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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研討會屬於開放座談型，與會者多為全球石油公司之領袖人

物，所發表之議題多為當前石油產業所面臨的關鍵課題，以現場意見

交流為主要目的。會中破題旋即提到，「發展新技術、尋求合作、人

力資源管理與調度」，將是未來全球石油產業發展所會面臨的三大關

鍵議題。在目前全球油價持續低迷，未來油價又難以預測的前景下，

各大石油公司勢必須更回歸著眼於自身之技術層面，唯有先鞏固自有

的探勘與開發技術，才能將外在油價波動所帶來的衝擊降到最低。在

目前石油產業一片景氣低迷中要求得生存，削減成本看是必須的手

段，基於最低價格來選擇服務或設備供應商，也是能夠被理解的做

法。但是，以長期經營來看這不見得是正確的決策，石油公司必須得

思考所帶來的後果與影響為何，是否會因此導致優質服務公司的退

場，進而造成自己的損失，是必須思考的問題。Wood Mackenzie預測

2017年布蘭特油價平均約54美元/桶，第四季可達63美元/桶，與2016

年第四季油價相比，呈現緩慢成長；而根據預測，2017年西德州中級

原油(WTI)的價格也將不會有太大的升幅(Platts)，顯示國際上對於國

際原油價格之預測仍採取保守之態度。查德礦區乃為本公司當前最重

要的海外經營油田，在國際油價不確定性仍高的未來，如何順利推動

油田商業化量產，是身為經營人的中油管理者必須立馬思考的議題。 

 

 

關鍵詞：油價、成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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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本次研討會由國際鑽井承包商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rilling Contractors, IADC)所主辦，研討會主要針對目前國際石油業

之現況與發展，進行關鍵議題之研討，了解國際油公司在目前油價持

續低迷之情況下，未來油公司對於自身資產之管理因應之道，以及如

何在國際局勢及市場之不確定性變化下，提前做出因應策略，相關研

討內容可提供公司對於自身油氣資產管理與國外礦區投資評估之參

考。 

透過參與本研討會，可了解近幾年石油業界之上游探勘市場現

況與願景，以及目前石油產業之動態發展；此外，並能了解在當今國

際油價低迷情況下，各國際油公司如何在資產管理、成本控管、人力

調派及探勘效率上之策略與技術，提供本公司不論是在國外經營礦

區，抑或國內氣田之管理上，一個先進的思維，讓公司能適切因應低

油價所帶來的探勘與開發風險，並有效率地最大化本公司之資金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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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本出國計畫係所內編列之計畫內出國計畫案，寄望透過參與國

際油氣資產評估相關研討會，能汲取相關管理方面之手段與技術，效

率地管理公司國內外油氣資產，並提供未來參與國外油氣資產投資之

策略研擬參酌。 

本次會議分兩日進行，研討主題包含如下： 

1. 油氣市場遠景(Market Outlook) 

2. 探勘新作法(New & Different Approaches) 

3. 人力資源管理(Human Resources) 

4. 鑽機動遷新作法(A Fresh Approach to Rig Mobilization) 

5. 新穎鑽井技術(Innovative Drilling Solutions) 

6. 採購策略(Panel Procurement Strategy for an Extended Industry 

Down Cycle) 

7. 安環新思維(Health, Safety & Environment) 

8. 鑽井管理(Managed Pressure Drilling) 

 

其中全球市場遠景展望(Global Market Outlook)，主要著眼於上游

探勘市場之重要關鍵影響因子探討，以及石油工業因國際油價波動所

帶來的影響，將介紹過去兩年來之全球石油產業界巨觀經濟演變，以

及對上游探勘領域之衝擊，並從區域性面向及國家面向來探討，相信

對於即將面臨開發之查德礦區，能提供正面之策略思維。 

兩日之議程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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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照片之一 

 

會場照片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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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照片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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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 

