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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进船舶配套自主化，对完善我国船舶工业体系，真正发挥船舶工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结

合国外造船强国配套业的发展，分析了我国船舶配套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推进我国船舶配套自主化提出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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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omation of maritime equipment is essential for upgrading China’s shipping industry and its role in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challenges in China’s marine equipment industry 
along with case studies of successes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nature of promoting national economy through shipbuild-
ing. The current paper aims to shed light on how to further improve the automation of marine equi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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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船舶配套具有量大、面广和高技术、高附加

值的产业特点，也是我国船舶工业综合竞争力的

重要体现。船舶配套主要包括以甲板机械和舱室

机械为代表的机电配套产品和系统，以柴油机、

定距或可调螺距螺旋桨、轴系、传动装置等为代

表的船舶动力系统，以通信导航为代表的电气自

动化系统等主要领域，随着“十一五”“十二五”

的行业快速发展，我国船舶配套主要领域的关键

技术和设备都有较大的突破，如船用中高速机的

研发生产能力逐步增强，自主品牌海洋平台起重

机已批量生产，低压大型拖缆机、大型货油泵、

液化天然气（LNG) 船锚绞机等一批新产品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 [1]，但产业还处于价值链底端和低

价格的竞争格局，相对于最新的技术规范和新型、

高端总体装备需要，核心技术和产业能力还有很

大的差距，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不足，高端的配

套几乎被国外知名品牌垄断，不能有效地支撑船

舶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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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船舶配套业现状及技术的发展趋势

（一）国外船舶配套业的发展现状

1. 欧洲

欧洲船用设备研发历史悠久，技术领先并占

领全球船舶配套中、高端市场，国际知名品牌如

Rolls-Royce、 瓦 锡 兰、MAN、 麦 基 嘉、Decca、
Voith 等，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在业内形成长期的统

治力，离不开其强大的研发能力支撑。他们重视科

研，大力进行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并对现有产

品不断进行改进优化，从而提高设备的性能，尤其

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配套方面，始终走在世界

前沿，引领行业的发展。另外，欧洲船舶配套企业

不仅产品质量过硬，也同样注重产品的营销策略，

通过打造国际化的售后服务网络提升产品的竞争

力，加强自己的品牌效应，扩大市场的占有率。

2. 日本

通过大规模的引进西方专利技术，日本船舶配

套业发展迅猛，并通过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

很快跻身世界船舶配套业强国的行列。日本船舶配

套产品规格齐全、系列完整，并形成较为完善的船

舶配套技术链和产业链。此外，日本政府有针对性

地采取了产业保护措施，逐步整合船舶配套企业，

按专业分工形成集中生产优势，从而有效规避国内

企业间的不良竞争，提升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使自

主设备国产化配套率大幅提高，达 95 % 以上，并

且大量向国外出口。

3. 韩国

韩国船舶配套产业起步较晚，主要以从欧洲和

日本引进技术或设立投资企业等方式来发展船舶配

套产业，随着韩国造船业的壮大，其配套产业的自

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也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另一方面，

为了扶植本国造船工业的发展，韩国政府实施了一

系列的保护政策，利用税收、融资、法律等管理手

段促进船舶配套产业的发展，积极推进船用配套设

备的国产化，目前韩国造船设备国产化率达 85 %
以上。韩国船舶配套产品以满足本国的需求为主，

除部分高精度的导航和自动化设备需进口外，基本

实现了自给自足，并实现部分出口。

（二）技术发展趋势

近年来，受全球航运市场低迷、油价持续下跌

的影响，船厂承接新船订单大幅下降，海洋工程装

备市场明显萎缩。在国际船舶市场需求总量持续下

行、需求结构不断升级的形势下，全球船舶配套业

危机加重。国际海事组织（IMO）颁布了多项重大

要求，各大船级社、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

际电工委员会（IEC）针对入级规范、国际标准也

开展了相应的制定和修订工作，对航运安全和海洋

环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世界各国船舶配套

企业为抓住机遇，纷纷大力进行产品和技术研发，

加强技术创新，部分欧美、日本、韩国企业还提前

进行了节能环保设备研发，对原有的设备及技术进

行创新升级，争抢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配套装备

市场，如节能型动力系统、可靠型电动机模式 / 轴
带发电机模式（PTI/PTO）混合推进系统、自动化

深水锚泊定位系统、多功能综合减摇装置等，并推

动船舶配套业向节能环保、智能化、集成化、模块化、

安全舒适等方向发展 [2]。

三、我国船舶配套业发展现状

虽然近年来我国船舶配套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但仍然存在自主研发能力较弱、产业竞争力不

