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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工业化生产程度的不断提高,海上油气开发日趋频繁,越来

越多的海上油气平台等油气生产设施被应用。由于海上油气平台的设计寿命一般在20年左右,因

此随着投产时间的推移,我国大量的海上油气平台也逐步进入退役阶段。目前,我国对退役海上

油气平台的处置办法主要以弃置为主,再利用手段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尚不成熟。为此,文章对我

国海上退役油气平台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同时参考国际对退役油气平台再利用的经验,综合考虑

实际情况,为我国退役油气平台的处置方式提出建立健全退役油气平台再利用政策、制度和标准;

构建系统完善的退役油气平台再利用管理模式;摸索建立科学合理的退役油气平台再利用模式等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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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ine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ofthedegreeofindustrialproduction,notonlyoffshoreoilandgasdevelopmentis

becomingmoreandmorefrequent,butalsomoreandmoreoffshoreoilandgasplatformsand

otheroilandgasproductionfacilitieshavebeenapplied.Sincethedesignlifeofoffshoreoiland

gasplatformsisgenerallyabout20years,withthepassageoftimeforproduction,alargenumber

ofoffshoreoilandgasplatformsinChinahavegraduallyenteredthedecommissioningstage.At

present,thedisposalmethodsofdecommissionedoffshoreoilandgasplatformsinChinaare

mainlyabandonment,andthereusemeansandrelevantlawsandregulationsarenotyetmature.

Basedontheinternationalexperiencesinthereuseofdecommissionedoilandgasplatformsand

China'sactualsituation,thispaperinvestigatedandanalyzedthepresentsituationofChina'soff-

shoredecommissionedoilandgasplatformsandprovidedsomesuggestionsforthedisposalof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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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edoilandgasplatformsinChina.Suchasestablishingandimprovingthereusepoli-

cies,systemsandstandards;buildingasystematicandperfectreuse management mode;

exploringandestablishingascientificandreasonablereusemode.

Keywords:Decommission,Offshoreoilandgasplatform,Statusofabandonment,Limitingfactor,

Reuse,Proposal

0 引言

我国海上油气勘探开发活动开始于20世纪

60年代。1960年在南海开始钻探作业;1966年在

渤海湾建起了第一座固定式钻井平台,并钻探了

渤海第一口探井———海1井;1967年海1井试获

日产30t的原油,成为我国海域第一口出油井,从

此开始了我国海上油田开发生产活动[1]。1972年

开始,我国海洋油气工程装备研发进入高速发展

阶段,经历了约10年的技术升级,油气开采技术

和装备渐趋成熟,海上油气勘探开发活动也随之

步入高潮。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海洋油气业全

年实现增加值1494亿元,比上年增长7.2%,其

中海洋天然气产量再创新高,达到186亿m3,比上

年增长14.5%;海洋原油产量达5164万t,比上

年增长5.1%[2]。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海洋油气生产大国之

一,海上油气平台的规模和数量已迈入世界先进行

列。初步统计,国内中海油拥有固定式海上平台

259座,浮式FPSO或单点系统17座。此外,中石油

和中石化在渤海等近岸海域也拥有相当数量的人工

岛及近岸固定式采油平台。这些油气平台和人工岛

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达到或临近20年的设计退役年

限。根据统计,到2040年,国内海域将有约81个油

气田(不含在建海上油气项目)进入停产退役阶段,涉

及164座平台、3240km海底管道和2310口弃井数

量,合计重量约67.9万t[3]。

在未来,随着我国海域退役油气平台数量的不

断增加,随意处置退役油气平台不仅会对海洋环境

造成巨大危害,也会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

对于沿海经济发展和航行安全等都将造成一定的

影响。因此,如何科学地处理海上退役油气平台并

实现其价值的再利用,是我国海洋资源开发领域亟

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1 我国退役油气平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现状及基本情况

我国海上油田的开发主要由中海油进行,其生

产设施一般以钢制固定式平台或海上浮式生产设

施为主,如海上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FloatProduc-

tionStorageandOffloading,FPSO)。据统计数据,

截至2016年,中海油海上平台合计约259座,其中:

