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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模式对策

卜鸿飞，吕永华，曾小东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物探研究院，山东 东营，257000）

一、引言

在大科研、大创新的当下，构建“产学研用”一

体化模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也

是把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作为

以科研为主体的科研单位，从实际出发探索构建“产

学研用”一体化模式，能有效解决成果多、转化少、

推广难的现状，从而推进油田类科研单位更好发展。

二、开展背景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而科技进步是增强企业活力，加快发展速度，

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源泉。胜利油田经过 60年的
勘探开发，已经进入开发中后期，存在勘探程度高、

开发难度大、资源接替矛盾等困难和挑战。物探研

究院作为油田的“勘探大脑”，必须“头脑风暴”为

油田增储稳产，在工作中创新探索出一条集“生产

+高校 +科研 +应用”为一体的全链条科研攻关方
式。物探院可以以生产中的难点问题为导向，借助

高校的基础理论研究优势联合攻关，以科研项目为

载体“借船出海”，攻关形成科研技术成果，再反哺

生产应用验证，从而加速科研成果直接进入市场产

业化并产生效果，最终解决“成果多、转化少、推广

难”的现状。

三、具体做法

（一）加强业财融合，创新建立院内专业化助理

队伍

科研管理是科研院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直

接服务于科研，同时科研管理的质量是影响科研院

所科研工作整体水平高低、科技成果数量和质量的

重要因素。物探院主要从科研管理部、财务资产部

以及各研究科室中抽调人员组成专门的“科研管理

服务小组”，并探索建立院内专业化助理队伍。

（二）完善科研管理机制，构建“产学研用”一体

化模式

科研管理项目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环节之一，而

让科研人员专心的钻研科研项目，则是所有科研管

理项目制度设置的根本目的。物探院从管理模式、

考核指标、奖励办法、科研管理队伍建设、科研管

理制度等方面入手，建立职责明确、运转高效、保

障有力、开放创新的管理机制，有利于提升标准化

管理水平，实现技术创新驱动发展。同时，物探院

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模式，能有效解决科研成

果与市场脱节转化难的问题，彻底打通成果转化

“最后一公里”，突破关键“技术突破-市场模式-

产业发展”一条龙转化的瓶颈，率先实现科研成果

市场化。

第一，坚持问题导向，签订校企战略合作，促

进科研创新，牢铸科研成果起始链。物探院始终坚

持问题导向，紧密结合油田勘探开发现状，通过归

类勘探开发的难点、痛点，立足油田勘探开发的需

要，来打破以往“短平快”“单打一”的合作方式。

同时，物探院还通过签订“物探院-高校”的校企

战略协议，实现产、学、研、用四大主体的密切合

作，建立起全方位、长期的合作新模式，以开展联

合攻关，形成自主创新成果。物探院建立的“科研

+实验室”测试模式，能充分发挥双方各自的优势，
增强科研队伍的创新能力，提升科研成果质量，以

此实现合作共赢。另外，物探院还以实验成果为载

体，建成岩石物理实验室，研制出了业界领先、流

程规范的中石化唯一的低频测试系统，并开展了国

内首次大规模岩石物理测试，制定了油田企业标

准，对外承接了多项测试服务项目，工业化应用能

力显著提升。

第二，优化科研管理，强化科研保障链。物探

院借助三线四区，开展“院-研究室-项目”的三

维效益评价，建立符合科研单位的项目效益考核

管理体系，从而有效填补了科研项目考核机制的空

白。同时，物探院还根据成本敏感性和收入情况，

将科研项目划分为运行无效、运行低效、边际有效

和盈利高效四个区间，通过对单个项目收入支出情

况进行分析，确定单个项目效益类别，引导科研投

入向盈利高效项目倾斜，促进研究室合理调配，优

化资源配置。科研单位精准施策，将项目中分摊的

人工、折旧全额认定收入，也大大激励了科研人员

的积极性。物探院开展高层次研究院走访调研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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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重新梳理了科研管理的流程、制度，取长补短，

