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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
我国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技术实现多项新突破

2020 年，宁夏国资委加快实施创新

驱动战略，积极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

组织实施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指

导企业加大人才创新激励，创新驱动工作

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是引导企业持续加大创新投入。将

创新列为企业年度考核内容，在确定企业

经营业绩考核指标时，增加“科研创新投

入”指标，将企业研发支出视同归母净利

润，企业取得的科技创新成果划分不同档

次进行加分。2020 年监管企业科研投入增

幅高于营业收入增幅，取得各类科研成果

34 项。二是促进企业提升经营管理人才素

质。组织区属、市属国有企业盘点经营管

理领军、拔尖、后备人才 576 人，推荐 81

名优秀经营管理人员进入自治区国有企业

企业家人才库。分别在上海财经大学、宁

夏大学举办高端经营管理人才培训班、全

区财经管理业务专题培训班。扎实推进引

进人才、人才小高地等重点人才项目建设。

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合理，人才队伍结

构进一步改善。三是指导企业加大人才创

新激励。建立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与

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

定和正常增长机制。核准备案 2020 年度

工资预算方案时，对 5 名引进的高层次人

才、6 名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工资总额

时进行单列。推荐 4 名科技人才为 2020

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人选。

（文章来源：宁夏国资委）

2 月 1 日，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中国海油）获悉，“十三五”

