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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油田信息化管理部门统一组织信息化运维，即大运

维模式，主要内容机房基础设施、通信光缆、网络通讯

系统、服务器及存储系统、安防系统、单井数据采集系 

统、批量施工、零星软件升级等运维服务。本文将对油

田企业大运维模式下信息化项目审计中遇到的问题进行

了详细的研究。

1 大运维模式下油田信息化项目 SWOT 分析

1.1 SWOT 分析方法

SWOT 分析方法是一种企业战略分析方法，即根据

企业自身的既定内在条件进行分析，找出企业的优势、

劣势及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其中，S 代表 strength( 优势 )，

W 代表 weakness（弱势），O 代表 opportunity（机会），

T 代表 threat（威胁）。

油田信息化项目审计存在形成时间长、点多面广、

边界模糊、投入模糊、效益模糊等困难，笔者将 SWOT

分析方法引入到油田企业信息化项目审计分析，按照企

业竞争战略的分析模型来分析油田企业大运维模式下信

息化的发展策略，将优势和劣势（内部因素）、机会和

威胁（外部因素）结合起来分析，有助对大运维模式下

信息化项目投入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价，并形成一个完整

的信息化项目油田审计分析思路。本文将以 M 油田企业

信息化项目大运维之前后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大运维的

效益、效果及可挖潜环节。

1.2 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分析

为改善职工生产生活条件、降低职工劳动强度、提

升防恐应急能力、提升生产安全性，2010 年左右，M 油

田企业大胆创新、积极推进油气井远程监测建设，并按

照三步走原则（试点建设 - 推广应用 - 全面应用），逐

步开展油气生产信息化建设工作。按照信息化建设“统

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设计、统一投资、统一建设、

统一管理”原则的要求，M 企业从 2020 年实施大运维，

主要运维内容：

一是单井数据采集大运维和通用基础设施运维，占

35.96%；二是链路租赁、IT 基础设施维护、IT 重要基础

设施维保以及安全加固占 25.66%；三是专业应用系统等

占 28.08% 等。

大运维模式下信息化项目的优势 M 油田企业实施油

气生产信息项目大运维，合同工作量清单中单井数据采

集的比重大，通过对比分析，大运维后较大运维前单井

维护价格都有所下降，维护费节约 57.2 万元。实施大运

维后，统一了各项标准，可以有效降低维护费。油气生

产信息化项目在油田的信息化项目建设中占比较重，要

实现整体运维费用的持续优化，需持续关注和优化油气

生产信息化项目的大运维，发挥集中管理优势，从数据

采集、视频监控、基础设施维护等方面着力，持续降本

减费。

大运维模式下信息化项目的劣势。M 企业随着往年

投入的油田生产信息化项目需在 2017 年后陆续转资，

相关费用下降实现滚动良性趋势将面临一定困难。如果

要保持信息化维护费用的稳定、甚至下降，M 油田企

业还需细致分析信息维护费用的构成，寻找降本减费空 

间。

1.3 机会（Opportunities）、威胁（Threats）分析

油田企业结合实际情况，积极探索自主运维和大包

运维的结合，掌握技术核心，进一步实现降本减费。如

M 企业 A、B、C 厂运行的大运维和自主运维，在外部

环境影响下，各自存在机会、威胁。

A、B 厂大包运维机会：油气生产信息化项目实施

大运维后，调动了大型信息运维公司的参与积极性，大

型运维公司业务更全面，解决问题更快更准，维护质

量更高。基础设施大运维的实施，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规 

范、系统的维护标准，同时可以有效缓解甲方人员不足

问题，并有效降低成本。

A、B 厂大包运维威胁：过度依赖大包运维，容易

滋生对外部运维单位的依赖，导致信息核心技术人员缺

乏的局面。

C 厂自主运维机会：C 厂油气井较集中、井较少，

充分利用这一特点，结合实际情况，探索出自主运维方

式，不仅降低了信息设备故障维修时间，还明显降低了

信息维护成本，培养了自主的核心技术人才。

C 厂自主运维威胁：可能对环境、人员等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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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管理可能不够严谨。

