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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评价发展历程

1.1 研究探索阶段

在 1990 年以前，油田开发的过程主要以提高产

量为核心目标，这种以产出为中心的开发模式忽视了

技术经济在油田开发中的重要性。在这一时期，油田

的开发方案和调整方案往往缺乏对技术经济因素的深

入评价和合理应用，导致了资源的不经济开发和利用。

尽管探明储量的数据为油田的开发提供了基础，但在

矿场实践中，对于如何高效、经济地开发这些储量的

方法论研究却相对滞后。这种情况在新区产能建设的

过程中尤为明显，缺乏对经济评估的重视，使得一些

开发项目在经济上并不可行，却因为追求产量的目标

而被推进。

早期，技术经济工作的核心聚焦于对基础资料的

深入分析与研究，旨在精确掌握油田开发成本及地面

建设投资的实际情况。这一时期，随着可变操作费、

固定操作费、无形资产及有形资产等经济概念的引入，

油田开发的经济评价体系得到了显著的丰富和完善。

这些概念的应用，不仅为油田开发方案的经济效益评

价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也标志着油田经济管理进

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油田开发方

案经济评价的标准程序，这一程序的建立，对于提高

油田开发项目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多个油田开发项目的经济效益进行测算和初步

评价，不仅可以合理预估项目的经济价值，还可以为

后续的开发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从而确保油田开发工

作的经济合理性和可持续发展。

1.2 快速发展阶段

自上世纪 90 年代，油田开发领域中技术经济的

作用日益凸显，实现了迅猛增长。期间，涌现出众多

创新的技术经济评估方法，这些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展

现出了极佳的效果。为实现储量管理与国际标准的快

速对接，系统性地掌握了国际上的可采储量评估现状，

对不同类型油藏的经济可采储量计算方法及相应软件

开发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形成了包括新井增油上

限、老井经济含水上限、增产措施上限、停产井增油

上限等在内的一系列技术经济政策边界，对于指导油

田生产和控制成本上涨发挥了关键作用。

随着油田开发面临着高含水率、高开采程度、高

剩余可采储量的采油速度和产量下降的挑战，这对经

济效益的提升构成了显著制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问

题，一是新区产能建设面临的困难增加，如区块规模

缩小、质量下降，以及低渗透、稠油、浅海等难以开

采的储量比例上升，导致产能建设中效率低下的井较

为常见；二是液量构成的大幅变化，例如陆地稀油油

藏中含水率超过 90% 的油井比例 20% 增加到 60%，

大量油井处于无益状态；三是老区的加密调整井和增

产措施在极高含水期的效果逐渐减弱。面对这类开发

情况，提升油田开发的经济效益，迫切需要深入进行

技术经济研究。通过回顾过去 20 年技术经济的发展

历程，总结已经形成的技术和方法，提出技术经济未

来的发展趋势，对于提升当前油田开发的经济效益具

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2 技术经济评价应用现状

2.1 开发方案经济评价

经济评估对于新开发方案的评价始于详细的调研

和资料搜集工作。这一过程涉及到根据具体油田状况，

全面搜集与地质、开发关键参数、钻探费用、油气输

送及地面设施建设投资等相关的信息，进而分析原油

和天然气的成本及其销售数据，以此确定评价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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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参数的适用范围。依据这些指标的计算方法，构

