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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运载装备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基础支撑，我国在建设海洋强国、制造强国、交通强国的战略需求下，亟需加快推进

海洋运载装备技术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文针对我国海洋运载装备技术与产业未来发展问题，研判了世界海洋运载装备

在市场、海洋科学研究与资源开发、绿色智能技术方面的发展需求，从船舶与海洋工程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总体设计与总

装建造、信息与通信导航、动力与配套机电等方面分析了当前世界海洋运载装备的技术现状与产业格局，总结了世界海洋运

载装备的先进前沿技术。研究指出，近期海洋运载装备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为极地航行船舶技术、船舶智能制造技术、船舶

优化节能技术等 5 个方面的突破性关键技术，建议设立智能船舶工程、超级生态环保船舶科技专项、船舶全生命周期运维保

障科技专项。从顶层设计、政策引导、资金投入、协同创新、人才建设和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海洋运载装备发展

的对策建议，以期为船舶工业主管部门和“产学研用”相关机构前瞻布局技术研究方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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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ine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is the basic support to build a strong marine country. To promote the marine, 
manufacturing, and transportation sectors, China needs to accelerat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marine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This study aims a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ine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First, the demands of marine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were proposed for future markets,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marine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gree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hen th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status of the 
world’s marine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wer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higher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general design and 
assembly,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as well as power and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Meanwhile, the world’s 
advanced technologies of marine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were summarized. Next, th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industrial status 
of China’s marine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main problems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five 
key technical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such as polar navigation ship technology, ship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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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海洋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宝库，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争夺海洋资源、控制海洋空间、抢

占海洋科技制高点为特征的国际海洋权益斗争日益

激烈 [1]。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海洋运载装

备是保卫海洋安全与主权、维持海洋经济稳定发

展、推动海洋科学创新研究的“脊梁骨”。在我国

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制造强国、交通强国的战略

需求下，加快推进海洋运载装备技术创新与产业

高质量发展迫在眉睫。海洋运载装备的技术内涵

包括：各类船舶与海洋运载平台总体技术（含设

计、制造、运营）、海洋运载装备动力技术、海洋

运载配套设备技术、海洋运载装备观通导航技术

等 [2]，海洋运载装备技术与产业格局中涉及的教

育与科研体系。

当前，关于海洋运载装备技术与产业发展的研

究，主要从总体技术与总装建造角度来分析，对关

键配套系统设备等方面的问题剖析与发展建议研究

较少，且相关研究缺乏系统性 [3~9]。为此，本文

在走访调研、专家研讨与项目研究的基础上，以本

领域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总体技术与总装建造、

信息与通信导航、动力与配套机电等为切入点，开

展世界海洋运载装备发展需求、世界海洋运载装备

技术与产业格局、我国海洋运载装备发展现状与问

题、我国海洋运载装备领域重点发展方向和对策建

议等研究。

二、世界海洋运载装备的发展需求

（一）市场需求

在全球经济增速不明朗的背景下，全球进出口

贸易量增速呈现下滑趋势，全球海运贸易量也难有

大幅增长（见图 1）。目前，全球能源消费虽以石

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为主，但需求增速将逐步放

缓 [10]。在不出现极端条件的情况下，海洋运载装

备的新增需求已很难回到 2008 年的需求高峰。从

供给端来看，海洋运载装备产能从 2012 年达到高

峰之后，受市场环境影响一直处于收缩调整阶段。

据克拉克森数据库统计，到 2019 年全球活跃产能

已经下探到约 3.5×107 修正总吨（cgt） [11]，今后各

主要造船国进一步缩减产能的难度较大。在此背景

下，主要造船国间的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

（二）海洋科学研究与资源开发需求

深海是人类尚未充分认识的科学与资源宝库，

世界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对海洋的科学

研究及资源开发。目前，人类对占海洋面积 90%
的水深超过 1000 m 的深海区的认识与开发尚处于

初级阶段 [12]。当前，用于深海油气资源开发、深

海矿产资源开发、深海生物资源研究开发，对海洋

环境、海洋科学、海洋经济与海洋安全态势有重大

影响的深海运载装备前沿技术，其突破与发展已成

为重要需求点 [13]。

（三）绿色智能技术发展需求

未来在海洋运载装备的设计、建造、营运、拆

解过程中，通过先进技术的运用，在满足功能和使

用性能要求的基础上，需实现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

减小或消除环境污染等目标 [14]。同时，随着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传统行业加速融合，海洋运载装备的

