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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解决海相深层油气勘探开发研究工作中的技术难题，需要推动多学科协同发展、提升科技
创新能力。以科学家工作室为平台，通过建立跨学科团队、搭建共享平台、创新体制机制等方式，不

断优化完善多学科协同管理体系建设。结果发现，通过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的
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达到了提高管理效率、促进学科发展、推动研用转化的目的。实践证明，该体
系能有效促进科研管理机制创新，推动解决攻克核心技术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成为取得原创性

成果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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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technical problems in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ine deep oil and 

gas，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disciplines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the scientists' studio as the platform，the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system is continuously optimized and improve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teams，building a sharing platform，and innovating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The results found 
that by promot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disciplines，the optimal allocation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were realized，thus achieving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and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is system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mechanism，promote the solution of the new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ore 

technologies，and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achieve origin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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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学科协同管理体系 
1.1 多学科协同管理体系的内涵 

多学科协同管理体系是一种以跨学科协作为核心、以信息

技术为支撑、以资源共享为基础的综合管理模式。它涵盖了多

个学科领域，通过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

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从而达到提高管理效率、促进学科发

展、推动研用转化的目的。大量的实证分析均表明，现今各领

域面对的重大问题、挑战和危机通常需要通过多学科甚至跨学

科研究团队才能解决，基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理念可以有效促进

理论与实践转化，有利于不同学科之间相互借鉴、融合与渗透，

充分发挥各个学科的优势，为科技创新提供新的途径。 

1.2 多学科协同攻关在深层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应用的必

要性 

近年来，中国油气勘探取得了较多重要进展，然而，勘探

对象复杂化和资源品位劣质化，成为中国油气勘探开发的新特

点，同时，近十年来深层油气资源成为全球探明储量的增长主

体，多种类型碳酸盐岩（深水、深层、盐下、致密等）、被动

陆缘海相浊积岩、复杂山前带、深层页岩油气，成为未来全球

油气勘探的重大突破领域。 

此外，随着非常规页岩油气概念的出现，常规与非常规油

气成藏认识趋于统一，勘探-开发-工程一体化是必由之路。这

就使得油气勘探开发的资源领域，从常规油气藏，向非常规连

续油气带，再向盆地/超级盆地油气系统扩展。 

因此，海相深层油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基础研究领域是油

气资源的多学科综合性基础理论和应用基础研究，开展贯穿勘

探-开发-工程的跨学科交叉融合、科学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非

常有必要。 

1.3 多学科协同管理体系的应用前景 

多学科协同管理体系在能源领域应用可以起到多方面的

积极作用：（1）打破从业者的惯性思维模式，避免单一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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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理论框架指导下出现的误判；（2）鼓励学科交叉与融