通过对大运维和自主运维的机会、威胁分析，得出

审计结论：一是实施大运维后，统一了各项标准，可以

有效降低维护费。油气生产信息化项目在油田的信息化

项目建设中占比较重，要实现整体运维费用的持续优 

化，需持续关注和优化油气生产信息化项目的大运维，

发挥集中管理优势，从数据采集、视频监控、基础设施

维护等方面着力，持续降本减费。二是油田信息管理部

门应总结分析不同运维方式的优缺点，并探索新模式。

考虑到工厂人员结构、油井数量及类型、人员培训成本

等客观因素，以及油气井多面广的特点，建议探索自主

运维和大包运维的有机结合，培养和锻炼更多的信息核

心人才，为油田发展“智能制造”、打造“互联网 +”

新业态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经济新常态下，强化审计监督，是提升公司治理能

力的内在要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通过上

述运用 SWOT 态势分析方法在信息化审计项目中的应

用，分析、总结信息化成效和不足，进一步发挥信息化

建设效能和挖潜增效，助力企业决策，让审计在油田信

息化工作推动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2 大运维模式下油田信息化项目审计下步思考对策

油田大运维模式下信息化项目审计重点步骤路线如

图 1 所示。

图 1   大运维模式下信息化项目审计下步思考路线

2.1 总结审计成果应用情况

一是加强油田大运维模式下信息化项目审计查出问

题整改情况尤其是重点问题、整改疑点较大问题的核实

取证，这也是完善审计整改情况机制、提高审计整改情

况报告真实性的客观需要，也是提高审计整改效果，维

护审计监督严肃性和权威性的需要；二是针对大运维模

式下信息化项目审计前期审计成果，审查审计成果运用

情况，审计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信息化项目效益效果

方面是否发挥出来。

2.2 风险识别与评估

一是梳理信息化项目建设业务末端流程，通过访谈、

座谈、发放调查问卷和风险评估表等方式，广泛收集公

司管理层、管理部门、所属单位和审计人员的意见及对

风险的判断结果，并在信息化内部控制矩阵分析的基础

上，权衡风险，突出对重大决策、重要环节、重点单 

位、重点资金、重点项目和重大风险的审计；二是综合

平衡“风险 - 收益”“风险 - 成本”，站在公司信息化

项目内部控制顶层设计层面，围绕内部控制矩阵进行有

效性穿行测试，以此分析信息化项目建设中存在的缺陷，

确定审计重点及审计目标。

2.3 审计实施

一是采用现场审计及在线审计相结合的审计方式；

二是运用 ERP、审计查证辅助、合同管理、招投标管理

等生产经营管理系统，按照信息化项目类别，对其形成

资金建设全过程立项阶段、计划阶段、实施阶段、竣工

阶段等各环节的主要内容加以审计评级控制。

2.4 审计评价与改进

立足评价、反馈、改进，不断推进审计工作持续提 

升。明确信息化项目根据立项、计划、实施、竣工等四

个阶段分风险级别，确定风险等级与项目管理的对应关

系，从风险控制的规范性、风险评级、风险征兆、潜在

损失等方面全面查找，系统分析公司信息化管理风险和

管理薄弱环节，进行风险预警，提出应对措施和解决方

案，督促各单位整改完善。通过定期督办和后续审计，

促使审计成果得到有效运用。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油田企业信息化快速发展和“两化”

融合的推动，加强信息化项目审计工作已经成为需要完

善的经营管理业务类型，提升企业治理水平的重点审计

工作之一。营造良好的信息化项目管理效益审计环境，

综合运用现代化手段和方法，强化审计人员效能意识、

价值增值意识，信息化项目审计从合规性审计逐步向管

理效益审计、价值管理转变，不仅有助于提升油田内部

审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还能够进一步约束人员的工作

行为。油田企业应当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探索创新信息化

项目审计思路，大运维模式下利用 SWOT 分析等手段开

展审计必将取得令人瞩目的审计成果，有效促进油田信

息化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经营效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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