智能化将成为发展热点。未来智能船舶将整合传感

器、大数据分析、通信技术、先进材料等各项技术，

在航行操控、能源与动力系统管理、辅机运行监控、

全船安全监控、节能环保监控、振动噪声监控、货

物管理等方面实现全船功能的智能控制及船、海、

陆、空、天一体化信息互联，并具备感知能力、评

估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学习成长能力 [15]。

ship optimization and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And advices of setting up major projects we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intelligent ship 
engineering project, project of super eco-environment protection ships, and project for ship lifecycl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At 
las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ine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were proposed, in terms 
of top-level design, policy guidance, capital investmen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alent co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technical research of China’s shipbuilding authorities and 
relevant institutions. 
Keywords: marine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ship and ocean engineering; green and intelligent ship; polar ship; marine equipmen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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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海洋运载装备技术与产业格局

（一）世界海洋运载装备产业发展现状

1. 船舶与海洋工程高等教育领域

由于船舶与海洋工程制造业的重心逐步向亚洲

地区转移，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在船舶与海洋

工程领域的高等教育规模较 20 世纪 80 年代大为缩

减，有些著名大学甚至取消了船舶与海洋工程系或

相关专业。尽管如此，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高等教育界仍是船舶与海洋工程新科技研究的重要

开拓力量，教学与科研内容更新速度快，再加上与

国际学术和技术标准机构的密切合作，在国际舞台

和市场上的活跃程度与影响力突出。我国在此方面

仍存在一定差距，需进一步提高影响力。

2. 船舶与海洋工程研究领域

20 多年来，虽然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船

舶总装建造产业规模大幅缩减，装备总体技术的研

究人员数量也有所减少，但其研究成果仍然对全球

海洋运载装备技术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主要依靠的

是技术积累与知识产权基础、高福利待遇与灵活的

研究机制、传统的市场开拓与服务能力、船舶领域

技术人才优势；同时，开展全球绝大部分船舶设计、

评估、数字化制造软件的研制与服务业务，拥有高

端船舶与配套装备的核心技术，在国际海事组织、

国际船级社联合会、国际标准化组织等海洋装备与

海运界国际机构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值得关注的是，

在一些细分设备领域，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拥

有众多超过百年历史的中小型企业，一些技术具有

全球性垄断地位，科研实力不可小觑。

3. 总体设计与总装制造领域

据克拉克森数据库统计显示（见表 1），2014—
2019 年，在全球具有设计信息的船舶中，由中国

船舶设计机构参与设计的船舶份额约占 30%~35%，

日本约占 20%~25%，韩国约占 10%~20%，欧洲

约占 10%~15% [11]。具体来看，在船舶设计方面，

中国和日本的船舶设计机构偏重于散货船设计，韩

国的设计机构较多参与液化气船设计，欧洲的设计

机构则集中在豪华邮轮设计。从技术内涵考量，欧

洲国家在高端船舶（如大型邮轮、冰区船、深海采

矿船、液化天然气（LNG）运输船、核动力水面船、

远洋渔业捕捞加工船等）的设计方面占据主导或垄

断地位，在绿色与智能船舶的设计开发方面占据先

导地位；日本在三大主力船型的优化及减重设计方

面具有优势，注重新概念、绿色化、智能化船舶设

计技术的开发。

全球船舶总装制造市场呈现出中国、韩国、日

本三足鼎立格局。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中国和韩国在争夺全球船舶总装制造主要市场份额

方面展开了激烈竞争，互有胜负；日本则采取谨慎

的产业发展策略，其全球船舶总装制造市场份额较

中国和韩国的差距有所增大。在总装建造技术方面，

日本和韩国代表了当前世界先进水平，采用设计 -
评估 -制造一体化的信息系统，逐步提升工艺智能

化水平；日本、韩国的船舶总装建造生产效率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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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海运贸易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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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我国船厂高 2 倍以上。

