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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向造船强国的目标迈进时，我国必须做强船舶配套业，这早已成为业界

共识。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目前仍然有许多沟沟坎坎需要迈过。面对发展

困境，无论船配企业还是造船企业似乎都有自己的烦恼。  

  去年，无锡市江南船舶配套设备公司向用户交付了首批国产3台双体克令

吊。这批克令吊自投入使用至今，用户对产品的整体性能及售后服务比较满

意。后来，国外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为争夺客户大幅降价，虽然该公司产品仍

比国外同类产品低30万元左右，但是船厂方面认为价格优势不甚明显，其建造

的8艘后续船舶，最终选用了国外厂家的产品。事实上，目前国内与江南船配公

司有相似遭遇的船舶配套企业为数不少。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造船工业的飞速发展，国内船舶

配套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一些船配企业在2005-2007年造船市场高峰时期积攒

了一定的技术创新实力，有的还开发出可替代进口产品的技术难度较大、附加

值较高的产品。尽管这些国产船配产品的整体性能和国外同类产品不相上下，

价格又低于国外同类产品，但在国内市场上一旦与国外同行交手，落败的概率

就非常高。业内不少人士将此归咎于国内船配企业缺乏完善的全球服务网络以

及其产品技术不够成熟。然而，这其实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不少船配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可以组建全球服务网络，技术难关也能突

