改造预

算管理方式入手，引入作业成本法对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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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预算表，并在全厂开展了作业成本法

管理方法的培训工作。

双维度预算表使成本动因更加清

晰，更能够展示油气生产过程的费用发

生规律。如电费预算项目，在此前部门

上报需求时，其计算公式是 ：电费 = 全

年预测消耗电量 × 电价 ；在划分出作

业过程之后，电费的消耗就分解为采油

作业电费、注水作业电费、输油作业电

费、油气处理作业电费、厂矿管理作业

电费等五部分，而每一个作业过程发生

的电费又进一步与成本动因进行对应，

如采油作业电费计算公式进一步细化

为 ：采油作业电费 = 采液量 × 采液单

耗 × 电价。以作业成本法升级改造之后

的零基预算更贴近生产实际，预算需求

进一步与油气产量挂钩。

（三）建立标准成本体系深化零基

预算，成本管控责任更加清晰

在以作业成本法建立起成本动因体

系之后，通过对各作业过程中的成本动

因进行管控进而达到合理的资金使用效

果，就有了决策的数据分析基础。财务

部门开始推行标准成本管理，以成本动

因库为基础，从重点费用开始，逐步建

立标准成本库，即成本定额体系。

如作业过程中的电费，在“采油作

业电费 = 采液量 × 采液单耗 × 电价”

公式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按照技术标

准搭建内容更加丰富的模型化公式，如

采液量取决于油藏含水率，即 ：采液量

= 原油产量 ÷（1- 含水率）；在确定采油

作业过程的电费预算目标时，公式则扩

展为 ：采油作业电费 =[ 原油产量 ÷（1-

含水率）]× 采液单耗 × 电价。通过分

析采油作业电费模型可以发现，在原油

产量任务和电价已确定的情况下，影响

电费的因素是含水率和采液单耗，影响

含水率的主要因素是油藏情况，由地质

部门负责 ；影响采液单耗的主要因素是

油气开采工艺系统能耗水平，由工艺部

门负责。一方面，电费控制的责任部门

由原来电力管理部门单一负责的模式变

成电力管理、地质开发、工艺管理等三

个部门协同的管理模式 ; 另一方面，模

型的建立也明确了采油作业电费的挖潜

增效方向，即从降低油藏含水率和降低

采液单耗方面入手。因此，对油藏含水

率和采液单耗进行合理分析和预测，是

准确编制年度成本预算的基础，需要财

务、电力、地质、工艺等部门联合研究，

财务与业务需要进一步深度融合。

为避免对预算模型中各个变量随

意确定，在成本动因库细化为参量库之

后，财务部门组织各技术部门对参量库

中的各个参量赋予了一套标准值，形成

了标准成本库。以标准成本法编制预算

的速度也大大提高。

（四）以精细化管理夯实标准成本

基础，推动全员成本管控体系建立

标准成本的确定，在建立初期基

本以依靠专业技术人员的经验判断为

主，缺少数据和证据支撑。以电费发生

为例，采油作业过程主要发生在机械采

油方式下的抽油机等电驱消耗上，由于

各井地质状况不同，各井提液单耗有很

大的差异性。为解决标准单耗缺少实证

基础的问题，财务部门以精细化管理思

想为指导，在全厂推行了以单井、单泵、

单车等单项资产的日常消耗成本为控制

对象的新型班组经济核算模式，将主要

成本项目的管控层级下沉到班组一级。

新型班组经济核算的主要内容是 ：以

单台（套）资产为中心，逐日对资产的

单耗进行连续记录、分析和控制，以确

定资产的最佳运行状态，从而实现费用

的下降。为减轻一线班组的记录工作强

度，财务部门自主开发了网络化的班组

经济核算系统，实现了数据由班组到油

藏经营管理区到职能部门和技术部门的

共享。通过对单井等日消耗数据的长期

积累，以单井、单泵等资产设备为基础

的采液单耗、注水单耗、输油单耗的确

定有了实证数据基础。

（五）以本量利模型揭示更加宏观

的油藏增值方向

在贯彻精细化管理思想、不断整合

和丰富本单位管理会计体系的同时，对

油气田成本的性态认识也不断深化，开

始引入本量利模型更直观揭示油藏增

值管理的潜力方向。在实施作业成本法

之后，预算管理模型的建立较清晰地揭

示了各成本项目与产量目标的关系，对

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的划分有了相对

准确的依据。改造后引入的本量利分

析模型是 ：保本原油产量 =（折旧 + 折

耗 + 人员费用）÷（原油价格 - 吨油运

行费）。对采油厂的本量利模型进行分

析后，得出以下结论 ：（1）减少固定性

支出，即减少折旧、折耗和人员费用支

出，是提高油藏经营效益的一个方向 ；

（2）要继续加强对吨油运行费（即与产

量相关和与作业量相关的变动成本）的

管理，可以提高油藏经营的边际效益 ；

（3）原油价格因素对保本点的变动有重

要影响。

在对此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油田开

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结合油气田地面设

施简化优化工程，加大了资产清理和报

废强度，以减少每年负担的折旧折耗 ；

二是通过地面设施简化优化及单位组织

机构的变动，减少富余人员，以劳务派

遣方式外输至煤层气公司和储气库，降

低了人员费用 ；三是认真研究企业财务

会计准则中已开发经济可采储量的计算

政策，运用油藏增值管理，对未动用储

量提高动用程度，改变折耗系数 ；四是

加强企业战略联盟协作，将部分难采区

块以风险合作方式将成本风险转嫁到损

益表外。
（ 本 文 得 到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12BJY081> 和 湖 北 省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项目

<2012124> 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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