4. 信息与通信导航领域

世界船舶通信导航设备的主要竞争格局由欧

洲、美国、日本组成，主流远洋运输船配备的多为

欧洲、美国集成系统。这些船舶通信导航设备生产

企业拥有完善的全球服务网络，垄断着全球通信导

航产品市场。同时，国外企业重视信息与通信导航

设备及其上下游产品的数据资源综合化、标准化和

智能化。

5. 动力与配套机电领域

世界高端柴油机市场几乎被发达国家垄断。按

克拉克森数据库中品牌份额统计，德国曼恩集团拥

有全球 80% 以上的低速柴油机市场份额；芬兰瓦

锡兰公司、美国卡特彼勒公司、韩国现代集团、日

本大发工业株式会社、日本洋马株式会社等占据全

球 90% 以上的中速柴油机市场份额 [11]。在海洋核

动力领域，以美国、俄罗斯为典型代表，具有先进

的研发体系和产业体系，形成了完备的海洋核动力

装备谱系。在船舶特种推进装置方面，国外也已形

成了大功率、标准化、系列化产品，满足各类船舶

市场需求。同时，国外企业在甲板机械、舱室机械

等船舶配套辅机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

（二）世界海洋运载装备先进前沿技术

1. 当前先进技术

（1）远洋船舶应用 LNG 燃料技术

未来一段时期，船舶的主要替代燃料是 LNG。

天然气储量大，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建设，天然气

变得越来越可用 [16]。目前，在已有的 LNG 燃料

船中，渡轮和近海船舶占大多数，集装箱船、油船

和化学品船的占比正在迎头赶上，如国际上针对两

万标准箱级 LNG 动力集装箱船的开发设计取得长

表 1  全球 2014—2019 年前 20 名船舶设计公司情况统计 [11]

序号 公司名称 国家 / 地区 船舶数量
占具有统计信息的全
球新设计的船舶数量

的比例
新设计船舶cgt

占具有统计信息
的全球新设计船
舶cgt总量的比值

1 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 中国 842 5.48% 16 628 050 7.09%
2 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

研究院
中国 139 0.90% 5 081 416 2.17%

3 上海外高桥造船海洋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 99 0.64% 3 334 707 1.42%

4 塞斯潘航运集团 中国香港 45 0.29% 2 476 441 1.06%
5 南通中远海运川崎船舶工

程有限公司
中国 105 0.68% 2 048 884 0.87%

6 中船重工船舶设计研究中
心有限公司

中国 64 0.42% 1 684 515 0.72%

7 今治造船株式会社 日本 403 2.62% 7 687 110 3.28%
8 常石控股株式会社 日本 266 1.73% 4 884 411 2.08%
9 日本造船联合公司 日本 118 0.77% 3 949 511 1.68%
10 大岛造船所 日本 215 1.40% 3 743 157 1.60%
11 名村造船所 日本 115 0.75% 2 130 751 0.91%
12 新来岛造船厂 日本 132 0.86% 2 011 327 0.86%
13 现代重工蔚山船厂 韩国 73 0.47% 3 346 483 1.43%
14 CS 海事技术公司 韩国 101 0.66% 2 117 958 0.90%
15 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 韩国 37 0.24% 2 016 803 0.86%
16 三星重工造船厂 韩国 39 0.25% 1 903 928 0.81%
17 现代尾浦造船厂 韩国 86 0.56% 1 733 720 0.74%
18 德他马林船舶设计公司 芬兰 133 0.87% 3 117 182 1.33%
19 马士基航运公司 丹麦 38 0.25% 2 784 906 1.19%
20 皇家加勒比邮轮有限公司 美国 12 0.08% 1 836 492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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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进展。

