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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shore equipment to take technology improvement and brand cre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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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捍卫我国海域主权和勘探海底油气资源需要，海洋石油开发已成为国家重要战略。日前召开的2011海洋

工程学术论坛上，有关权威人士指出，在此战略背景下，业界只有共同推动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产业的跨越式

发展，才能满足我国海洋油气开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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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以来，世界海洋油气开发的年均投资额均在1000亿美元以上，2006年后超过2000亿美元，2008年

达到2600亿美元，预计2014年将达到4000亿美元以上。回顾全球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发展，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彦庆表示，世界海洋油气工业的发展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海洋油气工业萌

芽阶段（19世纪末至二战前），这一阶段世界海洋油气的发展完全由美国投资家推动。1887年美国钻探了第

一口海上油井，拉开了世界海洋油气开发的序幕，这一阶段发展较为缓慢，直到20世纪中期，美国近海石油

开发水深发展到3～4.5米，离岸距离达到1.6千米，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海洋油气开发业。第二阶段为海洋

油气工业初始发展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1947年，美国在艾利湖建成世界上首座钢质平台，世界

开始进入真正的海洋油气开发时代。20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上千家工厂为石油产业服务，海上石油初具规

模，年产量达1亿多吨。第三阶段为海洋油气工业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

阶段不仅美国海洋石油工业快速发展，而且英国、挪威、法国等欧洲国家也开始大力开发近海石油，并大量

采用美国近海石油开发技术，使本国海洋石油开发迅速发展。第四阶段为海洋油气工业进入多元阶段（20世

纪80年代以来），美国、欧洲海洋石油产量相继达到顶峰，地中海、中东、亚太地区和俄罗斯等地海洋油气

探明储量和产量的迅速增加，世界出现多个油气开发重心，海洋油气开发进入多元化时代。“目前亚洲国家

后来居上，韩国立足自身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通过制定和实施清晰的发展战略，把握住产业转移的有利时

机，迅速成为世界海工装备制造强国。新加坡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制度优势和成本优势，在修理和

改装的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海工装备设计和建造能力。”李彦庆如是说。中海石油研究总院总工程师李新仲

也表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欧洲海洋石油产量相继达到顶峰，地中海、中东、俄罗斯和亚太地区等

海域发现大量油气田，海洋石油开发随之兴起，于是世界出现多个油气开发区域，海洋油气开发也进入多元

时代。欧美通过持续创新在研发设计、工程总包、关键配套和高端海工船等领域持续进步。新加坡和韩国立

足船舶工业发展基础，承接世界海工装备产业转移，大力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中国、阿联酋、马来西

亚等国在本国海洋石油开发过程中也发展了以满足内需为主的海工装备制造业，并逐渐进军国际市场。目

前，南美和西非已成为世界海洋油气开发的重要区域。巴西、俄罗斯欲借助本国海洋油气开发的契机大力发

展造船业和海工装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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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全球海工装备产业总体竞争格局看，我国处于第三梯队。李彦庆回顾说，海洋石油开发自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起成为我国国家战略，一穷二白逼上自力更生之路。当时，我国海洋工程装备的研制基础十分薄弱。

我国尚未进行改革开放，无法开展国际合作，因此只能自力更生。唯一了解国外技术发展的窗口是国外出版

的图书、杂志，技术人员只能从中探索所需技术资料进行开发设计，船厂也是从零开始探索建造方案。石油

系统与造船系统紧密合作，共同完成了我国海工装备研制原始积累和创新，开创了我国海洋石油工程装备制

造业的历史。部分装备接近当时国际水平，“渤海一号”钻井平台和“勘探三号”半潜式钻井平台是其中典

型代表。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经济研究中心张勇慧也表示，新世纪以来，中船集团抓住国内外海洋油气开发逐渐升

温的大好契机，在海洋工程装备研发、设计、建造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进展。成功设计建造了15万吨、17

万吨和30万吨等三艘大型FPSO，具备国际FPSO市场的竞争能力；完成了3000米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海洋石

油981）的设计建造；半潜船、物探船、三用工作船、平台供应船、海洋救助船等海洋工程作业船和辅助船

也实现了批量接单和设计建造。 

    对此，李新仲也深有感触，他表示，我国海洋石油工业在创新中发展，2010年建成“海上大庆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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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历史新起点。截至2010年底,国内共建成油气田77个，拥有海上生产设施平台150座(在建10座)，铺设海

管4813公里(在建173公里)。“与2006年相比，目前我国海工装备总装建造国际市场份额有所提高，约为

10%，处于第三方阵阵营内。”李彦庆说，我国海工装备面临的竞争还是相当激烈但前景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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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船和海工装备具有天然的共通性，李彦庆表示，海工装备产业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是寡头垄断、商圈文

化、高端技术、系统复杂、行业交叉。韩国强大的船舶工业基础为其发展海工装备建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产业基础较好是其发展海工的重要优势之一。我国的独特优势是内需强劲、拥有资源、已有基础。尽管

造船与海工装备建造有天然的相似性，但海洋工程装备有自身显著的特点，海工装备有自己独特的运营模

式，海工产业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因此发展海工装备不能照搬造船业的发展模式，而应走专业化发展道路。 

    张勇慧也认为，海洋工程装备具有跨学科、跨专业、多系统集成、技术含量高的特点，创新产品的成功

研制和开发往往需要集中国内优势科研力量才能完成。因此，加强产业上下游合作，建立战略研发同盟非常

重要。同时针对行业战略性产品，加强“产、学、研、用”的合作，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开展联合研究，

共同提高技术水平。在加强国内合作的同时，也要加强与国外石油公司、工程公司的交流合作，掌握海洋工

程装备技术发展趋势，开展海洋工程项目的合作研发。对此，李新仲表示，目前深水装备的建造仅仅是为下

一步大规模深水勘探开发迈出第一步，已经拉动和促进了国内造船、钢铁、机械、电子、通讯等相关产业的

发展和技术升级，提升了国家整体科技实力和装备制造水平。随着深水勘探工作的逐步深入，深水油气田开

发和生产将陆续跟进，将会建设更多的深水装备和设施，成为相关行业发展拉动的主要驱动因素。“深水技

术和装备及开发正迎来新的产业格局。”李新仲如是说。 

    “我国海工装备发展已失去先发优势，应做好打攻坚战的准备。”李彦庆对未来海工装备发展也表示了

担忧，他表示，当前我国庞大的制造能力单靠国内需求无法满足，必须走向国际市场，应鼓励国内企业加强

国际合作，特别是与国际海工强企、石油企业开展合资合作，进入核心层，参与话语，学习海工产业规律。

对此，熔盛重工副总经理陈文军也表示，2011年上半年，全世界价值6亿美元以上的石油钻探船订单只有21

艘，全部被韩国三大企业揽入手中。 

    “中国海工”路在何方？这绝对是一个值得业界不断深思和反省的问题，仅靠通用设计图及低薪劳动力

来竞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海工”要走“科技提升”之路，更要走“品牌创造”之路。“国内大

多数企业无法单独完成高端产品研发及制造，必须形成真正联盟，共同创新。”李彦庆认为，世界海洋工程

装备向深水演进，我国现阶段应以重大市场需求为发展方向，全面提升自主研发设计能力、专业化制造能力

和关键配套水平，大力开展集成创新，积极培育原始创新能力，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开发出适应市场需求的

产品，提高产品竞争力。转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

环境污染小、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海工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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