渤海海域156座、南海东部海域28座、南海西部海

域57座、东海海域17座;另外,中海油尚有FPSO
和单点系泊等海上设施约17座。除中海油外,中石

油辽河油田、大港油田、冀东油田和中石化胜利油

田也在进行滩海及极浅海油田的开发。

渤海海域油气资源丰富,水深较浅开发难度相

对较低,因此开发时间最早,海上平台最多。通过

海洋权属数据调查,目前我国渤海沿岸海域已确权

的海洋油气平台和人工岛共386座,总用海面积约

1949hm2。根据现有海洋权属数据,对用海方式进

行“平台式油气开采”和“人工岛式油气开采”口径

筛选,核对“变更登记”项目历史与现状的相关性,

整合“已注销”项目现状信息,总结出截至2020年,

我国渤海海域已确权的、已达使用期限的油气平台

和人工岛共177座。

1.2 弃置要求

理论上讲,已达使用期限的海上油气设施需进

行安全、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评估,判断是否符合再

生产的条件。如满足继续生产的条件,则应进行海

域使用权续期工作;如不能满足继续生产的条件,

那么应考虑其弃置方案。

根据《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国海

发〔2002〕21号)等法律法规规定,海上油气平台在

停止生产作业后,如果没有其他用途或合理理由,

必须进行废弃处置。海上油气平台的废弃处置是

通过将石油装置拆除、移至最终地,或就地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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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来对海上退役采油平台进行有效管理的过

程。处置方式一般有3种:原地弃置、异地弃置和改

做他用[4]。

现实中,对于退役油气平台一般是本着恢复原

状的原则,采取异地弃置的方式,即将退役油气平

台整体或部分拆除后移走,使海域恢复原有样貌或

不影响海洋主体功能。2012年5月1日,中海油有

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根据国家海洋局相关规定,对曹

妃甸1-6油田进行的拆除弃置,就属于全部拆除

弃置[5]。

1.3 弃置带来的问题

1.3.1 容易对环境造成二次伤害

一般而言,一座油气平台及其管道的使用寿命

不会少于20年。20年的时间里,已经足够油气平

台附近的海洋生态环境产生一个新的平衡。全部

拆除已有的油气平台反而可能对平台附近海域生

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6]。同时,拆除活动本身就是

一次海洋工程,对海洋环境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1.3.2 给企业造成较大经济负担

由于异地弃置需要将油气平台全部或部分拆

除后进行转移,处置费用较高。至2040年,国内仅

中海油退役海上油气平台就将达到160余座,若均

按照直接拆除的方式处置,其累计投入现金现值将

达到207亿元[3]。

1.3.3 弃置后责任归属不明

退役油气生产设施一旦完成弃置活动,相关海

域的各种环境风险将转嫁给政府和社会,对于承接

油气开发后海域使用权的使用者来说,在同等权利

义务条件下,将承担更大的风险。

1.3.4 带来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拆除作为目前主要的弃置手段,不仅需要应对

较高的技术难度,同时涉及调配多种海上工程设

备,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且不利于集约利用海

域资源。

2 影响退役油气平台再利用的限制因素

2.1 法律不健全

目前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方面的法律法规重点

关注勘探、开发和生产阶段,在海洋油气生产设施

的处置方面不足以满足现行管理需求,且专项规定

多为主管部门的部门规章、行业标准等,呈原则化

和碎片化,可参考性和可执行性较低。

2.2 责任主体及其义务不清晰

目前,我国退役油气平台弃置的责任主体仅限

于平台所有者,当退役油气平台改作他用(再利用)

时,责任主体的范围和义务可能发生改变。因此,

对于退役油气平台再利用的责任主体的范围和义

务需要重新定义。若将责任局限于作业者或者平

台所有者,则退役油气平台的再利用将缺少多方的

推动力,增加再利用的难度,导致再利用的效果不

理想。

2.3 主管部门及其职责不明确

总体来说,我国针对废弃海洋油气平台弃置的

项目工程涉及国家海洋行政、能源、税务、海监等多

项主管部门,整体流程冗余繁杂;而当退役油气平

台再利用时,除了以上管理部门外还需要增加海洋

工程建设部门及新用途管理部门等,这容易导致再

利用的申请、审批、执行、监察等一系列阶段失去有

效监督的混乱局面,可能造成再利用难以开展或执

行中产生大量复杂问题[7]。

2.4 再利用方式缺乏可参考的标准

由于政策支持的缺失,目前我国退役油气平台

的再利用方式研究及发展比较落后,没有可供参考

的再利用方式和标准。这类系统性技术标准的空

白,导致有再利用意愿的企业或者法人在选择如何

再利用退役油气平台的阶段面临困难,难以做出科

学合理的再利用决策,不能真正做到因地制宜的变

废为宝,不能充分发挥退役油气平台的最大利用

价值。

3 国外退役油气平台再利用方式

国外海上油气开采相较国内更早,时间更长,所

面临的退役油气平台弃置和再利用的问题更多。根

据相关统计数据,在未来5年内全球有超过600个

海上油气平台需要进行废弃处理,至2040年需要弃

置的海上油气平台项目将达到2000个。若对上述

油气平台采用拆除的方式处置,其处置费用将暴增

至130亿美元,较2015年的24亿美元增加了近

6倍。在处置费用增加的同时,海上油气平台的报

废处理还面临着安全、技术和环境等诸多方面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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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8-11]。在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海洋环境保护压力