（2）大型船舶应用太阳能和风能技术

航运业正在探索应用可再生能源来为船队

提供动力，相关技术已进入试验和测试阶段。例

如，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为招商局能源运

输股份有限公司建造的全球首艘安装风帆装置 
的 3.08×105 DWT 超大型原油船，已交付投产并完

成多个航次任务。今后最有潜力的应用方向是作为

现有能源的补充来降低燃料消耗。

（3）极地船舶技术

随着北极地区战略地位不断提高，北极地区的

海上运输引起了广泛关注，因全球变暖而导致的冻

冰减少也使北极航行变得更为可行。此外，两极地

区旅游业和渔业的不断发展也对极地船舶提出了新

的需求。极地船舶的船体结构设计、监测系统、应

急响应系统、多变环境下的设备可靠性是后续研发

重点。

（4）船舶噪声控制技术

船舶噪声可能会影响海洋生物、船员及乘客的

健康。国际海事组织发布的《船上噪声等级规则》，

为防止船上出现具有潜在危险的噪声级提供了参考

标准，并为船员可接受的环境提供参考标准 [17]，
此外，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在推进船舶噪声国际标准

制定工作。当前针对船舶噪声产生机理、预报方法

和控制方法等的研究仍是热点。

（5）先进材料技术

材料是海洋运载装备的基础，先进的新型材料

使海洋运载装备具有更优异的性能。当前，海洋运

载装备领域的先进材料包括：超大型集装箱船高强

止裂厚钢板、船用低温钢及极地低温材料、船用结

构声学复合材料、减阻防腐防污涂料、复合材料和

低温材料等。

2. 在研前沿技术

海洋运载装备在研前沿技术主要与海洋运载装

备智能化相关，旨在推动装备智能化，促进航运业

的安全、高效发展。

（1）智能船舶技术

智能船舶技术领域主要包括：航行智能操控技

术、能源与动力系统智能管理技术、辅机安全运行

智能监控技术、全船安全智能监控技术、节能环保

智能监控技术、振动噪声智能监控技术、货物智

能管理技术、智能船舶一体化信息系统技术八大

类技术。

（2）增材制造技术

增材制造技术不仅可以改善机械部件设计、提

高其效率和寿命，还可以让相关备件在世界各地不

同港口就地生产。这将提升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响应

能力，缩短维修时间，有助于提高船舶运营效率。

增材制造技术已被应用于快速原型制造领域，正在

逐渐被集成到传统制造业中，如汽车和飞机制造业。

目前，美国海军已经开始在一些船舶上测试这项技

术以评估其备件生产的潜力。

（3）先进传感器技术

新一代传感器具有小型化、自校准等特性，能

够自主收集数据，包括船舶运营环境的大气 / 水面 /
水下 / 海底的风浪流、载荷、运动、强度等特征数

据，机电设备工作状态、舱内环境、装载物详情等，

并能够实时传递这些数据。未来的船舶将具有完整

的传感器网络来监测各个方面，如检测故障、识别

需要维护或修理的区域等。

（4）先进通信技术

第五代移动通信（5G）、无线上网（Wi-Fi）、
新一代卫星及传统无线电通信网络的集成应用，将

使海洋信息的远距离传输变得经济便捷。管理人员

或用户可在船上的记录设备中实时访问音频、高清

视频、三维（3D）视频，降低对实际上船调查的需求。

3. 未来颠覆性技术

氢燃料动力技术是世界海洋运载装备前沿技术

中有关颠覆性技术的代表。由于氢燃料可实现真正

的零排放，国际能源署（IEA）认为氢能将成为实

现国际海事组织 2050 年航运业碳减排目标的一种

燃料选项 [18]。如果氢燃料动力技术能够发展成熟

并得到广泛应用，有望重塑海洋运载装备产业形态，

对海洋运载装备设计、总装、配套、服务等各方面

产生深远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造船厂、能

源公司、动力系统供应商开始加快氢燃料动力船

舶的研发，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目前已有多种船

型采用氢燃料电池动力，还有更多大型项目处于

开发过程 [19]。

四、 我国海洋运载装备科技能力和产业结构

的现状与问题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海洋运载装备产业规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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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发展壮大。2019 年 1—11 月，我国拥有规模以