制定并完善相关的管理制度，从而为科研规范标准

化夯实了基础。另外，物探院首次将财务人员纳入

“项目立项-项目研发-项目验收-项目评价-项

目转化-项目推广”全过程管理，推动双向融合，

以充分发挥财务人员在经费管理、风险防控、报表

制作等方面的经验优势，为科研人员减负减压，释

放更多活力。并且，这一做法还能推动科技成果认

定、评价、转化，帮助项目组管好钱、花好钱、用

好钱。

第三，完善沟通机制，加大推广应用，打通科

研成果转化链。“产学研用”一体化模式中，“用”占

主导地位，它既是技术创新的出发点，也是成果转

化的落脚点。“用”的过程中，首先，物探院疏通纵

向、横向沟通，在院内定时开展“科研课题工作专

题研讨会”，打通了跨专业、跨部门合作的壁垒，也

营造出了良好的科研沟通氛围。其次，物探院开展

了“研究院-采油厂”和“研究院-油公司”“手拉

手”活动，组建核心“朋友圈”，实时了解勘探开发

动向，选取实验区块、实验井测试参数，根据实施

效果制定技术参数标准，指导生产应用，实实在在

的将“科研技术”转化为“储量效益”。再次，物探

院强化科技工作宣传队伍建设，加大科技成果转化

宣传力度，借助高层次平台发声，充分利用网络平

台资源，扩大宣传的覆盖面，让更多人知道新技术

的应用情况。最后，物探院组建了专家团队到各个

油田企业进行推广，践行“送经上门”服务，让科研

成果转化市场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变为通途。 
第四，建立科研成果评价机制，夯实科研成果

价值链。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不同环节和阶段，物

探院建立了不同的评价标准。首先，物探院完善延

时评价标准，对科技成果的转化、生产以及进入市

场后环节进行分别评价，以此使评价更加准确、客

观、全面。其次，物探院持续跟踪评价，建立成果

评价系统平台，设置技术成果评价标准，对各技术

产生的效益进行分析，分档评价，并将所有的评价

过程形成信息资产，从而实现同类技术不同时期的

对比。最后，物探院坚持激励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

的导向，将技术创新创造、技术成果转化、发明专

利转化等作为评先树优重要条件，并在院层面设立

研发和推广激励奖项，以此激发人员的潜在动能。

四、实施效果

通过“产学研用”一体化模式应用，物探研究

院连续 3年科技成果转化率呈上升趋势，其中“油
藏地球物理技术”和“单点高密度地震技术”创新

团队被评为中国石化优秀创新团队。2020年油藏
地球物理技术应用于新区产能建设、老区剩余油挖

潜、未动用储量开发中，取得了良好成效，协助多

个开发单位和油公司新建产能共 38.03万吨。而单
点高密度技术系列中多个技术已在胜利东部探区

推广应用，胜利东部部署实施了单点高密度地震

11块，满次面积 2337平方千米，完成了四大富油
凹陷全覆盖。物探技术的革新冲破了“卡脖子”瓶

颈，能有效识别地下薄、小、碎、深的地质新目标，

推动勘探发展。东部地区新发现圈闭 493个，圈
闭资源量 5.3亿吨，共部署预探井 132口，完钻探
井 69口，其中油流井 50口，探井成功率 72.46%。
同时，上报了探明储量 5667.31×104t，控制储量
6127.55×104t，预测储量 10279.92×104t。按照新
增油气资源类经济效益评价计算公式，经济效益

13038.36万元，工业化应用成效显著。可以说，物
探院形成了可复制的单点高密度地震勘探技术，具

备大规模工业化应用能力，打造了中国石化物探技

术品牌。

五、指导意义

“产学研用”一体化模式对油田勘探有着重要

的指导意义，不仅适用于科研单位，对开发单位也

有着良好的推广意义。一方面，“产学研用”一体化

模式能够促进不同层次的科研课题合理布局，有助

于提升基础理论研究水平，增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能力，提高自主研发能力，促进科研人才的锻炼培

养。另一方面，勘探的最终落脚点在开发，开发单

位掌握着全流程在生产中遇到问题的全套资料，完

善“产学研用”一体化模式应用，健全“开发单位 +
研究院 +高校”的合作模式，以“用”为导向，以问
题“点”为突破口，能带动全流程配套技术自主研

发技术创新，形成一批有针对性的、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技术品牌。而这些技术品牌应用于实际生

产，能提高成果转化质量，实现低成本效益开发，

推动油藏经营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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