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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施背景分析
1.1 市场的迅猛发展，作业点的增多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国家开始大力发展工业产业，
石油产业进入迅速发展时期，经过 90 年代的资源和技
术沉淀，到 20 世纪初，随着海油上游钻采技术的提升，
海洋石油产业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后勤服务产业也随之
迅猛发展。

海上工作人员的增加和设施的陆续投产，使得后勤
支持服务队伍从数量上显著增加，原来的单一平台形成
了平台群，FPSO 的加入，使海上油气产品得以更好的
处理，海上钻采出现了矿区管理模式，后勤服务产业也
随着形成了矿区内的专业团队。
1.2 规模化下管理的精细化要求

随着建设“海上大庆”号角的吹响，三大海域的石
油设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后勤服务作业点和员工队伍
增加，后勤服务队伍也由单一化的采油生活站逐渐成为
专业公司，业务种类也开始多元化，形成了集配餐服务、
保洁服务、虫害控制消杀、生活设施配套等多种业务共
同发展的局面，产业规模得到了空前的壮大。

产业的多元化和规模化，必将增加管理的难度，而
服务质量作为后勤服务型企业的生命线绝不能降低，反
而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性化要求的提高，更加受到关
注。精细化和标准化的管理要求应运而生，区域化管理
正是在精细化和标准化管理需求的呼声中出现的产物，
同时适应并促进了管理精细化和标准化的提升，在精耕
细作中带来了服务质量的提升。
1.3 区域化管理的优势

1.3.1 生产管理清晰化

渤海油田后勤服务区管理模式的探索和实施，是在
科学的分析了海上各作业点特点的基础上展开的。最初
的模式的探索始于 2010 年，并随着生产管理的实际需
求几经更新，经历了向作业区模式的变更及后续的多次
调整，生产管理架构更加清晰，同时从行政组织机构及
对业主的合同签署上都得到了进一步优化，有效的支持
了各业务工作的开展，形成了较为清晰、简洁和高效的
管理结构。

1.3.2 人力资源的整合优化

区域化管理的实施，使得人力资源无论是在管理层
还是操作层，都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更好的优化。管事作
为海上设施上配餐公司现场管理代表，全权负责现场班
组的后勤服务管理。从历史上看，各班组一直维持着一
个岗位两个管事的对倒双配模式，无论从人力成本的核
算还是从管理协调性上，都存在一定缺点。区域化后，
区域负责人在区域管理上，更好的安排了管事资源的区
域内流动和协调，减少了管事的绝对数量，从而实现了
管事配置的优化，降低了人力成本。

同样，对于区域内各班组的普通员工，通过增加班
组间员工的流动性，实现了倒班在区域内升级和人力资
源共享，大大降低了海休待岗人数，在岗位数量不变的
情况下，降低了队伍人员总数，从而降低了成本。
1.3.3 技术资源的快速“燎原”

对后勤服务企业来说，服务质量的高低是占有市场
的有力后盾，而服务质量的提升依赖于技术的掌握，以
此可见，更好的开展技术交流、学习和培训，是实现海
上后勤服务质量提升的有效手段。区域内的岗位的技术
能手，在区域内的各个班组进行就交流培训，巡回进 
行，简单易行，并切合了区域内班组员工流动的要求，
促进了员工队伍技能提升，有效的实现了技术“火光”
的“燎原”。

2 区域化管理现状分析
渤海油田后勤管理在区域化管理上尝试了多种方

法，通过多年的实践和摸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进
行了分享。但是，同时由于区域化的管理仍在探索和实
践阶段，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急需在摸索中分析发现问
题，并及时改进提升，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
2.1 区域及区域负责人名称混乱

区域名称不统一，不固定，区域名称过于啰嗦，针
对区域的“服务区、作业区、区域”等词语使用混乱，
针对各点的命名规则存在差别，不同场合使用不同名称
容易造成误解，通讯录和邮件往来等的名称就统一，给
管理工作造成了困挠。

同时，针对区域负责人的岗位名称也存在多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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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管事、区经理”等词语的混淆使用，有时候会造成
不必要的麻烦。
2.2 区域划分比较合理，但个别区域过于庞杂

区域的划分原则比较合理，结合设施特点和业主情
况进行了划分，简单明了。但是个别区域的管理范围过
于大，存在业务差异大，区域负责人对管理面和管理难
度的把握不好，造成了管理不够精细或者覆盖不足的问
题。
2.3 区域内技术交流活跃，区域之间交流不足