上船舶工业企业 1052 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约为

3947.7 亿元 [20]。我国海洋运载装备产业链相对完

善，涵盖研发设计、总装建造、动力与配套、服务

全链条，有力支撑了海洋事业发展。

（一）船舶与海洋工程高等教育领域

近 40 年来，我国船舶与海洋工程高等教育的

规模持续扩大。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从事该领域教

学的高等院校只有 9 所，而 21 世纪初我国从事该

领域教学的高等院校超过 40 所，在校教师和学生

的总数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我国培养了世界

50% 以上的船舶行业人才。同时，我国部分高等院

校已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船舶与海洋工程

试验设施群。

我国船舶与海洋工程高等教育领域面临的问题

为：侧重于船舶与海洋工程总体技术的教学，对海

洋装备动力、辅助机械、观通导航、综合信息等方

面的配套技术、智能技术、新材料技术、海洋探测

感知基础器件技术的教学重视程度相对较弱；在校

学生实习机会较少、工程概念偏弱等。

（二）船舶与海洋工程研究领域

我国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研究队伍规模庞大，

以来自企业的研究设计院所和船厂为核心、以高等

院校为支撑，形成了专业配置较为完备的科技研究

开发体系，服务于水面水下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总

体及配套系统的设计与制造 [21]。与世界船舶与

海洋工程研究水平相比，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

平整体处于少数跟跑、多数并跑、局部领跑并重

的态势。

我国船舶与海洋工程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

为：基础技术研究储备不足，如缺乏对核心零部件

等基础关键单元的机理与优化、特种材料与特种工

艺、检测方法等基础技术研究；能源与动力系统智

能管理、节能环保监控等设备的智能化、绿色化共

性技术研究相对滞后等。

（三）船舶总体设计与总装制造领域

我国在主流船型方面已经具备了全系列船型研

发、设计、建造能力，实现了系列化、批量化生产；

在高技术和特种船舶方面，基本具备大型 LNG 船、 

超大型全冷式 LNG 运输船、汽车滚装船等船舶设

计与建造能力。自 2010 年以来，我国总装造船产

能稳居世界第一，年度造船完工量占世界市场总量

的 35%~44%（按载重吨计） [11]。同时，我国在

船舶绿色化、智能化技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好

进展。

我国船舶总体设计与总装制造领域存在的问题

主要为：船舶设计软件多为国外引进，缺乏对新船

型、新运输平台的自主创新设计能力；总装建造的

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程度显著落后于日本、韩

国，建造效率明显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智能船设计

制造技术发展相对滞后等。

（四）信息与通信导航领域

近年来，国内相关企业、科研机构通过自主研

发，进军船舶通信导航的中高端产品领域，已经研

制出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船用导航雷达、综

合船桥系统、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等产品，部分已通

过中国船级社的认证，在公务船、近海中小型船舶

上逐步实现应用。从通信导航设备整机配套来看，

绝大部分设备解决了自主品牌、自主研制配套的有

无问题。

我国信息与通信导航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为：

通信导航设备在远洋运输船舶上的装船率偏低，成

套设备严重依赖进口；国产通信导航设备关键零部

件的精度和可靠性与国外产品相比仍有差距；通信

导航设备基础电子元器件主要依赖进口；缺乏适应

智能船舶技术发展要求、相对完善的一体化通信与

数据平台系统等。

（五）动力与配套机电领域

在市场驱动下，我国动力与配套机电产业规模

迅速扩大，全国规模以上船用配套设备制造企业超

过 500 家；基本建成动力机电设备制造和试验验证

设施体系，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产品涵盖动力

系统、甲板机械、舱室机械、自动化、舾装等领域；

在加工制造和产能方面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基本

具备三大主流船型动力与机电设备配套能力。

我国在动力与配套机电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

为：一些自主设计制造的动力与机电设备缺乏可靠

性指标，且产品尚未形成系列化、标准化，品牌装

船率低；动力配套设备服务发展缓慢，在服务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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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服务效率、服务涵盖范围等方面与欧洲企业

存在较大差距等。

五、我国海洋运载装备重点发展方向

我国海洋运载装备领域亟需补齐产业链短板，

实施关键技术攻关，不断提高海洋运载装备的绿色

化和智能化水平，提升建造效率与质量，加快培育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关键系统和设备，形成完

