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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作钧:持续不断推进创新 做全球造船业的创新领航者 

——七○八所首届船舶科技发展论坛上的发言 

发布时间:2010-12-07 13:48:44 | 来源： | 作者：  

    今天，我们迎来中船集团公司第七○八研究所成立60周年。60年来，七○八所60年来的拼搏历程，给予

了我们很多有益的思考，也给我们在后危机时代探索一条船舶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追溯人类文明历史，每一次技术创新都给人类生活和社会面貌带来了深远影响；回看船舶工业历程，它

的发展也在诉说同一个真理：从古老的帆船到今天的深海探测器，从分段建造到总段无余量造船，船舶工业

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提出新课题、不断面对新挑战、不断推出新技术的技术进步史和管理创新史。本

次国际金融危机给船舶工业带来了巨大冲击，从本质上说就是对船舶工业传统发展模式的重大挑战。在这种

局面下，谁能首先闯出新路，打破现有格局，关键在于创新。我们迫切需要一场技术革命、寻找一片新的

“蓝海”，重新将船舶工业带入新一轮的增长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船舶工业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造船大国，科

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发挥了关键作用。过去30多年间，我们逐渐摸索出了一条“依靠引进技术进入国际市场、

依靠自主创新拓展国际市场”的有鲜明特色的创新之路。但同时，我们也清晰地注意到，我国造船工业所特

有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弱化，继续通过引进技术、跟随式发展的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国际造船竞

争的要求。另一方面，世界船舶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安全、节能、环保”要求不断提高，新的规则、规范

不断推出，如果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我们将会失去参与国际造船竞争的资格。要想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造

船强国，靠跟踪研仿的科技发展模式是难以实现的，必须不断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必须有世界领先的技术

实力作支撑，必须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

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

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习近平副主席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在视察中船集团公司时也多次强调，要加强自主创新，调整产品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我

国建设成为世界造船强国。 

    为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和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精神，作为中国造船业的主力军，中船集团公司要立

志成为科技综合实力最强的世界造船企业集团，以及全球造船市场主要产品领域的创新领导者。为了在“十

二五”期间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们的核心战略就是要持续不断地推进创新，以创新赢得未来，以创新开拓

新的蓝海。 

    ——要以创新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要积极适应外部环境的新变化和内在发展的新要求，在提升规

模总量的过程中，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发展观念，大幅提高改革创新能力，推动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要素

投入转变成为“向改革要效益，靠创新求发展”的内涵式发展。 

    ——要以创新推动业务结构的调整。我们要在继续做强造船主业的同时，大力推进业务结构调整。当

前，海洋经济发展方兴未艾，船舶工业与海洋有着天然联系，走向海洋、服务海洋经济是我们的一个重要方

向。我们近阶段的战略重点是要适应海洋资源开发的需要，逐步形成从勘探钻井到开采生产、运输的海洋工

程装备产业链。而海洋工程和非船领域的拓展，必须有科技创新作为强大支撑。 

    ——要以创新推动产品结构的升级。“十二五”期间，我们要主动加强前瞻性技术研究，主动适应“低

碳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需要，积极应对国际造船规则和港口、航线的新变化，在加快主流船型升级

换代的同时，以“绿色低碳、节能减排”为主攻方向，超前开发引领市场需求的新船型，形成“生产一代、

开发一代、储备一代”的产品研发梯度。 

    ——要以创新推动综合竞争力的提升。目前，中船集团公司在硬件设施上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但

造船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差距，管理等软实力方面还仍然相对落后，这两方面都是我们亟须补上的短

板。“十二五”期间，我们要在造船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大力创新，在企业管理方面大力创新，在提升软

实力方面狠下工夫，努力在成本费用率、钢材利用率、节能减排等关键指标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不断提

高综合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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