强、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成为影响我国造船整

体能力水平的瓶颈 [3]。

( 一 ) 自主研发能力较弱，缺乏核心技术

柴油机作为船舶的心脏，其价值含量高，是船

舶最为重要的配套设备。但由于我国研发起步较晚，

目前主要以生产国外品牌为主，并大量进口国外的

产品。在低速机方面，自主品牌仍处于空白，我国

不但自主研发能力不强，而且在与主机品牌商的联

合研发方面也处于劣势，这导致我国企业在承接新

机型等方面没有优势；中高速机虽然已研发了自主

品牌产品，但产品体系不够完善，市场竞争力不强。

在船舶辅机领域，目前主要研发力量集中在欧

美地区，其掌握大量尖端产品的核心技术，并形成

技术壁垒。而我国企业进行辅机领域研发的时间较

晚，进行自主设计的企业较少，核心技术与元器件

缺失，产业链和技术体系不够完善，导致自主研发

能力不足。此外，部分实现了本土化产品，大多还

是引进国外的技术和品牌，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

高，核心部件研发能力的不足导致我国船舶辅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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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化发展受制于人。

以通信导航为代表的电气自动化核心产品基本

依赖进口和仿制，只有极少数国产化设备实现了国

产化应用，在代表未来的 E 航海、智能船和无人船

等领域进展滞后。

（二）产品竞争力差

近年来，我国企业在柴油机制造领域获得了一

定的市场份额，但整个产业的综合竞争力还不强，

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售后服务能力、

经营管理能力等与国外先进企业还有一定的差距，

这就导致我国企业的总体市场份额较低，日本、韩

国企业占据了我国较大的市场份额。

我国配套企业也自主开发出了部分辅机配套产

品，如舵机、油水分离器、海水淡化装置等产品，

但受制于品牌的影响力，售后服务网路，产品质量

等因素，难以装上远洋船舶，导致企业即使花费大

量投资形成产品，也难以进行产业化生产。此外，

我国船舶辅机制造企业生产效率低下，随着人工、

原材料等成本不断地上升，产品生产成本不断地增

加，使得依靠低价进行国际竞争的策略越显被动，

产品竞争力难以提升。

国产电气及自动化设备无论在尺寸重量、接口

标准化程度、还是在设备性能方面都与国外同类产

品存在明显的差距，自主品牌市场份额较低，如同

功率等级的推进电机，国内研制的产品体积比国外

大，导致设备的竞争力显著下降。此外，国内企业

缺乏整体打包的供应能力，难以利用总包优势带动

国内配套企业的发展。

（三）产业集中度低和结构不合理

企业规模小、数量多，产业集成度不高，规模

效应不明显是我国船用柴油机行业存在的问题。我

国企业中产能最大的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占国内

的产能仅在 33 % 左右，低于韩国和日本第一企业

50 % 的占比。此外，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占比

为 17 %，其他低速机制造企业的比例均不超过 5 %。

在船舶辅机领域，我国支柱企业不多，产业聚

集度不高。目前国内最大的企业为武汉船用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但其船舶配套产业的年产值为十几亿