善的海洋运载装备研发设计、总装建造、设备供应、

技术服务产业体系和标准化体系 [22]，推动海洋运

载装备产业发展模式转为科技创新驱动型。

（一）突破性关键技术

1. 极地航行船舶技术

重点开展极地航行船总体设计、冰水池试验、

冰区航行稳性 / 快速性 / 操纵性、极地环境环保与

应急救援、极地抗冰防寒与防污染等技术研究。

2. 船舶智能制造技术

重点开展船舶典型中间产品生产线设计集成与

控制、智能化工艺设计、智能制造工艺、制造过程

智能管控、关键制造环节智能决策等技术研究。

3. 船舶优化节能技术

重点开展低阻船体主尺度与线型设计、船体上

层建筑空气阻力优化、船底空气润滑降阻、船舶热

能发电系统等技术的集成研究。

4. 船舶推进装置设计技术

重点开展高效螺旋桨优化设计技术、螺旋桨 /
舵一体化设计技术、螺旋桨 / 船艉优化匹配设计技

术、叠叶双桨对转推进等技术的合理集成研究。

5. 减振降噪与舒适性技术

重点开展设备隔振、高性能船用声学材料、建

造声学工艺与舾装管理、结构声学设计、声振主动

控制、舒适性舱室设计等技术研究。

6. 船舶关键材料技术

重点开展 EH47 以上高强度钢材、钛合金材料、

低温材料（大气温度≤ -50 ℃）、轻型复合材料、

环境友好型防污减阻新材料等技术研究。

（二）重大工程与科技专项

1. 智能船舶工程

完善智能船舶顶层设计规划，以典型船舶为对

象，实现船舶智能管理与控制，逐步具备基于智能

避碰的船舶自主航行能力；构建智能船舶虚实融合

的综合测试环境、船岸海联动的试验机制与测试条

件；加强船舶数据安全与设备安全防范建设。

2. 超级生态环保船舶科技专项

形成若干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绿色品牌船型、

标准船型及系列船型，大幅提升技术引领能力；突

破配套设备绿色化关键技术，技术水平跻身世界先

进水平行列；开发以低 / 无碳燃料为动力的新型绿

色船舶船型。

3. 船舶全生命周期运维保障科技专项

建立船岸一体化的“物联网、大数据、互联网”

技术体系，逐步实现船岸一体化的运维保障；针对

船舶机电设备、甲板系统、舱室系统、核动力系统

等关键系统逐步实现远程故障诊断、预测性维护和

远程操控；相关设备逐步具备自感知自适应能力，

实现自主维修、自我防护。

六、对策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做好统筹规划

当前，我国部分科研单位与科技研究人员对基

础性、前沿性技术研发重视不足。建议进一步加强

顶层设计工作，制定总体战略规划，做好统筹与引

导，加强基础研究，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针

对中长期船舶与运载技术的发展，宜发挥国家和行

业的整体力量，明确发展重点方向，引导相关企业

将技术研发重点统一到具有共识的重点方向上。

（二）强化政策引导，推动国产应用

建议教育、工业等主管部门积极开展政策引导，

逐步调整重“总装建造”、轻“内脏与基础件”的

产业结构；鼓励自主开发的海洋运载装备设计、评

估、制造和运行软件推广应用；在首台（套）应用、

自主品牌推广应用、配套服务能力建设等方面制

定并落实鼓励政策。

（三）加大科研投入，拓展资金渠道

鼓励相关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在自身专

业领域加强自主研发投入，用好、用足国家科技和

金融方面的相关支持政策；通过多渠道开展直接融

资，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共建科技创新项目，探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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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多元化、可持续的投入机制。

（四）促进多方融合，推动协同发展

加强行业内部研发力量的合作，根据专业特长

分工协作，明确权益保障和成果共享机制，共同开

展重大技术项目攻关。同时加强行业内研发机构与

国内其他领域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合作交流，构

建企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共同参与的多层次研

发体系。

（五）探索激励机制，促进人才发展

创新人才培养激励机制，探索合理有效的中长

期激励约束制度，加快创新型研发人才、高级营销

人才、项目管理人才、高级技能人才等专业化人才

队伍的培养和建设 [23]。鼓励采用专利实施许可、

专利权转让、发明专利出资入股、知识产权质押等

形式，促进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

（六）注重国际合作，推动技术创新

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深度融入全球科技

创新网络，开展国际海洋领域的技术交流活动，强

化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研究。采取科技合作、资源

共同开发与利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等多种方式，

不断提升海洋运载装备科技发展水平和行业治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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