合，促进多学科对复杂问题的协同攻关，最终取得突更多破性

的创新研究成果、技术及装备；（3）有助于培养创新型和复

合型专业人才，为解决能源领域更复杂问题奠定良好的基础。 

2 多学科协同管理体系应用实践 
为了推动深层油气勘探开发，围绕盆地演化中构造沉积分

异如何控制油气形成；海相深层油气以何种方式、赋存在何处、

如何流动；如何透过巨厚的地层清晰地识别和描述地质目标；

如何高效钻达深层目标等问题开展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通过

建立跨学科团队、搭建共享平台、创新体制机制等实现多学科

协同管理，并取得显著成效。 

2.1 建立跨学科团队 

建立由不同学科背景的专业人士组成的跨学科团队，是实

现多学科协同管理系统的关键。团队成员应具备共同的目标和

愿景，同时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和团队协作能力。因此，围绕

攻关目标，组建了以专家牵头的联合研究团队，该联合团队具

有海相油气勘探开发实践和研究基础，有组织海相油气勘探开

发工程的实践经验。 

2.2 搭建共享平台 

搭建一个可以实现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和协作交流的共享

平台，是多学科协同管理体系的核心。平台应具备安全性高、

稳定性好、融合性强等特点，能够满足不同学科领域打破界限、

淡化隔阂、同频共振的需求，实现原创思维、实验数据、产品

研发、现场运用及推广普及的系统集成和快速论证，实现管理

与服务的高度统一，推进高效率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攻关。 

通过共享平台，建立资源库，各合作单位、不同领域之间

进行资料、样品、成果、信息共享，避免重复科研活动，提高

效率。例如，可以第一时间掌握其他单位（课题）的已有历史

资料、最新实验数据和现场生产数据，对于及时完善基础研究

方法和调整实验测试方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研究和实践转

化的效率大幅提升。 

通过共享平台，提供科研装备、实验设备、办公资源共享

与支持，避免重复建设、有效节省经费。例如，在以往的科学

研究中，购置和升级计算机工作站等费用占设备费比例较大，

且该类物资具有可重复性和可持续使用功能，不同单位（课题）

单独购买，一定程度造成了资源浪费，该项目通过资源平台开

展共享，互相了解和借用专业设备，大大提高了设备使用率，

减少设备费用支出。此外，还有外部文献检索资源库资质等信

息资料，通过平台共享也能够提升经费使用合理性。 

通过共享平台，建立定期交流机制，促进跨课题、跨学科、

跨专业的交流。例如，项目实施期间，共组织内部学术交流会

议 60 次，赴油田现场交流 50 余次；在国际上组织专题会议 1

次，在国内承办大型研讨会 4个，国内学术交流会 7个；国内

报告 136 人次，发表会议论文 125 篇，在更深层次上建立全链

条的认识，增强学科之间、板块之间的碰撞，确保基础研究与

生产实践有机融合、互相促进。 

通过共享平台，推进师带徒和传帮带，加快复合型人才培

养。借助学科交叉融合优势，构建一体化培育体系，强化基础

研究与实践锻炼融合，有效解决了科研单位人员实践经验缺

乏、一线生产人员理论不足等问题，人才队伍建设得到了有力

提升，一批促进油气发展的科技人才和创新人才不断涌现。例

如，经过几年的共同努力，团队共培养行业知名专家、中青年

骨干和 176 名研究生提供研究平台，团队 30 余名成员获得晋

升奖励。 

2.3 创新体制机制 

创新和完善体制机制，激发科研原生动力是多学科协同管

理体系长期稳定运行的保障。要突出科研人员主体地位，为科

研人员减负，保障研究时间；优化工作流程，着力提高科研效

率；加强监督，构建科研诚信体系。 

加强制度建设，奠定体系运行的基础。通过制定明确的规

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可以规范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多学科

协同管理体系的顺利运行。例如，针对联合研究团队，制定了

一套针对性、操作性、指导性强的制度体系和规范，围绕立项

流程、经费管控、过程管理、财务报销、对外联络等，分门别

类制定了相应管理流程，确保各项工作科学规范、运行有效，

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 

靠前管理与服务，实现科研工作的统一协调。积极探索科

研、财务助理制度，为科研人员在项目预算编制和调剂、经费

支出、财务决算和验收及日常业务等方面提供专业化服务，确

保科研团队潜心研究。例如，针对联合研究团队项目大、任务

多的特点，牵头合理合并部分任务，压缩了部分课题层级，减

少原设计书中任务分解碎片化现象，进一步聚拢、形成攻关合

力，实现项目管理扁平化，提高项目管理效率；建立了财务资

料对照检查模板，对经费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资金管理和

使用情况、预算执行与调整情况进行规范，及时组织专家团队

详细梳理所有课题、专题的已发生费用凭证，对不规范的地方

进行反馈、督促整改，帮助科研人员规范费用支出，提升科研

项目财务管理质量。 

建立科研诚信体系，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例如，组织定期

开展在研项目科研诚信自查自纠工作，帮助科研团队针对相关

问题早发现、早纠正、早整改，确保各项工作高质量完成，实

现了预防与惩治并举，坚持自律与监督并重，营造诚实守信、

追求真理、崇尚创新、鼓励探索、勇攀高峰的良好氛围。 

3 多学科协同管理体系有效促进科研管理创新能力
提升 

通过四年的研究工作，借助多学科协同管理体系创新科研

管理，联合研究团队圆满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在科学研究和

人才培养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3.1 科学研究取得新进展 

研究团队创新了海相碳酸盐岩油气理论，创新了海相深层

地质评价技术，解决了高温高压模拟实验等参数测定难题，形

成了多个产-学-研-用紧密结合而且在行业内有广泛影响的创

新团队，奠定了在复杂区域海相油气富集理论和勘探开发工程

技术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3.2 人才培养得到发展 

通过搭建平台联合培养，强化基础研究与实践锻炼融合，

基本形成一支善于钻研、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油气勘探开发

科学技术研究团队。科学家和高级专家担当科技发展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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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余名来自大学、企业的青年人才担当科技主力军，潜心研

究、密切协同、奋力创新创效，一批促进油气发展的科技领军

人才和国内一流水平的创新人才不断涌现。 

4 结论 
1）建立专业齐全、层级合理的跨学科团队，是实现多学

科协同管理系统的基础； 

2）搭建满足不同学科领域打破界限、淡化隔阂、同频共

振的共享平台，是实现高效率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攻关的核

心； 

3）创新和完善体制机制，激发科研原生动力是多学科协

同管理体系长期稳定运行的保障。 

4）多学科协同管理体系可以有效促进科研管理机制创新，

推动解决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成为取

得原创性成果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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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过程是成本控制的核心环节。通过全面的监控，我们

可以实时了解工程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发现并解决成本超支

的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可以引入先进的监控技术和

管理工具，如物联网传感器、大数据分析等，对施工过程进行

实时跟踪和分析。 

同时，我们还应建立一套完善的成本控制预警机制。当实

际成本接近或超过预算时，这一机制能够及时发出预警，提醒

我们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这样，我们不仅可以确保工程项目

的顺利进行，还能有效地控制成本，实现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

最大化。 

总的来说，建筑工程成本控制的优化需要从前期策划、采

购与供应链管理以及施工过程监控等多个方面入手。只有综合

考虑各个环节，我们才能更有效地进行成本控制，实现工程项

目的长期稳定发展。 

结语： 
建筑工程管理中的项目成本控制与管理机制研究是一个

系统而复杂的课题。本文通过分析成本控制的意义、方法与管

理机制以及优化策略，旨在为建筑工程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未来，随着建筑行业的不断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持续提高，建筑

工程成本控制将会更加精细化、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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