3.1 全球探勘資本支出演變與預測 

當油價從2014年的100美元/桶，驟降至2016年第一季的30美元/

桶，石油產業第一件做的策略就是削減資本支出以求生存。但如果從

2015~2020年來分析，全球上游探勘資本支出將可能削減一兆美元($1 

trillion)(Wood Mackenzie)，此乃起因於諸多長期投資項目被擱置，石

油公司藉由削減探勘預算以釋放更多的自由資金。根據一項全球59

個石油公司之調查顯示，2014年到2016年第二季，上游探勘資本支出

削減了將近49%(約2300億美元) 。 

經濟與社會因子，將會左右全球原油需求量，大陸需求近年來驟

減，更是造成全球原油需求降低的主因。需求降低以及油價崩跌，使

得上游探勘預算的削減，更導致全球陸上鑽井數目大幅下降，尤其從

2014年到2016年為最劇烈，全球降幅約50%。其中又以美國陸上鑽井

數目降幅最大(約75%)，但2017年預測美國將會因頁岩油氣的開發，

帶動陸上鑽井數目的提升 (Douglas-Westwood)。 

反觀在未來幾年，海上鑽井數目將維持平盤，其中在深水井之鑽

井數目，預期在2018~2019年會有小幅之下修，直到2020年才有可能

略為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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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陸上及海上鑽井數目之預測 

 

3.2 全球石油產業發展未來關鍵議題與對策 

本次研討會屬於開放座談型，與會者多為全球石油公司之領袖人

物，所發表之議題多為當前石油產業所面臨的關鍵課題，以現場意見

交流為主要目的。會中破題旋即提到，「發展新技術、尋求合作、人

力資源管理與調度」，將是未來全球石油產業發展所會面臨的三大關

鍵議題。而所需要提出的相對應策略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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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續改善作業安全 

(2) 降低不必要的成本支出 

(3) 保持持續競爭力 

 

在目前全球油價持續低迷，未來油價又難以預測的前景下，各大

石油公司勢必須更回歸著眼於自身之技術層面，唯有先鞏固自有的探

勘與開發技術，才能將外在油價波動所帶來的衝擊降到最低。未來全

球上游探勘技術預期將會著眼於下列幾大領域： 

(1) 增產技術(IOR/EOR) 

(2) 地下地質模型整合 

(3) 油層最佳化管理 

(4) 鑽井技術提升 

(5) 震測處理及解釋 

 

3.3 成本管控與資產管理 

在目前石油產業一片景氣低迷中要求得生存，削減成本看是必須

的手段，基於最低價格來選擇服務或設備供應商，也是能夠被理解的

做法。但是，以長期經營來看這不見得是正確的決策，石油公司必須

得思考所帶來的後果與影響為何，是否會因此導致優質服務公司的退

場，進而造成自己的損失，是必須思考的問題。 

從經營人觀點來看，削減成本支出對服務品質所帶來的衝擊可能

為： 

(1) 因國際油價崩跌，使得2016年進入全油石油產業之成本削減

年，使得服務公司所能提供之服務品質一直下降，為亡羊補

牢，需付出更多成本進行QA/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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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短期是減少資本支出，但長期來看卻使得設備故障率提高，

已大幅增加石油公司後續維護成本。 

 

面對油價之未來持續低迷及不確定性，一味追求降低成本(Cost 

Down)並非最佳的資產管理手段，妥善創造現有資產使其效能極大

化，才是當前石油公司應走的長期經營策略，尤其需正視一個常被經

營者忽略的問題，「員工，是每個石油公司最大的資產，須妥善管理」。 

 

3.4 人力資源管理可預見之挑戰 

全球各大石油公司當前均面臨相同的人力資源管理困境與挑

戰，就是： 

(1) 員工實務經驗不足(人力換血潮) 

(2) 全球局勢瞬息萬變，人員外派安全威脅倍增 

(3) 員工對油氣探勘及開發活動之現況，缺乏計畫、執行及檢視的

能力 

(4) 員工商業敏感度不足 

為彌補上述人力資源管理之劣勢，更需仰賴強而有力之領袖，才

能在油價持續低迷的未來，將人力資產活化，創造出石油公司最大的

利益。而綜觀未來領袖應具備之特質包含： 

(1) 能善加管理各自部門績效 

(2) 能營造一個員工願意參與工作的環境與文化 

(3) 具備實踐力及經驗，並非只有學術專業 

(4) 具備開放的胸襟 

(5) 能有效率地達成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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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油公司乃是國營企業，具備獨特的國營企業文化與歷史背景，

員工之行為模式自然有別於民間企業，但一般歸納而言，影響員工行

為模式的原因不外乎下列幾項： 

(1) 公司文化 

(2) 工作態度 

(3) 個人情感(情緒控管) 

(4) 價值觀(這個工作做了，會有好處嗎?還是壞處?) 