区域管理实施以后，各区域负责人加强了区域内的
技术流动和交流，在本区域内挑选了优秀岗位技能能手，
在所辖的区域班组间进行巡回的培训和交流，在一定程
度上提升了整个区域的技术水平，从而提升了服务质量。

但是，由于区域间的交流不足，各区域间的技术交
流和分享，仅靠组织的在陆地学习和培训远远不够，阻
碍了技术在区域间以及在整个作业公司内部的流动，造
成了区域间的技术差异的出现，从而无法对服务质量的
全面提升起到促进作用。
2.4 区域内员工流动性不足，人力资源优化待提升

针对员工的管理优化是区域化的初衷之一，就是通
过人力资源的区域内共享，优化配置，降低人工成本。
但是，个别区域内仍然存在小班组意识，阻碍了区域内
的人力资源共享程度，绝大多数班组的员工仍然较为固
定，没有实现整个区域内的比例流动。资源利用率不高，
优化的空间仍然很大，通过优化能够降低人员的持有绝
对数量，从而减少保险等隐性支出，降低公司人力持有
成本。

3 区域化规划方向
3.1 名称和分区调整

区域名称标准化是区域化优化的着手点之一，是区
域化最直观的表现。结合作业公司行政管理和班组建设
等多方面的因素，参照现有的班组建设命名情况进行更
新，同时区域负责人岗位名称统一化，区域负责人统一
定义为区经理。
3.2 组织结构优化

在对海上作业单位的部分调整和区域化划分更新以
后，作业的管理架构更加区域完整，并且组织清晰、名
称统一、一目了然，在行政、安全生产及经营管理等方
面的管理层级及管理界面都得到了固化，优化后作业公
司组织结构图：
3.3 管理原则确立

3.3.1 管理的业务内容

区域划分后，区域内的各后勤服务班组仍然负责各
自班组的各项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及行政工作，区域层
面即区域经理只负责组织管理区域内各班组之间的安全
生产、服务质量、人力资源、管事考核等工作，并负责
对区域内各班组的检查、监督和指导等工作。
3.3.2 人力资源流动原则

区域化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优化整合人力资源，这

就要求各区域经理从区域的整体出发，梳理人力资源配
置，将人员的配置从背靠背的对倒思路中走出来，减少
岗位持员数量，降低隐性人员成本。同时，区经理在区
域内各班组间，实现员工有效流动比率，打破一亩三分
地的狭隘思路。
3.3.3 管理层级界定

区域化是管理优化的成果，但是如果被误解或者利
用不好，成为管理过程中的层级增加，导致了管理的上
传下达不顺，将造成管理上的效率降低，所以区域出现
需要界定好管理层级问题。

区域层面即区经理只负责组织管理区域内各班组之
间的安全生产、服务质量、人力资源、考核等工作，区
经理不是作业公司管理部门和班组之间的上传下达的堵
车点，各业务部门的业务管理职能仍然直接对各班组，
从而确保管理的通顺，减少层级传达过程中的效率流失，
这一点至关重要，需要业务管理部门和班组高度重视并
切实执行，也是区经理需要避免踏入的雷区。
3.3.4 考核与即时奖惩

考核是激励班组管事和员工有效手段，正负激励要
适当结合。班组的员工的考核由各班组组织开展实施，
区经理参与到区域内班组管事的考核工作，有权建议公
司进行奖惩。

同时利用和督促区域内管事使用好即时奖惩这个工
具，切实有效的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士气，做好区域内
团队建设工作。

在区域管理中推行标兵制度和流动小红旗制度，以
此来表彰每月在安全生产及服务质量提升工作中成绩突
出的员工，并给以每月兑现的即使奖励。

4 持续改进
区域化管理需要不断的完善和提升，只有随着实际

环境和生产需求不断的改进，才能逐步完成，不被现实
需要所淘汰。
4.1 作业点的实时更新

区域化管理结构和名称的变更将随着作业点的变化
进行更新，包括现有区域化内作业点的变化和新增作业
点或者服务区域的变化，组织结构的更新和内容架构数
据的实时性才能确保动态管理的有效性。
4.2 管理原则有效增减

随着区域化管理的逐渐成熟以及作业公司管理优化
的推进，针对区域化的管理的要求会逐渐增多，将逐步
完善和沉淀。组织的庞杂化和系统的微观化，需要更多
的管理原则和制定的支撑，就像电脑运行法则一定，确
保组织的有效运行和模式的通畅。
4.3 管理工具的使用

随着对国家法律法规的完善和科技设备的进步，针
对餐饮服务的管理，区块链技术和实时通讯设备的投入，
增加了管理的便捷性和有效性，生产指挥系统和智慧厨
房系统的使用，推动了区域化的实现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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