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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相较于陆地油（气）田，海上油（气）田开发承

担更高的开发投资和运营风险，因此，海上油（气）

田在开发的过程中，往往采用滚动开发的模式进行产

能建设，即：新发现海上油（气）田依托已开发油 

（气）田生产设施进行开发。这种开发模式可以大大

降低新发现油（气）田的开发投资，同时两者都能通

过分摊费用的方式降低运营成本，实现互利双赢。

中国海上油（气）田既有通过签署产品分成石油

合同及协议的方式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发运营的合

作油（气）田，也有中方独资开发运营的自营油（气） 

田。随着中方在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方面由弱到强

的发展，以及合作油（气）田合作到期后外方的陆续

退出，目前中国海上自营油（气）田的数量远多于合

作油（气）田。

当接入油（气）田的所有者（以下简称“接入者”）

不同于被依托设施的所有者（以下简称“设施所有者”）

时，如何确定依托费成为各所有者关注的焦点，然而，

目前公开发表的文献对此鲜少涉及。根据近十年来中

国海上油（气）田依托开发的实践经验总结，本文将

提出依托费确定的一个互利双赢实操框架。

1 依托费的定义

依托费指的是，设施所有者让渡设施部分或全部

使用权并提供必要的服务，作为补偿，向接入者收取

的费用。支付依托费对于接入者而言要具备两个前提：

一是，被依托设施可以满足接入者的开发需要；二是

被依托设施可以稳定、可靠地为接入者提供运营服务。

通常依托费包括两部分：一是，被依托设施的设

施使用费，这与上述第一个前提相对应。由于接入者

没有参与被依托设施的建设，若要依托，则接入者必

须对设施所有者进行建设投资的补偿；若不依托，则

接入者需投资新建与被依托设施功能相似的设施。二

是，被依托设施的运营成本分摊，这与上述第二个前

提相对应。新油（气）田与已开发油（气）田共同使

用被依托设施，共同分摊被依托设施的运营成本。

可以这样打比方，被依托设施类似于我们日常生

活中的房屋，接入者相当于租户，被依托设施的设施

使用费相当于租户所交的房租，被依托设施的运营成

本分摊相当于租户所交的物业费、水电费等日常房屋

运营成本。

不论设施所有者收取依托费，还是接入者支付依

托费，均遵循了收入与费用的配比原则。设施所有者

收取的依托费与其建设、运营被依托设施的费用等因

素相配比，接入者支付的依托费等因素与其在新开发

项目中实现的收入相配比。

依托费考量的关键要素：

对于依托费，设施所有者希望收取尽可能高的依

托费，而接入者希望支付尽可能低的依托费，这是一

对必然的矛盾。如何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方案是依托

双方的目标。

要确定依托费，必须明晰依托费考量的两个关键

要素：一是，依托费支付方式；二是，依托费金额。

1.1 依托费支付方式

依托费支付方式直接影响依托费金额的确定。依

托费支付方式一般包括一次性支付、分期支付、按桶

油支付、按桶液支付等。

1.1.1 一次性支付

一次性支付指的是接入者在接入前按照协商结果

一次性支付所有依托费金额的支付方式。这种支付方

式很容易被设施所有者接受，因为对于设施所有者来

说依托费的收入在接入前就确定了。但这种支付方式

很难被接入者接受，因为在新油（气）田投产前，接

入者还没有来自新油（气）田的销售收入，同时还要

发生导管架平台、海底管道等的建造、安装等开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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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现金流压力很大。

