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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航运大国和造船大国，正在向着航运和造船强国迈进，但我国船舶产业发展仍面

临着内忧外患，科技综合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与国外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船舶工业面临的竞争环境更为严

峻。在日前举办的2011中国海事装备技术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产业司民用船舶处处长由淑敏指出，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船舶工业由大到强转变的关键时期，我国船企必须以转方式、调结构为主线，进一步

加快科技创新步伐，积极应对国内外航运业和海洋经济发展的新变化，顺应世界绿色造船发展的新趋势，更

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技术和品牌优势，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和效率，做强做优船舶制造业，大力提升

船舶配套业，加快壮大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打造布局合理、结构优化、技术先进、军民融合、环境友好的

现代产业体系，实现“十二五”跨越式发展。 

                内内内内忧忧忧忧外患外患外患外患            形形形形势严势严势严势严峻峻峻峻    

    从船舶工业外部形势来看，船舶工业面临的竞争环境更为严峻。“十二五”期间，航运运力和船舶建造

能力的双过剩是制约新造船市场的最大障碍。专家预计，“十二五”期间，世界年均造船需求在8000万吨左

右，不到“十一五”期间年均成交量的一半，即使未来5年世界新船需求能够达到年均1亿载重吨左右的规

模，但相对于目前全球近2亿载重吨的产能而言，仍存在很大缺口，供大于求的局面将持续较长时间。市场

有效需求不足必然会加剧产业竞争，世界造船大国之间的全面竞争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世界造船格局的一

个重要特征。 

    另外，船舶领域科技创新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特别是安全、节能、环保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要求更为迫

切。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将引领世界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潮流，国际新航线、航道变化孕育新的创新需求，安

全、节能、环保和信息技术在船舶领域的研究和应用步伐加快，国际海事新公约、新标准、新规范陆续出

台，都会对船舶的设计、建造、营运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世界造船格局深刻变革下的科技较量更加凸

显，先进造船国家着眼于后危机时代的科技制高点争夺将日趋激烈。世界主要造船国家已将绿色技术、信息

技术作为战略重点，通过提高技术壁垒来巩固和维持其竞争优势。据了解，有的国家已经启动了以“低碳船

舶”为核心的新一轮船型优化工作，计划通过4～5年时间实现船舶排放在目前的基础上降低30%的目标；还

有国家在战略规划中提出，要在2015年之前推出与IT技术结合、采用电力推进的新一代“绿色智能型船

舶”。 

    从船舶工业内部形势来看，我国船舶工业的科技综合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仍与先进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主要表现为：高技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的核心技术依赖国外，高端产品的设计、建造仍存在很多空白点；

三大主流船型缺乏品牌竞争力，市场快速反应能力亟待提高。目前，我国手持订单中70%是散货船。过去几

年，散货船一直引领新造船市场的发展，也推动了我国船舶工业国际市场份额的不断提升，但今年年初以

来，船舶市场需求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高技术船舶和海工装备引领了整个市场，使得我国船企在接单上，

特别是在接单价值上落后于韩国。韩国造船业在超大型集装箱船、钻井船、液化天然气（LNG）船等市场占

据了优势地位。 

    此外，我国船用设备自主研发和系统集成能力不足，不掌握核心技术对配套业发展存在明显抑制作用，

也使得我国本土化船用设备装船率目前仍仅为50%多，与日韩80%～90%以上的本土化率相差较大；安全、节

能、环保技术以及信息化技术、精细化管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水平不高，技术标准的研究和制定相对滞后，

这些都制约了我国造船效率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降低。 

                科技科技科技科技创创创创新新新新            解解解解忧忧忧忧良方良方良方良方    

    “十二五”期间，我国船舶工业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也面临着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跨越和赶超的历史

机遇。“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目前，我国船舶工业仍处于成长期，劳动力、技术、资本、市场等综合比

较优势依然突出。我国船企应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积极创造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目前，市场回落对全行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已开始显现，影响经济效益的不利因素正在聚集：新船价格大

幅下跌，已经回落至2004年的价格水平；造船成本正在进入上升通道，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总体呈上涨

趋势；今年年初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了2.3个百分点。因此，在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和人民币汇率波

动加大的影响下，过度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发展方式将难以为继，必须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十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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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能否在节能环保方面取得新突破，能否及时主动地应对国际新规则、新规范的变化，将成为船舶工业

能否抢抓未来市场的关键。我国船舶工业必须把推进转型升级作为中心任务，把技术进步和创新作为转型升

级的重要支撑，努力开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的新局面。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一转变？一是要依靠科技创新打造品牌优势。我国船企应围绕世界船舶科技和船

舶市场的发展趋势，结合国际海事新规范、新标准的要求，以技术先进、成本经济、建造高效为主要目标，

加强安全、节能、高效、环保等领域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加快主流船型，基础较好的高技术船舶，移动式

钻井技术、浮式生产/储存装备、海洋工程作业船和辅助船等市场需求量大的主导海工装备，以及船用柴油

机、甲板机械等优势配套设备等的升级换代，依靠技术进步提高产品性能和质量，进一步提升主力产品的综

合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二是要依靠科技创新拓展核心高端领域。应瞄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加大创新力度，掌握高技术、高附

加值产品的核心关键技术，提高超大型集装箱船、深水钻井船等高端产品的设计、建造能力和系统集成能

力，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拓展产业发展空间。重点选择若干带动性强、对提升产业竞争力具有全局性影

响的重大创新项目，将产品开发、关键技术攻关、配套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研制、样机研制或工程示范应用等

结合起来，切实提高集成创新能力。 

    三是要依靠科技创新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要在进一步加强基础共性技术研究、加快研发平台和创新能

力建设的基础上，瞄准科技前沿，增强技术储备，大力培育原始创新能力，超前开展新型动力船舶、低排放

船舶、前瞻概念性船舶等产品的研发工作，抢占未来国际竞争的技术制高点，不断提升在船舶科技发展方面

的话语权，推动我国由技术发展的跟随者逐步向引领者转变。 

    四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全面支撑产业转型。要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贡献度，以提高效率和效

益、降低消耗和排放为主要目标，加快“两化”融合，推动军用和民用技术相互转化，突破绿色设计、制造

技术和精益造船等关键技术，构建高效节能的制造体系，推动产业向集约发展的方向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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