建出经济评估模型，并开发出计算程序，通过对不同

方案的经济评价指标进行计算，以选出最优方案。 在

油田开发方案的经济评价领域，该方法主要用于新区

产能建设的经济评价和开发项目的可行性分析等方面。

目前，各个油田基本上已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软件系统，

其经济评价技术在实际矿场中的应用已相当成熟。

2.2 中长远规划经济评价

对于中长远方案的经济评价，应采用现金流量分

析法进行经济评估。这种方法通过预测和计算规划期

内的现金流入和流出，评估项目的经济效益。现金流

量分析法能够提供关于项目财务可行性的重要信息，

包括净现值（NPV）、内部收益率（IRR）、投资回

收期等关键经济指标。这些指标有助于决策者理解项

目的盈利能力、风险和资金回收情况，从而做出明智

的投资决策。在进行油田中长远规划方案的经济评价

时，该方法考虑了勘探、开发投资、运营成本等多种

因素，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2.3 新增探明储量经济评价

对新发现的油气藏进行经济评估时，鉴于是初步

的可行性分析阶段，精确度自然不会太高。为了简化

评估过程，通常将所有成本转化为每吨油的成本进行

计算。考虑到油田的预期生产周期，评估时段通常设

置为 6 至 15 年，同时采用当前年度的平均油价作为

计算依据。所需的投资分为勘探和开发两大类，勘探

投资涵盖二维和三维地震勘探以及钻探探井的费用；

而开发投资则包括钻设开发井、地面设施建设、开发

期间的利息、投资调节税以及流动资金等。

在对特定区块的地质特征有了初步了解，并结合

试油、试采数据后，制定出初步的开发计划，如果项

目的内部收益率达到或超过设定标准（如 12%）且其

他经济指标符合预期，项目可视为经济可行，适合进

一步开发。这一过程涉应考虑市场、政策和技术进步

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确保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实时性。

2.4 未开发储量经济评价

对于尚未开发的油气储量，其经济评估主要采用

现金流量分析和经济极限初产量法两种方法。对于那

些储量较丰富且规模较大的区块，通常会制定一个初

步的开发计划，并通过现金流量分析来进行技术经济

评估。而对于多数储量相对较少的区块，则更倾向于

使用经济极限初产量法来进行评价。经济极限初产量

法已广泛应用于未开发储量的评估中，其操作步骤包

括：首先，基于油田具体状况，计算在不同油价和井

深下的经济极限初产量，并将其表示为曲线图；接着，

依据试油、试采数据及地质状况，估算未开发储量单

元可能实现的单井日平均初产量；最后，将此初产量

与经济极限初产量进行对比，以此来划分未开发储量

的类别。这种方法为评估未开发储量提供了一个较为

实用的框架。此外，进行敏感性分析以评估关键参数

变化对项目经济性的影响，并最终整理分析结果，撰

写经济评价报告，为开发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2.5 经济可采储量计算

经济可采储量定义为在当前井网布局、现行技术

条件和经济环境下，能从油田中提取的最大经济效益

的产油量。

这一量的估算首先需要收集关于油田的所有必要

信息，如地质数据、油藏特性、历史生产数据、现有

井网配置、采收率、油价预测、运营成本和资本开支等。

接着，通过油藏模拟软件建立油藏模型，模拟油水动

态，采用适当的方法（如迭代法、Arps 递减法、灰色

模型法等）预测未来的开发指标，如年产油量和年产

液量。随后，进行现金流量分析，包括计算预期年度

收入、估算资本开支（CAPEX）和运营成本（OPEX），

以及计算每年的净现金流量。基于这些现金流量数据，

进一步计算关键经济指标，如净现值（NPV）、内部

收益率（IRR）和投资回收期（PBP），并进行敏感性

分析以评估关键参数变化对经济指标的影响。最终，

确定当累计净现值达到最大值、而年净现金流为零时

的累积产油量，该量即为经济可采储量。整个分析过

程结束后，编制详细的经济评估报告，为油田的开发

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技术和经济

因素的综合考量，还需关注市场条件的变化。

2.6 开发技术经济政策界限

2.6.1 新井增油量经济政策界限

在特定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新井的经济极限增

油量是指其在预定的投资回收期内，累计的产值恰好

等于期间总投资的情况下的初始产量。这种计算方式

未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属于一种静态的评估方法。

在进行投资评估时，单个油井的钻探和地面设施建设

投资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在估算成本时，应参考近

年来成本变化的趋势，来预测投资回收期间的成本，

包括单井的固定成本、液体和油品的单位成本。开发

过程中的关键参数，如新井在投资回收期内的产量递

减率，也需预测，通常初产量越高，递减率也越大。

对于新区域的新井和老区域的增产调整井，其成本评

估方法存在差异。新区域新井采用全面成本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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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全部经营成本，包括财务、管理和销售费用；而