破，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产品开发出来了却没人要。据他们反映，企业开发

出可替代进口的船配产品后，进行市场推广时，在产品拥有同等技术指标的情

况下，即使能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也难得到国内船厂的认可，生产难以形成

一定的规模。没有一定的生产规模，企业就难以进一步改进产品性能和完善售

后服务网络。有船配企业负责人表示，在给予价格优惠的条件下，如果国内船

企更积极地使用国产船配产品，船配企业的生产就能具备一定规模，他们可以

在签证较为自由的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派驻售后服务人员，保证做

到全球服务24小时响应。令人不解的是，有的国产船配产品能够被新加坡、韩

国等国外造船企业选用，却难以进入国内某些船企指定的供货范围，尽管其价

格比国外同类产品要低不少。  

  对于是否尽可能选用国产船配产品，国内船厂也有苦衷。在关键船配产品

领域，谁的产品能被选用往往是船东的意见起决定作用，尤其是在当今的买方

市场形势下。说服船东接受国产船配产品，需要拿出相当的人力做大量的沟通

和解释工作，同时，即便成功说服船东接受国产船配产品，船厂对国内船配企

业能否百分百按时、保质、保量交付产品也心中没底，毕竟，与国外一些有几

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的船配企业相比，我国船配企业一些产品的技术和生产还

处在不断完善的阶段。“要知道，若因为船配产品质量问题影响到交船期，高

额的罚金等损失会让船厂陷人非常困难的境地甚至破产，与其费时费力买个不

甚放心的产品，不如干脆多花点钱买个平安、省事。”一家船厂负责人向记者

表示。  

  当前，为了更好地推销产品特别是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国内有的民营船配

企业开始尝试与金融机构联手，建立产品质量信誉担保体系：金融机构为企业

提供一定的产品质量信用担保额度，在规定的质保期内因船配产品质量问题而

导致的一切后果均由船配企业和金融担保机构共同承担；造船企业因改用船配

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采购费用按照一定的比例返还给船东。这样一来，造船企业

和船东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都节省了成本支出，就比较容易接受国产船

配产品。不过，这种经营模式将给船配企业增加一笔较大的保费支出，并非所

有船配企业都适用这一模式。  

  一个强大的造船产业背后，必须要有一个强大而完善的船配产业链作为支

撑，在我国快速迈向世界造船强国的进程中，船配行业的发展亟须迎头赶上，

开发出更多达到或领先于国际水平的产品。只有这样，船厂在进行物资采购时

才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控制采购成本，更好地保证船配产品的交货期，进一步

体现造船优势。业内专家表示，要改变目前国产船配产品特别是一些能替代进



口的产品上船难的现状，仅仅依靠少数船配企业和造船企业的努力远远不够，

必须将船配产业的发展提高到国家层面，进行多方面扶持，例如，鼓励国内有

能力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设立国家船舶配套产业发展基金，鼓励扶持国内船

配企业研制国内造船业发展急需的船配产品，建立较为完善的国产船配产品质

量信用担保体系，充分发挥税收、财政等政策的杠杆作用以鼓励国内船厂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采购国产船配产品等。只有通过多种措施的综合作用，我国才能

快速缩短船配业的追赶进程。 

  强船配须构筑“共助”关系  

  一直以来，业界专家都在致力探讨我国船配业发展壮大之计策，并提出了

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例如船配企业要找准切入点进军高端领域，加大技术研发

的投入，完善售后服务体系等。通过对各方观点和目前形势的分析，笔者认

为，在这一进程中，船配企业、造船企业和政府三者缺一不可，他们的作用既

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只有构筑起“共助”关系，才能推动船配业又好又快地

发展。  

  事实上，对船配企业而言，找准市场切入点，进军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

研制领域是其理想，这将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但为何不少船配企业缺乏积

极性？因为风险大。船配企业投入大量研发费用研制出产品，船厂、船东却不

一定接受，市场难以打开，最终可能得不偿失。而扎堆低端领域，虽然利润

低，但风险也小，企业的小日子还能过得去。对船厂而言，购买国内船配产品

不仅价格低廉，而且运输方便、运费低，对产品生产进度和质量进行监督也很

方便，但为何他们的积极性也不高？因为船厂要用质量去换取船东的信任，争

取订单，进口国外老牌、名牌企业的船配产品，虽然价格较高，但是有利于保

证船舶质量，让船东放心。  

  于是，船配企业等着船厂来买，船企又等着船东点头，最终谁也难以向前

迈进一步。但是，等待解决不了问题，仅依靠个别船配企业和船厂的努力也解

决不了问题，这需要政府、船厂和船配企业构筑起“共助”关系。政府必须发

挥重大事项的牵头作用和政策引导作用，正如韩国造船器材工业协同组合成立

造船海洋器材全球化支援中心，我国相关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也应促成多家企

业抱团取暖，联合进行产品研发、建设售后服务网络等。政策方面，应出台有

吸引力的税收政策鼓励船企购买国产船配产品，鼓励金融机构参与船配业发

展，设立相关基金，为企业研发和营稍等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当然，在“共

助”关系中，船厂和船配企业是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更需积极行动，并且大

中型船厂应该起到带头和主导的作用。在观念上，船厂首先要对国产船配产品

有信心，要有支持船配企业的研制工作并积极使用其产品的意识；在行动上，

既要向船东力荐，又要加强对国产船配产品质量的监督，严格把关，让船东在

使用之后对我国船配产品更加放心。对船配企业来说，不仅要研制船厂、船东

所需的产品，而且要严格控制质量，让船厂用得放心，向船东推荐也有底气，

同时，他们还必须转变观念，不能抱着“先卖产品后搞服务”的态度，而应服

务先行，以优良的服务来促进产品销售。在这方面，有的企业已经有所作为并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青岛海德威科技有限公司在正式推出其船舶压载水

处理设备之前，先用6年时间逐步建立起产品服务网络，扫清了产品营销中的服

务障碍。当然，并非每家船配企业都能靠一己之力来建设广泛的服务网络，因

此这不仅需要企业自身不断努力，而且需要政府、行业组织和船厂的大力协

助。  

  总之，要想更好地发展我国船配业，船配企业、船厂和政府三者必须同时

发力，形成合力。只有如此，船配企业才会有更大的信心和决心搞研发、强服

务，船厂才能买到又好又便宜的船配产品，最终实现国内造船产业链的协调发

展，进而更有力地支撑造船强国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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