元左右，大部分企业年产值为几亿元或者更低，产

业聚集度非常低。此外，部分地区产业结构趋同，

重复建设的现象严重，导致低端产品产能严重的过

剩。如甲板机械中的锚绞机，由于技术含量不高，

大量民营企业在近几年内纷纷上马新的产能，导致

低端产能严重过剩，企业间价格战现象严重，使得

企业经营困难。

（四）高端装备经验、人力和技术方面储备不足

丰富的经验、人力和技术方面足够的储备一直

是船舶配套产业领域最为重要的因素，而我国船舶

配套企业尽管拥有巨大的成本优势，但相关建造经

验、人才和技术的缺失十分明显。现阶段我国船舶

与海洋工程装备配套业不仅未能为船海工程高端装

备迅速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反而成为我国海洋工

程配套产业整体水平提高的瓶颈 [4]。

四、我国船舶配套业发展展望

（一）总体思路

按照《中国制造 2025》对海洋工程与高技术船

舶在 2025 年实现船舶工业制造强国的要求，围绕

高技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技术规范和行业发展的

需要，以实现自主设计建造、打造自主品牌为目标，

通过智能制造技术和绿色环保技术的应用，实现船

舶配套核心领域技术升级和产业能力的提升，完善

产品的服务体系，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开展极地、

深远海、绿色环保等高端新型装备的关键设备自主

研发和突破，实现船舶和海洋工程高端新型装备的

自主配套；大力开展海洋装备的前沿技术研发，形

成一批引领全球配套领域发展的核心技术与产品，

建立数字化的运营保障技术体系，促进船舶配套企

业由制造型企业向服务型企业转变。

（二）实施路径

开展配套产业的整体规划，突出重点和关键，

围绕自主设计、自主配套、自主建造和自主服务的

需要，以突破关键技术、核心产品的国产化和系统

集成为主线，整合产业链优势资源，提升产品的研

发能力、配套能力和技术体系的智能化水平，促进

产业的协同发展；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提升

产品的质量和效率水平，打造高服役性能的船舶与

海洋工程配套产品，夯实行业做强的产业基础；实

施国际化的战略，打造国际一流的创新团队、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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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和服务体系，有效引导和推动核心企业由生产

型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变。

（三）发展展望

紧跟《中国制造 2025》战略，围绕自主设计、

自主配套、自主建造和自主服务的需要，聚焦产业

发展关键技术瓶颈和战略定位，通过先进的智能制

造技术，大幅提升产业能力等，加快推进我国船舶

配套自主化的进程，具体发展建议如下所示。

1. 加强技术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

在充分消化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开展高性能核

心基础配套件的自主研发；聚焦国际公约 / 规则，

加快现有配套设备的升级换代；从未来船舶技术发

展和国际海事新规范的要求出发，未雨绸缪，加大

对节能环保、经济高效、智能集成的高端船舶配套

设备的研发和技术创新，形成关键设备自主研发的

能力，并掌握重点配套设备集成化、智能化、模块

化设计制造核心技术。

2. 产品的标准化技术体系建设

对标国际一流技术，充分利用数字化和智能

制造技术，开展船舶配套产品的标准化技术研究，

完善产品的三大规范技术体系，形成产业自主设

计和持续提升的技术基础，支撑配套产业的做大

做强。

3. 产品的创新能力建设

围绕船舶配套设备研发和产业化的发展，搭建

关键技术与产品的研发平台，整合行业的优势技术

资源和产业链资源，打造技术一流的研发团队和技

术领军人才，开发一批引领全球配套领域发展的核

心技术与产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品牌产

品；建立若干核心装备和系统的实验验证平台，建

立产品零件、部件、子系统和系统的试验标准规范

体系，掌握船舶和海洋工程核心技术与产品的自主

配套能力，保障配套产品的高可靠性要求。

4. 核心配套领域的智能制造体系建设

开展船舶配套产品的智能制造应用技术研究，

建立高效、高质量的集成设计、制造和配套体系，

打造高服役性能的高技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配套

产品；围绕产品生命周期的安全可靠运行保障和远

程监控管理的需要，开发和建立船舶核心配套领域

的数字化运营保障体系，形成全球化的自主服务能

力，支撑企业由制造型企业向服务型企业转变。

5. 核心配套系统的工程总包体系建设

围绕高技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配套的甲板机

械、舱室机械、动力系统等核心领域，建立工程总

包体系（EPCI），以专业化为基础，整合和带动产

业的优势资源，为用户创造工程价值，推进传统的

甲板机械等核心配套领域的质量及绿色环保技术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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