的共同作用下,世界各国对退役海上油气平台的再

利用越来越重视,处理退役海上油气平台的国际趋

势也从原地和异地弃置向再利用的模式过渡,主要

有以下几种类型。

3.1 海上退役油气平台改建为人工鱼礁

将退役油气平台作为人工鱼礁材料进行“平台

造礁”是目前国际上应用最多的废弃海上油气平台

再利用的方式[12]。截至2018年4月15日,在美国

墨西哥湾已经有532座退役油气平台用于平台造

礁。在文莱和马来西亚也有相关的案例。

平台造礁的经济效益一方面体现在减少作业

者(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拆除退役海上油气平台的

费用上;另一方面体现在为人工造礁所带来的渔业

资源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相关研究者对加利福尼

亚州海上退役平台的弃置费用进行了比较:2010—

2014年该州相关海域有27座退役海上油气平台需

要进行处置,如采用完全拆除的方式进行,其费用

约14.6亿美元;如采用平台造礁(部分拆除)的方式

进行,其费用约5亿美元,成本节约近10亿美元。

以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为特点的美国

墨西哥湾中西部的平台造礁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人 工 鱼 礁 群,取 得 了 良 好 的 环 境 和 经 济 效

益[13]。每年钓鱼业收入高达180亿美元,可安排就

业人员50万人,人工鱼礁既减轻了近海捕捞强度,

增殖和保护渔业资源,修复生态环境,又可调整作

业结构,推动游钓休闲渔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还

增加渔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解决一部分人

的就业问题。

3.2 海上退役油气平台改建为旅游休闲设施

国外有多例将退役油气平台改造为旅游休闲

设施的案例,如:诗巴丹平台极限潜水度假村、美国

的海洋之星海上钻井平台博物馆及教育中心等。

除此之外,2025年,卡塔尔将在海上浮动平台上建

成一座配备152间客房、总建筑面积达35000m2,

同时可360°旋转的浮动和自动旋转式酒店。

将退役油气平台改造为旅游休闲设施,一方面

可以通过保留原有水下结构,为海洋生物提供了极

佳的屏障和栖息地,避免对海洋环境的二次破坏;

另一方面也有效提高了海洋自然资源和空间资源

的利用率,增长了海洋经济效益,为宣传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3.3 海上退役油气平台改建为军事雷达监视基地

为了保卫国家利益,海军必须保有足够的监测

力量,目前国家级的军事监测手段主要有海上战舰

巡逻和陆地雷达监测站。为了避免陆地雷达监测

盲区,监测舰队必须进行巡逻布防,这样一方面定

期巡逻会耗费大量的资源与财力;另一方面基于雷

达搜索类型的监测手段会因其特定搜索半径而受

到限制,因而战舰巡航监测仍无法完全覆盖陆上监

测的盲区,因此只能结合飞机巡逻保证监测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用于军事雷达监视基地的油气平台

改建应运而生。目前美国的海基X波段雷达已经

建成并投入测试。

3.4 海上退役油气平台改建为海上发射平台

将传统陆基发射平台迁移到海上,可以很大程

度上避免陆上发射的相关风险以及火箭发射时冷

却水的供给难题。由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和挪威

4个国家联合组建的奥德赛火箭发射平台是一种自

行半潜式移动航天器发射平台,于1997年由移动钻

机改装而成。1999年3月,Zenit-3SL型火箭从奥

德赛火箭发射平台发射,并成功地向地球静止转移

轨道发射了一颗示范卫星。目前该平台可以为

68名船员和发射系统人员提供住宿,包括生活、餐

饮、医疗和娱乐设施。

总体而言,国外关于海上退役油气平台处置办

法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经过数十年的不断调整、

演变。从最开始强制要求“完全拆除”,到目前为

止,逐渐完善了再利用方面的申请、审核和管理等

流程及要求,为海上退役油气平台再利用的实现和

推广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相关做法值得

我国予以认真研究和借鉴。

4 退役油气平台再利用建议

综合前述我国当前面临的现状和国际通行的

做法相比较,在处置退役油气平台的问题上,应以

实现相关海域空间的合理保护和有效利用为出发

点,将提高空间重复利用效率,平衡发展和保护环

境两个需求为主要目标[14]。通过加大对退役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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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再利用技术手段的研究和尝试,辅以必要的法