期间，中国海油坚持创新驱动战略，通

过理论认识和科研攻关，具备了独立自

主勘探开发海洋油气资源的能力和完备

体系，实现了我国海洋石油工业的跨越

式发展。

五年来，中国海油相继攻克多项关

键核心技术，创新深水、高温高压天然

气成藏理论，突破稠油规模化热采、深

水高温高压和渤海中深层钻完井等关键

技术。自主研发的旋转导向与随钻测井

系统实现规模化商业应用；无人平台、

智能炼厂有效推动海洋石油数字化转型。

创新认识指导勘探突破

海上油气勘探开发具有高科技、高

投入的特点。“十三五”期间，中国海

油在深水深层、高温高压等领域不断开

展地质认识创新和科研攻关，先后形成

了“南海高温高压钻完井关键技术及工

业化应用”“渤海湾盆地深层大型整装

凝析气田勘探理论技术与重大发现”等

多个技术体系，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 2 项、二等奖 5 项，为我国油气增储

上产提供有力保障。

在这些技术体系支撑下，我国海上

油气勘探开发攻克多个世界级难题，取

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其中，“南海高温

高压钻完井关键技术及工业化应用”支

撑发现了 5 个高温高压气田，建成了我

国海上首个高温高压气田东方 13-1 以及

我国海上最大高温高压气田东方 13-2，

目前这套技术已在国内外全面应用，为

全面开发海洋油气资源、践行海洋强国

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渤海湾盆地

深层大型整装凝析气田勘探理论技术与

重大发现”项目指导下，我国渤海湾成

功发现千亿方大气田渤中 19-6，为油型

盆地天然气勘探打开了新局面。

五年来，中国海油新增探明石油、

天然气地质储量 13 亿吨和超 5000 亿方，

先后发现了垦利 6-1、惠州 26-6 等一批

大中型油气田，储量资源基础得到进一

步夯实。

其中，在渤海莱州湾北部发现的首

个亿吨级储量大油田垦利 6-1，打破了

该区域40余年无商业油气发现的局面；

在南海东部海域获得的惠州 26-6 重大

发现，是珠江口盆地浅水区首个大中型

油气田。

关键核心技术持续攻关

“十三五”期间，中国海油不断加强

关键核心技术装备攻关，先后启动“渤

海油田上产 4000 万吨”“南海西部油田

上产 2000 万方、南海东部油田上产 2000

万吨”重大科技专项，通过科技支撑、专

项配套、强化管理等一系列重大举措，突

破制约海上油气田上产的技术瓶颈。

聚焦低渗油气、稠油以及凝析气藏

等难动用储量，中国海油持续攻关，实

现海上稠油规模化热采的技术突破。

2020 年 9 月，我国海上首座大型稠油

热采开发平台——旅大 21-2 平台顺利

投产，标志着我国在开发开采海上稠油

和特稠油进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

在深水油气开发装备方面，为服务

我国首个自营整装深水油田流花 16-2 开

发项目，中国海油先后攻克了深水单点

系泊、电潜泵超远距离直驱变频供电、

深水流动安全保障等世界级技术难题，

自主完成了“FPSO+ 水下生产系统 + 井

下双电潜泵举升技术”方案的总体设计、

建造和安装，实现水下井口及水下采油

树的首次自主设计，进一步完善了我国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水油气开发工程

建设技术体系。

为保障我国首个深水自营大气田陵

水 17-2 开发，在全球首座半潜式储油

平台“深海一号”能源站建造过程中，

中国海油攻克大规模密闭空间作业、重

量控制、高精度总装搭载等 12 个行业

难题，在全球首创半潜平台立柱储油，

采用全球最大跨度半潜平台桁架式组块

技术及全球首次在陆地上采用船坞内湿

式半坐墩大合拢技术，是我国海洋工程

建造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中国海

油突破深水技术难关，自主建造完成了

我国应用水深最深、工艺复杂性与建造

难度最高的 1500 米深水中心管汇，为

陵水 17-2 气田项目水下生产系统提供

重要保障。

在钻井技术方面，中国海油自主研

发的旋转导向与随钻测井系统实现规模

商业化应用，2020 年累计作业 200 余

井次，一次入井成功率提升至 86.2%；

突破深水开发钻完井技术瓶颈，在陵水

17-2 气田成功应用，提速 30%。

智能转型加速提质增效

中国海油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作

为企业“1534”总体发展思路中的重要

举措，积极融入数字化创新大潮，通过

数字化转型促进管理变革，实现降本增

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十三五”期间，中国海油积极推

进数字化、智能化油气田和炼厂建设，

打造海上油气勘探开发“智慧大脑”。

中国海油加快推进生产操控中心和

生产指挥中心建设，配合岸电项目，逐

步推进海上平台无人化、台风生产模式

常态化；建成勘探开发一体化数据中心，

打造智能油田“一湖数据”，为数据集

成统一共享打下坚实基础；建成国内首

个海油工程数字化技术中心，大幅提升

装备作业效率和安全水平。

通过开展海上平台无人化、少人化

试点改造，目前已有 28 座平台实现无人

化改造，平台无人化比例达 11%，改造

后平台预计每年可节省操作费约 15%。

为改变海上信号“等风来”的状

况，中国海油升级改造海上通信链路和

基础网络，2020 年海陆通讯干线带宽

比 2018 年提升 3 倍，传输稳定性达到

99%，海陆通讯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此外，中国海油还积极开展工业互

联网建设，研究和深化北斗导航应用，

完成“中海北斗星基增强系统”一期建

设，为海上及陆上油气业务运行提供了

高质量的导航定位服务。

（文章来源：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国资国企
加快实施创新
驱动战略显成效

1 月 24 日，由中交集团主导授权中交

一公局集团经营管理的天津地铁 3 号线正

式以 PPP 模式运营，标志着国内首例轨道

交通领域地铁存量 PPP 项目开始实施。

2020 年 6 月，中交集团作为社会资

本方中标天津地铁 2、3 号线存量 PPP

项目，对已运营线路通过 TOT 模式实现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按照协议，中交

集团、神州高铁分别负责天津地铁 3 号

线、2 号线的运营工作。为保证项目顺

利运营，中交一公局集团组建的天津三

号线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积极推进相

关工作，经过 3 个月的高效准备，顺利

完成地铁 3 号线的交接。

据了解，天津地铁 3 号线全长 33.6

公里，共设车站 26 座，南起西青区天津

南站，北至北辰区小淀，途经西青、南开、

和平、河西、河北、河东、北辰 7 个行

政区，是贯穿天津中心城区西南至东北

方向的轨道交通骨干线路，于 2012 年 6

月开通试运营。

（文章来源：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国内首例地铁存量
PPP项目开始实施
中交集团正式运营
天津地铁 3号线

2020 年，浙江省属企业生产经营持

续好转，主要经济指标再创历史新高。

全年营业收入首次突破万亿大关，达 1.14

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445 亿元，同比

增长 15.6%、10.6%；年末资产总额 1.59

万亿元、净资产 6067 亿元，同比增长

17.6%、13.1%。

2020 年的成绩为“十三五”画上了圆

满句号。“十三五”时期，浙江省属企业

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均达“万亿级”，利

润总额站稳“400 亿级”，分别是 2015 年

的 1.7 倍、1.87 倍、1.77 倍，营业收入、利

润总额年均分别增长 13.3%、12.1%。

（文章来源：浙江省国资委）

浙江省属企业 2020
年营业收入突破万亿

2月 1日 10时，在杭绍台铁路建设施工

现场，随着中国铁建所属中铁十一局施工

人员将首对500米长钢轨安全平稳地铺设

到位，标志着我国首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

铁——杭绍台铁路工程全面进入铺轨阶段。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开始全线铺轨

杭绍台铁路是国内首批 8 个社会资本

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中铁十一局承担

全线正线 445 公里的长轨铺设和 13 公里

的联络线长轨铺设，并承建临海市境内

27.848公里线路的路基、桥涵、梁场隧道、

2020年末，广西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

资产负债率70.96％，实现2020年年末比2017

年年末降2个百分点左右的目标（下降1.91个

百分点），负债率压降至近7年最低水平。

广西国资委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压降至近 7年最低水平

广西国资委创新举措，多点发力，

支持国有企业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债务结

构，完善国有企业多渠道资本补充机制，

积极推动国有企业兼并重组，加快“僵

通信信号等，以及杭绍台铁路和甬台温铁

路并线设置的共用车站——临海站。

据了解，该项目建成运营后，将接入

长三角地区高铁网，与沪昆高铁、商合杭

高铁、宁杭高铁、杭黄高铁等连通。届时，

杭州与台州之间的铁路出行时间将由目前

的2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左右，对构建

浙江省内“1小时交通圈”，助力长三角地

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来源：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尸”及特困企业处置；设置资产负债率

