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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造船模式——中国船舶工业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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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建立现代造船模式是中国由造船大国走向造船强国的战略选择，也是直接关系我国造船企业

生存与发展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统筹管理我国造船行业的国防科工委提出“关于加快建立现代造

船模式的指导意见”。 

    我国船舶工业在向世界造船强国目标奋进的过程中，不仅要面临日韩更加激烈的竞争，而且还将

经受市场变化、材料设备价格上涨以及汇率变动等一系列风险的考验。加快建立现代造船模式是中国

船舶工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选择，也是直接关系我国造船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一项紧迫任务。为

此，2006年5月12日，统筹管理我国造船行业的国防科工委提出“关于加快建立现代造船模式的指导意

见”（简称“指导意见”），并成立了以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金壮龙为组长的“推进建立现代造船模式

领导小组”，研究协调解决重大问题，总结推广先进典型，全面推进船舶行业建立现代造船模式。 

为什么要建立现代造船模式 

    现代造船模式首先在日本形成，是对先进造船企业造船理论和实践的总结，是以中间产品组织生

产为基本特征的总装造船模式，主要由统筹优化的造船理念、面向生产的设计技术、均衡连续的作业

流程、严密精细的工程管理和高效合理的生产组织等基本要素构成。 

    现代造船模式是提高生产效率、缩短造船周期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

近十年来，我国造船完工量由1995年的184万载重吨飞速提高到2004年的855万载重吨，翻了两番有

余，但造船技术水平与日本、韩国的差距基本没有缩小。目前，日本造船人均产值约55万美元，韩国

48万美元，而中国仅9千美元。从发展前景看，中国造船一直依赖的劳动力优势在生产效率低下和原材

料涨价的双重挤压下将逐步消失。韩国造船业起步比中国晚，但由于较早转换造船模式，目前已在水

平和效率的某些方面超过日本。国内较早引进日本现代造船模式的南通中远川崎，在国内众多造船企

业中异军突起，在造船效率、效益方面独占鳌头。可见，建立现代造船模式是中国由造船大国走向造

船强国的必经之路。  

建立现代造船模式的指导方针和奋斗目标 

    “指导意见”提出，建立现代造船模式要坚持巩固、扩展、务实、创新的方针。巩固，就是要巩

固转换造船模式的阶段性成果；扩展，就是要使转换造船模式工作从技术层面向体制、机制层面扩

展，从造船企业向设计院所和协作厂家延伸；务实，就是要讲求实效，把转模成效落实到缩短造船周

期、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上来；创新，就是要把建立现代造船模式作为重要内容，全面推进技术

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 

    奋斗目标是，到2010年，骨干造船企业基本建立起以中间产品组织生产为基本特征的总装造船模

式，造船周期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生产效率与日韩差距明显缩小。到2015年，全面建立现代造船模

式，造船周期和生产效率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关于本站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联系站长 



建立现代造船模式的基本方向和总体要求 

    “指导意见”指出，建立现代造船模式的基本方向是：1）坚持造船总装化的方向。要摒弃传统

“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模式，建立社会化大协作的总装企业模式，构建和完善总装造船体

系；2）坚持管理精细化的方向。大力推行精细化设计、精细化管理和精细化生产，消除无效劳动和资

源浪费；3）坚持信息集成化的方向。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数据库技术为手段，以CIMS系统为核心，建

