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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B7_B5_E8_BD_AC_E5_c67_475615.htm 中国石油辽河油田

公司（以下简称辽河油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的一个地区公司。辽河油田大胆实践，内部审计工作已

经开始从传统的以财务审计为主逐步向以管理效益审计为主

转型，并取得一定成效。 一、开展能源消耗管理情况的审计 

辽河油田是能源生产大户，又是耗能大户。辽河油田超稠油

的产量占全部原油产量的80%以上，开采稠油对油井实施蒸

汽吞吐工艺措施每年需要消耗原油约100万吨，占辽河油田年

产量的8%，市值近30亿元。针对这种情况，审计处专门对各

采油单位注气锅炉的原油燃料消耗情况进行了审计。辽河油

田在用的注气锅炉有242台，按设计标准，注气锅炉的热效率

应该达到85%以上，但审计发现其中有145台锅炉的热效率未

达到设计标准，部分热效率都在70％～80%之间。这主要是由

于设备老化、破损严重，人员操作不均衡或责任心不强等原

因造成的。为此，审计处建议有关部门组织对注气锅炉的运

行状态进行深入、系统地分析，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注气锅炉

的热效率，并对注气过程进行有效监控，减少燃料消耗的损

失。根据审计建议，有关部门制定下发了《辽河油田公司注

气系统技术管理规定》，并于当年投入了1.86亿元的资金，对

热效率未达标的注气锅炉进行了改造，安装了注气自动监控

系统。改造当年就减少原油消耗量2万余吨，价值0.64亿元；

预计只需3年即可收回投资，而且以后每年还可节约资金6000

多万元。 二、开展地面基建工程项目关联交易配置及对外招



（议）标管理情况的审计 审计处在大量的日常工程结算审计

中发现，关联交易单位承建的工程项目份额逐渐减少，绕开

招投标程序的项目屡有发生，较多的工程项目被资质较差的

公司承建，施工质量存在大量的安全隐患。针对这一情况，

审计处对2000年至2005年辽河油田基建工程项目关联交易配

置及对外招（议）标的管理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辽河油田

与存续企业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中关于基建工程项目（尤其

是100万元以上的大型项目）要优先考虑存续企业的规定没有

得到很好的落实。到2005年底，关联交易单位承建辽河油田

的基建项目份额只有16.81%，100万元以上的关系安全、寿命

的井站、管线等大型油田建设项目，关联交易单位只承建

了1/3。辽河油田大部分的工程项目都是以“一对一”的议标

方式包给了规模小、质量保证体系较差的三产企业和油田外

部施工队伍承建。审计还发现三产企业，特别是外部施工队

伍在施工过程中，存在不按设计要求施工，偷工减料、以次

充好的情况，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隐患和环境污染，给辽河

油田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风险。审计结果引起了辽河油田

领导的高度重视，公司总经理在公司生产大会和生产经营例

会上，将审计结果进行了详细通报，并要求“各二级单位和

各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审计建议，尽快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强