警戒线和管控线，资产负债率超过管控

线企业的商业投资列入负面清单；充分

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将资产负债

率指标纳入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内

容。通过以上措施，促进资产负债率持

续压降，成效显著。

（文章来源：广西国资委）

2020年受疫情影响，各行各业都受到

了冲击，南宁市国资委监管企业充分发挥经

济“压舱石”作用，充分履行社会责任，积

极投身重大项目建设，带动城市经济发展。

根据监管企业财务快报统计，南宁市

国资委监管企业“十三五”期间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逾 1700 亿元，其中 2020 年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330.7亿元，同比增长7.23%，

为首府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南宁市国资委监管企业在“十三五”

期间完成各类重大项目 438 个，以服务

民生的重点工程项目为主，充分彰显了

国企社会责任的履行。邕江综合整治和

开发利用工程顺利完成，南宁国际会展

中心改扩建工程、国际旅游中心（一期

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广西文化艺术中心、

凤岭综合客运枢纽站、南宁农产品交易

中心和老南宁·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

等项目投入运营。南宁地铁 1、2、3 号

线顺利开通，广西体育中心高质量服务

“十三五”广西南宁国资委监管企业完成固投逾 1700 亿元

山东省国资委将混改作为国企“倒计时”改革重要内容

山东省国资委将混合所有制改革作

为国企“倒计时”改革的重要内容，通

过资产证券化、引进战略投资者、入股

非公企业、员工持股等方式，深入落实

混改三年（2019-2021）工作计划，各项

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全年有 248 户企业完成混改或实施二

次混改，吸引各类资本 269.51 亿元，混改

户数占比达到 68.9%。全年完成重大资本

运营事项 12 个，资产证券化率 56.77%。

1 月 27 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和保障国际国内重大赛事活动，广西文

化艺术中心建成运营。地铁 4 号线首通

段和 2 号线东延线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

开通试运营，南宁地铁形成“四线齐发、

八方通达”新格局；G322/358 南宁至宾

阳至黎塘公路项目 2020 年 11 月 20 日正

式开工；轨道交通站乘一体化（TOD）、

双定循环产业园、威宁青运村等一批重

大项目全面建设，稳步推进。

为助力强首府战略推进，合众、天

际两个新能源汽车项目全面施工，产品

研发按计划有序进行；南宁产投创新产

业园已有中车铝材、广西先进铝加工创

新中心、湖北美科等项目入驻。

为推动固定资产项目投资，按时完成

重大项目施工，市国资委监管企业积极开

展融资业务，“十三五”期间设立基金、

项目公司、融资平台公司等累计超过40个，

融资近千亿元助力城市快速发展。

（文章来源：广西国资委）

山东省属企业 2020 年经济运行情况新闻

发布会，通报了山东省属企业 2020 年经

济运行和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

山东省国资委和省属企业认真落实中央

和山东决策部署，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

生产经营，坚决“把疫情造成的损失夺

回来”，全年经济运行呈现“低位开局、

快速修复、稳步回升”的态势。根据省

属企业财务快报，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

23 户省属企业资产总额 35949 亿元，同

比增长 10.6%；所有者权益总额 11275 亿

元，同比增长 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总额 5583 亿元，同比增长 9.2%。

资产负债率 68.6%，环比下降 0.12 个百分

点，较年初下降 0.82 个百分点。省属企

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7286 亿元，同比增

长 12.7%；实现利润 706 亿元，同比下降

9.3%，考虑政策性疫情影响 107 亿元（免

收高速通行费 98 亿元、房租减免 9.1 亿

元），同比增长 4.5％。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 1725 亿元，同比增长 12.7%。上缴税

费总额 738 亿元，同比增长 2.8%。

据介绍，山东省国资委组织起草了

山东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细

化分解为 106 项任务，每项任务都明确

了具体工作措施、完成时限、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同时，指导各市、各省属企

业结合实际制定各自的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截至目前，山东省属企业

已全部完成方案制定工作，16 市中已有

11 市正式出台，其余 5 市也都进入审议

决策程序。

（文章来源：山东省国资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