1.1.2 分期支付

分期支付指的是接入者按照约定分期或分次支付

依托费金额，这种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接入者

的现金流压力。

1.1.3 按桶油支付

按桶油支付是一种最为常见的支付方式，一般在

新油（气）田投产后每月支付。接入者按照约定的桶

油依托费率、当月实际原油产量等有关量计算当月依

托费金额，向设施所有者支付。这种支付方式与接入

者来自新油（气）田的销售收入相匹配，同涨同降，即：

来自新油（气）田的销售收入高时多支付，销售收入

低时少支付。

1.1.4 按桶液支付

按桶液支付与按桶油支付类似，只不过是按照约

定的桶液依托费率、当月由被依托设施处理的来自新

油（气）田的液量等有关量计算当月依托费金额。随

着新油（气）田原油产量的递减，由被依托设施处理

的来自新油（气）田的液量并不一定减少，因此，对

于接入者来说，按桶液支付可能造成新油（气）田在

生产后期销售收入减少但依托费金额不降的情况，这

对新油（气）田生产后期的现金流将造成一定的压力。

1.2 依托费金额

依托费支付方式确定后，接下来是确定依托费金

额。依托费金额确定的基本方法是建设项目经济评价

方法，遵循“有无对比”原则。依托双方必须利用已

知的信息并对未知的信息做出合理的假设，测算出依

托费金额的下限和上限以便为依托费金额最终确定提

供依据。通常最终确定的依托费金额将介于上、下限

之间。下文以某油田 A 接入油田 B 为例，介绍依托费

金额的确定。油田 A 距离油田 B 约 10km，油田 B 已

建成平台 P 及一艘浮式储油轮 F。油田 A 的所有者不

同于油田 B 的所有者。油田 A 依托油田 B 的平台 P

及油轮 F 进行开发是总体最优方案。

1.2.1 依托费金额的下限

依托费金额的下限可以根据设施所有者为新油

（气）田接入所增加的资本性支出、运营成本、责任

义务和风险挑战等因素来确定。在没有新油（气）田

接入的情况下，应全面预测并量化油田 B 正常生产

时的产能释放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各项资本性支出等投

资、运营成本、责任义务和风险挑战等因素，并按照

公司评价油价及相关评价参数进行经济评价。在有新

油（气）田接入的情况下，应充分预测并量化油田 B

为了油田 A 接入而发生的被依托设施改造投资、扩建

投资等投资以及新增运营成本等费用，还要预测并量

化由于油田 A 接入可能带来的油田 B 停产或减产的损

失和增加的责任义务、风险挑战以及依托费带来的相

关税费（包括增值税、增值税附加等）等因素。按照

公司评价油价及相关评价参数进行经济评价，反推出

与没有新油（气）田接入情况下经济效益刚好相等的

依托费金额。此依托费金额即为油田 B 所有者所应收

取的依托费金额的下限。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经济

效益相等必须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即必须考虑折现

因素。

1.2.2 依托费金额的上限

依托费金额的上限可以根据接入者的承受能力来

确定。通过预测接入油（气）田的基础信息，如接入

油（气）田的工程方案、钻完井工作量、产量剖面等，

还要对接入者的评价油价、基准收益率要求等一系列

经济评价参数进行合乎接入者决策的合理假设，进而

反算出接入者可承受的依托费金额上限。

如果接入者除了此依托方案外，还有其他经济有

效的替代方案，则依托费金额上限可根据替代方案的

经济效益来确定，即：只要接入者支付依托费获得的

新油（气）田经济效益优于其在替代方案中获得的经

济效益，这个依托费金额对于接入者来说就是可接受

的。这里的经济效益也必须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对于油田 A 来说，除了依托油田 B 设施进行开发

外，还可租用一艘浮式储油轮 H 进行经济有效开发，

此方案称为“替代方案”。油田 B 的所有者通过对油

田 A 进行合理假设，预测出油田 A 包括工程方案、钻

完井工作量、产量剖面、油轮 H 租金及其他运营成本

等在内的基础信息，按照合理假设的油田 A 所有者的

评价油价、基准收益率要求等经济评价参数进行测算，

反推出有新油（气）田接入的情况下与“替代方案”

经济效益相等的依托费金额。此依托费金额即为油田

A 所有者所能承受的依托费金额上限。

2 依托费确定在实操过程中常遇到的问题

前文提到，通常依托费包括两部分，一是被依托

设施的设施使用费，二是被依托设施的运营成本分摊。

这两部分共同对新油（气）田的经济效益发挥影响，

因此在协商过程中可以合在一起作为一个“依托费”