(5) 職場倫理 

(6) 行為模式受威權領導著影響 

(7) 被說服而為 

身為石油公司之單位或部門領袖，若要妥善管理人力，除了需瞭

解上述影響員工行為模式之原因，更需要了解左右員工能力之因素。

主管普遍認為，知識與技能是主導員工能力表現之主因，但潛藏在這

兩者背後的，卻是更大的因素，員工對於自己在公司之角色定位、自

我期許(形象)、人格特質與動機，更是影響每個員工之能力表現，一

個僅具備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員工，卻忽略自己在團體裡應該扮演的角

色，或失去對自我的期許，或對任何業務的執行均有其動機論，將大

幅影響員工之能力表現，使公司或部門之績效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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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能力之冰山模型(Ice Berg model) 

 

3.5 削減成本下之因應策略 

既然降低資本支出與削減成本，是當前全球石油公司不可避免的

做法，但理應著手進行下列因應策略之規劃： 

(1) 重新聚焦在品質、驗收(交貨)、環安衛管理體系(HSE)及承包

商階段性成果追蹤。 

(2) 主動參與服務供應商之執行，以確保彼此工作目標一致。 

(3) 建立QA/QC管控團隊。 

(4) 若公正第三方無法認可服務合約成果，應傾向終止合約關係。 

 

石油公司透過上述之管理手段，長遠效益來看： 

(1) 讓承包商了解到，儘管降低成本是當前石油公司因應之道，

但現有成本已沒有再減少的空間。 

http://wiki.mbalib.com/zh-tw/%E7%8E%AF%E5%A2%83%E7%AE%A1%E7%90%86%E4%BD%93%E7%B3%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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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包商為維護該公司商譽，勢必須提供一致性的服務品質。 

(3) 最低底價者得標，將不會再是標案的主要考量；能提供品質

優良的服務與產品才是石油公司應追求的重點。 

 

3.6 未來石油產業資產配置規劃 

2014~2015年是國際油價崩跌期，2015~2016年是國際油價持續下

探期，可預期2016之後，全球將尋求新的油價波動規律。「支出控管，

資產配置」，將會是未來各大石油公司應強化的重點，可採用的策略

包含： 

(1) 改善採購效率，藉以降低開支，集中且最佳化所有開支 

(2) 透過資料分析與管理，強化庫存品管控 

(3) 使維護成本最佳化 

 

而材料管理(Material Management)更是需進行的手段，可分成兩

階段進行： 

(階段一)：知道庫存有甚麼 

 

(1) 精確的庫存及資產追蹤 

(2) 系統化使用相關物料 

 

(階段二)：知道需要甚麼 

(1) 建立物質資料表(BOM)與設備之連結 

(2) 只採購當前需要的物料，不額外備料 

(3) 最佳化庫存 

不再侷限現有服務或設備供應商，建議尋求所有可能之採購替代

方案，包含(1)考量且調查可能之替代製造商(服務供應商)；(2)引進額

外的維修供應商。如此才有機會製造服務供應商之良性競爭，使石油

公司以相同花費甚至更低廉的花費，得到更好的服務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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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議事項 

Wood Mackenzie預測2017年布蘭特油價平均約54美元/桶，第四季

可達63美元/桶，與2016年第四季油價相比，呈現緩慢成長；而根據

預測，2017年西德州中級原油(WTI)的價格也將不會有太大的升幅

(Platts)，顯示國際上對於國際原油價格之預測仍採取保守之態度。查

德礦區乃為本公司當前最重要的海外經營油田，在國際油價不確定性

仍高的未來，如何順利推動油田商業化量產，是身為經營人的中油管

理者必須立馬思考的議題。 

本次參與此研討會，意識到各國際石油公司正努力在低油價時

代，創造足以生存之獲利。總結會議上各項議題及研討結論，下列或

許是身為油田經營人的中油可努力的方向： 

(1) 派任適當之領導階層，妥善管理外派人力資產。 

(2) 尋求所有可能之設備與服務承攬商，避免發生高價採購，低品質

回收之情事。 

(3) 建立QA/QC制度或團隊，階段性管控委外服務或工程成果，並設

定停損點。 

(4) 建立庫存管理系統，活化既有庫存，採購必要設備與服務，同時

降低資本支出與積壓。 

(5) 在不違背國內政府採購法前提下，尋求採購程序之變革，加速採

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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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州中級原油(WTI)價格預測與全球油田鑽機數目之關係 

 

http://www.cnyes.com/futures/flashchart/WTIC.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