立企业共享信息平台，促进设计、生产、管理一体化和壳、舾、涂作业一体化。 

    总体要求是“一改、三化、两结合”，即从改造造船生产体系入手。只有打破传统的不合理的生

产体系，才能确保建立现代造船模式工作的顺利进行；造船总装化、管理精细化、信息集成化是现代

造船模式的主要实现形式。只有结合企业的具体条件，结合产品载体，不断改进和完善，才能保证建

模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建立现代造船模式的实施要点 

  1.以总装化为主线，推进造船生产体系改造 

  合理确定企业总装化深度。充分利用本地区造船配套能力的社会资源，以降低成本、缩短造船周

期为目标，把可以通过协作外包的中间产品尽可能分流出去，使企业集中力量从事总装生产。对总装

主流程进行流程再造。要按照中间产品成品化和工序前移原则，建立分段流水作业生产线；减少管理

层级，变按专业分工的传统管理为高效、协同、精简的管理。推进中间产品专业化生产。建立布局合

理的中间产品专业化协作厂，如钢材加工、分段制造、管子加工、上层建筑加工、模块加工等中心，

总装厂和专业化协作厂形成动态联盟。同时，要把船舶配套企业纳入总装造船体系。发展批量造船。

要根据合理分工、错位竞争的原则，培育有市场、有竞争力、有特色、有效益的标准化的主导产品，

逐步形成专业化批量生产。 

  2.深化设计，为建立现代造船模式提供支撑 

  提升设计水平。提高设计合理性与正确率，缩短设计周期，确保计划执行可靠性和生产流程的顺

畅运转。要重视船舶产品数据库的建设，促进设计信息共享。深化合同设计。全面推行设计成本管

理，从源头上确保造船成本可控。尽早启动设备订货，实现船体与舾装各专业同步设计。深化生产设

计。要按照设计、生产、管理一体化的原则，全面提高中间产品壳舾涂一体化设计的完整性和中间产

品工程管理信息的完整性。推行造船前期策划。加强设计、生产、管理之间前期沟通和协调。开发三

维建模和生产过程模拟技术，提高前期策划水平。 

  3.以工程计划为导向，推进管理精细化 

  加强数据管理。要建立生产现场数据日报及反馈制度，逐步建立起系统、完整、准确的设计、生

产、管理数据系统。强化工程管理。建立和完善工程计划管理体系，充分利用计算机辅助管理工具，

提高计划与控制的精细化水平。推行复合技能制。按生产流程划定工位，按工位划定岗位，按岗位配

置技能需求，以先进的技能制劳动组织替代传统的工种制劳动组织。实施负荷平衡计划。对生产能力

与生产任务进行量化平衡分析，确定所需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数量。消除设计中的功能冗余；减少生

产过程中的非增值活动。 

  4.以信息技术为手段，促进信息集成化 

  实施造船数字化工程。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建立面向整个造船过程的信息集成系统，实现设

计、生产、管理一体化和壳、舾、涂作业一体化。提高信息集成度。加强船厂与设计院所和供应商之

间的信息整合，通过异地协同网络逐步实现区域性设计、制造、管理信息的数字化无缝连接。 

    5.围绕缩短造船周期，推进相关制造技术发展 

    1）推行分段总组造船法。要结合技术改造，配置分段总组制造场地，配备大吨位起吊设备，扩大

总组数量和重量，最大限度发挥船坞（台）核心生产资源的作用。2）发展单元组装、预舾装和模块化

技术。要大力推广机舱预舾装、上层建筑整体吊装。积极推广分段、总组预舾装技术。3）发展精度造

船和先进涂装技术。要大力推广造船精度管理与控制技术，以补偿量代替余量，实现船坞（台）无余

量搭载。要通过提高钢材预处理生产线的作业质量及跟踪补涂等手段，提高涂装效率。4）加强船坞

（台）总装工艺方法研究。围绕快速搭载、串（并）联造船、脚手架、工装设备、密性试验、高效焊



接等关键环节，开发和应用新工艺、新方法。 

    6.加强基础管理，夯实现代造船模式的基础 

    加强标准化工作。要建立覆盖经营决策、产品开发、生产设计、物资物流、品质控制等生产经营

全过程的综合业务流程，逐步形成规范、详细的管理标准、技术标准、作业标准。 

    强化预算和成本管理。要建立从前期策划开始、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的预算体系，形成完整的成

本控制系统。同时，要强化工时体系、计划体系、数据和编码体系、用工体系以及外包管理、现场管

理等基础工作。 

建立现代造船模式的相关保障措施 

    国防科工委将成立建立现代造船模式专家指导组，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企业建立现代造

船模式提供指导。各集团公司、各有关企业应成立现代造船模式推进领导小组，结合各自具体情况，

制订目标明确、切实可行的建立现代造船模式推进计划、实施细则和考核标准。 

    “指导意见”提出，要改变重硬件轻软件、重生产技术轻管理技术的倾向，加大对造船生产组织

与管理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不断跟踪先进造船企业的最新动态，不断吸收新理念和新技术。 

    “指导意见”强调，要对“十五”以来现代造船模式应用研究的成果进行细化，形成实用性强、

可操作的指导性文件。同时，要对管理和作业人员进行广泛而持久的培训，要特别重视对企业领导和

关键员工的培训，充分发挥他们在建立现代造船模式工作中的领导和骨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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