律规范和政策引导,摸索出一条符合我国现状的退

役油气平台废弃处置之路。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

建议。

4.1 建立健全退役油气平台再利用政策、制度和

标准

4.1.1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出台相关政策,加强退役油气平台通过再利用

向农业、旅游、科研等方面转型的政策扶持力度,细

化要求和标准,简化审批流程,增强再利用模式的

比较优势。

4.1.2 编制海上退役油气平台再利用规划

在充分评估国内外多种再利用模式的基础上,

根据不同再利用模式的要求,结合退役油气平台的

调研资料,进行海上退役油气平台再利用规划的研

究工作,编制海上退役油气平台再利用规划,以保

证科学合理的实施再利用,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

4.1.3 构建行业标准体系

建立行业标准,在现有油气生产设施弃置行业

标准的基础上,针对相关海域的再利用制定一套完

善的技术标准,避免因对相关海域不当开发造成环

境污染事件。

4.2 构建系统完善的退役油气平台再利用管理

模式

4.2.1 明确政府机构管理职能

海上退役油气平台的处置是一项涉及多领域

的系统工程,单纯依靠企业是难以完成的,政府机

构必须要在其中发挥指引、协调和监管作用,通过

行政手段,对零散海域空间资源的再利用、后油气

开发时期的环境保护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做出

统筹安排[15]。

4.2.2 拓展责任主体

根据《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废弃处置管理暂行规

定》及《海洋油气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我国规

定对于平台弃置的责任主体为作业者或者平台所

有者,但如果考虑未来发展海上设施的再利用措

施,那么所涉及的责任主体范围还应包含设施改造

利益方、享有相关权利的联合作业协议的合同方

等。因而,应灵活拓展责任主体的范围以保障设施

弃置任务的落实与开展[16]。同时针对平台相关弃

置费的收取做出原则性规定,制订相应的收费管理

方案,明确海洋油气生产设施海洋弃置费的收取和

使用办法,保证弃置管理各环节的完整性。

4.2.3 完善监管制度

再利用模式相比拆除模式而言,对监管的要求

更高,因此需要建立一支具备一定规模和技术能力

的监管队伍,形成完善的监管制度,确保再利用模

式始终在监管下运行,杜绝环保风险。

4.3 摸索建立科学合理的退役油气平台再利用

模式

根据我国现实情况,结合国际上有关退役油气

平台的再利用模式,按照“总体规划、分类利用”的

原则对相关平台设施开展再利用。初步考虑,可以

有以下几种模式。

4.3.1 改造为人工鱼礁

石油钻井平台的固定结构长期存在于海洋环

境中,各种海洋生物得以不断附着、生长、繁殖,使

平台及其附属装置周围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生态系

统,从而使平台具有了一定的生态功能,成为海洋

鱼类优良的索饵和栖息场所。将退役油气平台改

造为人工鱼礁不仅可以节省昂贵的拆除费用,还可

以修复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增殖和优化渔业资

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具有很高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4.3.2 改建为风电场设施

海上退役油气平台因其结构稳固,空间大,地

理位置理想,因此将其改建为风电场设施具有较高

的经济性和便利性。海上风电设施的主要涉海工

程一般包括:风电机组、海底输电电缆、海上升压

站。而其中,适合通过油气平台改建而成的工程设

施有风电机基础和海上升压站基础。

4.3.3 改建为旅游休闲设施

由于海上退役油气平台的长期存在,围绕其水

下结构已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海洋生态系统,另外部

分海上油气平台位于生物多样性丰富的远海地区,

因此海上油气平台具有一定的旅游休闲价值,可以

参照国外模式,将退役油气平台打造为潜水、餐饮、

垂钓一体化的旅游休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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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改建为科研观测设施

目前国内可用于海洋环境观测的海上固定观

测平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专门建造的海上固定平

台;另一种是由海上油气平台改建而成的。前者由

于建造成本高,应用单一,国内批准建设数量也极

少。而后者可充分利用广泛分布于我国近海的海

上油气平台。这些油气平台结构稳定、空间大,是

能够用于海洋环境观测的重要平台。目前,已有很

多该类平台在我国海洋环境监测体系和海洋环境

防灾减灾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渤海的锦州

油气田平台是我国每年固定的渤海海冰观测点,已

持续观测超过20年。

5 结语

随着我国海上油气平台退役数量的不断增加,

传统的弃置处置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海洋油气资源

开采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探讨更加先进、科学、

高效的替代处置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再利

用处置模式不仅可以规避退役海上油气平台弃置

带来的环境风险和作业风险,还可以集约利用资

源,充分挖掘废弃平台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因

此可作为今后我国海上退役油气平台处置的优选

模式。

针对人工鱼礁、风电场设施、旅游休闲设施、军

事设施、科研观测设施、海洋维权执法基地等多种

再利用模式,建议国内有关部门加大退役海上油气

平台再利用的研究力度,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规范,为国内有关企业依法有序开展海上退役

油气生产设施再利用提供程序参考和指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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