概念来探讨。但是，接入者往往希望“各个击破”，

于是在协商过程中关于被依托设施的设施使用费、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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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成本分摊可能出现以下观点。

2.1 关于被依托设施的设施使用费

接入者对于被依托设施的设施使用费最常见的观

点包括：被依托设施已投用多年，账面折旧已完成，

因此，不应该收取设施使用费；被依托设施在建造的

时候并没有考虑新油（气）田的开发，现在被依托设

施处理能力还有余量，新油（气）田接入算是“搭便

车”，因此，不应该收取设施使用费。即便同意支付，

接入者往往希望象征性地支付少量的设施使用费。

设施使用费收取与支付的核心原因是被依托设施

能为新油（气）田带来经济效益，仍然类比房屋租赁

的例子，房物再陈旧，只要能满足使用要求，就一定

会收取租金，而且是按照市场行情收取租金。对于新

油（气）田来说，可以考虑基于被依托设施的市场重

置价值，按照未来受益期内新油（气）田与已开发油

（气）田的经济累产比例关系相应计算应承担的被依

托设施的设施使用费。另外，被依托设施在未来发生

的大修等投资也应当由接入者部分承担并体现到被依

托设施的设施使用费之中。

2.2 关于被依托设施的运营成本分摊

接入者对于被依托设施的运营成本分摊最常见的

观点就是：新油（气）田只能承担其为被依托设施及

已开发油（气）田所带来的增量运营成本，比如增量

油气水处理费等，因为即使新油（气）田不接入，其

他原本的运营成本仍是必然发生的。

如果接入者参与了被依托设施的建设，拥有被依

托设施的使用权，那么以上观点还有一定的道理，但

在接入者没有参与被依托设施建设的情况下，这种观

点就值得商榷了。仍然类比房屋租赁的例子，房屋再

增加一个人居住，不仅仅是增加了水电费，还涉及诸

多影响与协调。

对于被依托设施的运营成本分摊，还有一种常见

的观点，即：在新油（气）田投产后，按照其与已开

发油（气）田的当月产量比例关系计算应分摊的被依

托设施运营成本。这种观点其实是把设施所有者在其

运营管理上的历史良好实践经验以及低成本成果共享

给接入者，对接入者而言，相较于独立运营一套设施，

其运营成本已大幅降低。

3 依托费达成的底层逻辑

虽然依托双方从各自利益出发，各有观点，但争

取达成依托费、推动新油（气）田依托开发对于协商

双方来说都是努力的方向，因为这是个互利双赢的结

果。对于设施所有者而言，设施余量的闲置是一种资

源浪费，同时带来不必要的运营成本，而新油（气）

田的依托开发可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同时为设施所

有者带来增量边际效应。对于接入者而言，依托开发

新油（气）田，既减少了投资建设的时间和资金，还

可享受规模经济效应。在实践过程中，依托开发的油

（气）田往往经济效益边际，因此，达成的依托费必

须在接入者可承受的范围内。如果本海域有依托费达

成的成功案例，那么该依托费水平常被设施所有者和

接入者用于参考，但对于本油（气）田而言，达成的

依托费必须经得起质询。

4 结论

综上所述，推动新油（气）田依托开发、实现互

利双赢是接入者、设施所有者共同努力的方向。依托

费考量的关键要素包括依托费支付方式、依托费金额，

二者密切相关。依托费的确定往往通过协商达成，虽

然在协商过程中双方各有观点，其实最终关心的都是

在一定依托费支付方式下的依托费金额。依托费金额

通常包括被依托设施的设施使用费、运营成本分摊两

部分，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接入者的承受能力

或其他经济有效的替代方案决定依托费金额的上限，

设施所有者为新油（气）田接入所增加的支出、责任

及风险等决定依托费金额的下限。为了顺利达成依托

费金额，双方都会动态预测出依托费金额的上、下限，

通过协商最终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经得起质询的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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