老区域的增产调整井则同时使用全面成本分析法和最

低成本分析法，后者仅涉及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中的

井下作业以及测井和试井费用。

2.6.2 油井经济极限含水率

计算油井的经济极限含水率是一种评估其持续生

产可行性的方法，涉及到多个关键参数，包括油价、

水处理费用、固定及变动运营成本等。简化的计算过

程首先是确定这些基本参数，然后通过计算日收益来

评估。

R=QoPo - QwPw - Cf - QoPv

其 中：R— 日 收 益，Qo— 日 产 油，Po— 油 价，

Qw—日产水，Pw—水处理费，Cf—固定运营成本，

Pv—每吨油变动运营成本。

当日收益等于零时，所对应的含水率即为经济极

限含水率，这个含水率标志着油井在超过此值后继续

生产将不再经济。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计算方法是基于一系列假设

和简化，实际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例如，油价和运营

成本可能会随时间变化，油井的产量也可能会随着含

水率的增加而减少。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需要

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计算方法，并考虑更多的因素。

3 油田技术经济评价发展方向

随着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和油气资源开发难度的

增加，油田技术经济评价方法的未来发展显得尤为重

要。这些评价方法不仅需要考虑油田的技术可行性，

还需评估其经济效益，以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和项目

的可持续发展。未来，油田技术经济评价方法的发展

趋势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深入应用

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油田技术经

济评价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工具。通过构建高度数字

化的油田模型，可以实现油田数据的实时采集、高效

传输和深入分析。这样不仅提高了评价的效率和准确

性，还能够实现对油田开发全过程的精细管理。同时，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应用，通过对大量历史数

据和当前数据的深入分析，能够有效预测油田的生产

性能和经济效益，为评价和决策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

未来，随着这些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应用，油田技术经

济评价将变得更加高效、智能。

3.2 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与优化

面对日益复杂化的油田开发环境，未来的油田技

术经济评价方法将趋向于构建更加综合的评价模型。

这些模型将不仅仅局限于考虑地质、工程、经济等传

统因素，还将融入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新的评价维

度，以及对相关政策法规变化的响应。通过系统的分

析和多目标优化，这种综合评价模型能够为油田开发

提供更为全面和科学的决策支持，确保油田开发项目

在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可持续性。

3.3 可持续发展与绿色评价标准的融入

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关注的加深，未

来的油田技术经济评价方法将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和

绿色评价标准。这不仅意味着评价方法需要关注项目

的经济效益，还要重视其对环境的影响和社会责任的

承担。通过引入碳排放、生态保护等绿色评价指标，

以及对可再生能源利用的考量，评价方法将促进油田

开发向绿色、低碳、环保的方向转型，实现经济效益

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3.4 开展经济采油速度研究

油田开发的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包括地质条

件的复杂性、市场价格的波动、技术进步速度等。未

来的油田技术经济评价方法将更加重视不确定性分析

和风险管理。通过采用概率统计、蒙特卡洛模拟等先

进方法，不仅可以评估不确定性因素对油田经济效益

的影响，还能够识别和评估项目面临的各种风险。通

过制定有效的风险应对策略和管理措施，增强项目的

抗风险能力，确保油田开发的稳健进行。

4 结论

展望未来，油田技术经济评价方法将朝着更加智

能化、综合化、绿色化和精细化的方向发展。这不仅

需要评价方法本身的不断创新和优化，还需要跨学科、

跨领域的合作，以及对新兴技术的深入研究和应用。

通过这些努力，油田技术经济评价将能够为油田开发

提供更加科学、可靠的决策支持，推动油气资源的高

效开发和可持细利用，为实现能源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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