化基建市场管理，确保关联交易协议落实。”有关部门组织

各二级单位对工程项目进行了清理，并制定下发了《辽河油

田公司市场和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近期工作目标》、《辽河

油田公司提高基建市场施工项目招标率管理办法》和《关于

进一步加强基建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等文件。经后续审计

发现，质量保证体系比较完善的关联交易单位承建辽河油田



工程项目的份额已经提高到了25.92%，应招标的项目基本做

到100%的履行招标程序，工程质量明显得到提高，基建管理

工作得到有效改善，并降低了生产运行成本。 三、开展固定

资产投资管理审计 辽河油田每年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都

很大，以往对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审计只注重对工程项目的价

款和质量进行审计，重点关注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为

企业节约的资金数量。 近年来，审计处开始尝试在固定资产

投资计划下达前，对其可行性进行审计评估，确保投资项目

立项的科学性，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实施对原油脱水动

态自控加药工艺技术项目可行性的审计评估。辽河油田共拥

有原油处理联合站32座，原油脱水大部分采用手动加药，即

根据手动设置加药泵排量或加药比例，定量运行。由于生产

、地质等因素的影响，日常输往各联合站的含水油液量不均

匀，现有工艺系统不但造成加药量浪费，而且易使原油沉降

罐出现夹层，造成原油脱水波动。为了消除人工调解加药量

不及时和不稳定的弊端，保证原油脱水加药的连续性、及时

性和经济合理，改善原油脱水工艺运行状态和效果，减少无

效加药量，降低脱水成本，辽河油田拟对全油田联合站实施

原油脱水动态自控加药工艺系统改造，在17座联合站安装31

套原油脱水动态自控加药工艺系统，初步估算投资496万元，

投资回收期为0.8年。鉴于有关部门提供的立项报告中没有包

含经济效益论证和投资风险评估，审计处决定在该项目计划

下达前，对该项目的投资风险进行审计评估。审计处通过对

已投入使用的特油2号站装置运行条件与拟上项目的运行条件

对比发现，立项报告依据特油2号站装置投产后，年节约药

剂37.9吨，金额37.9万元，投资回收期不到一年的经济效益提



出的“减少无效加药量，按每座联合站降低加药比10mg/1吨

估算，破乳剂每吨10000元计算，17座联合站每年总液量3560

万方，每年节省药费356万元”的立项依据不能成立。因为特

油2号站加药浓度高(特油加药浓度200ppm，其他联合站都

在100ppm以下）、日处理液量大（11000方/日），因此化学

药品的节约量大，以次说明和测算不可类比的其他17座联合

站的运行效果是不科学的。经审计测算，如果17座联合站按

立项报告的计划投资额，实施动态自控加药装置，总的年节

约药费为81.4万元，平均投资回收7.4年，其中投资回收期大

于10年的有5座联合站，与特油2号站的效益对比差距很大。

因此，审计建议有关部门对该项目重新进行评估后再立项。

有关部门根据重新评估后的结果，当年只对符合实施条件的8

座联合站的14套装置进行了立项，投资224万元；取消对不符

合立项条件的17套装置的计划，节约低效投资272万元，有效

地防范了投资风险。 另外，辽河油田每年都有40亿元左右的

工程结算资金集中在12月办理。每到年底，公司机关相关管

理部门的办公室里都挤满了等待办理结算手续的人员，这不

仅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而且还有损辽河油田的

形象。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从根本上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审计处对辽河油田工程结算滞后的原因进行了审计调查，发

现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公司计划下达滞后，每年第四季度

下达的投资计划超过36个亿，占全年计划的60%以上，有些项

目的资金计划经常是到了12月中旬后，各单位全年资金分配

总体平衡后，才下达补充计划的；二是管理工作不到位，尤

其是合同金额较大、工期跨度大的项目，绝大多数都没有按

合同约定，根据工程进度和对方办理结算手续，而是全部积



压到年底集中办理，这种情况全年约有30亿，占全年结算资

金的50%左右；三是合同管理审批环节太多，一项结算需要

经过两级机关几十个部门的审查、盖章，效率低下。此外，

还有一部分施工单位故意将工程项目结算拖到年底，利用管

理部门年底工作量大、任务多，审核过程中容易出现疏漏的

情况，获取超常利润。审计报告分析指出，辽河油田现行的

管理制度在设计上存在缺陷，各类合同不管金额大小，在二

级单位管理部门审批，又全部需公司管理层进行一级审批的

制度的科学性，值得商榷。审计报告引起了公司主要领导的

重视，批示：“请审计处与有关部门结合，提出加快结算进

度的意见。”并责成由企管法规处牵头，与其他相关部门共

同研究制定了《辽河油田公司改进合同管理实施意见》。通

过对合同实行分级授权管理、改进和简化管理流程，明确各

部门管理职责等措施，加快了结算进度，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有效地解决了这个一直困扰辽河油田公司领导的问题。 

四、实施安全隐患整改资金管理情况的审计 近几年，辽河油

田每年都投入近2亿元的资金用于安全隐患的整改、治理。审

计处认为，保证安全资金的正确使用，充分发挥安全资金的

经济、政治和社会效益是内部审计部门实现高层次监督应关

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为此，审计处开展了对辽河油田安全隐

患整改资金的管理情况审计。审计发现，尽管有关部门在下

达这些资金计划时，规定的用途非常明确，但仍有部分二级

单位存在挪作他用的情况。同时，审计发现有的安全隐患整

改项目，存在较多的安全隐患，如某单位实施的“采油站三

合一更换”工程项目出现了镀锌管与仪表之间的连接电缆裸

露、无挠性管线和六分镀锌管未按要求进行防爆胶泥封口等



。审计结果引起了公司管理层的高度重视，相关管理部门主

动与审计处沟通，对审计发现的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制定了

详细的整改措施。另外，制定下发了《辽河油田公司安全隐

患整改项目暂行规定》等27个规章制度，为辽河油田安全隐

患整改工作的落实，提高安全隐患整改资金的使用效率提供

了坚实的保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