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资源的开发、海洋经济的发展

离不开各类海洋工程装备。所谓“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事实证明，现在

的“器”已不仅仅是“善事”的工具，与其

相关的制造业已成为在危机中拉动经

济前进的驱动力。海洋工程装备制造

行业（以下简称海工装备业）在这场危

机中已显现出帮助海洋船舶工业（以下

简 称 船 舶 工 业）“ 扬 帆 起 航”的 强 大 动

力，不少企业也跃跃欲试。

当前，经济形势低迷，船舶工业受

到欧美债务危机冲击，但危机是挑战，

也是机遇。中国船舶工业领域企业应

正视挑战，转“危”为“机”。国外企业，

如韩国三星重工集团、现代重工集团、

STX 造 船 有 限 公 司 等，正 是 经 受 住 了

金融危机的洗礼，才会破茧成蝶，成为

巨头。

人们常说：“生命是有限的，希望是

无限的，我们要在有限的生命中找到无

限的希望，就看你如何去寻找。”相信在

每一个行业中，危机是有限的，机遇是无

限的，要在有限的危机中找到无限的机

遇，就看决策者如何去掌控。如果说船

舶工业是“冬天里的守望者”，海工装备

市场出口的逆市上涨，是否预示着“冬天

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当然，海工装备业能否真正成为船

舶工业版图上的一片沃土，首先取决于

国家的规划。今年年初，相关部委发布

的《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中长期发展规

划》提出的目标为：2015 年，年销售收入

达 到 2000 亿 元 以 上，工 业 增 加 值 率 较

“十一五”末提高 3 个百分点，其中，海洋

油气开发装备国际市场份额达到 20%；

2020 年，年 销 售 收 入 达 到 4000 亿 元 以

上，工业增加值率再提高 3 个百分点，其

中，海洋油气开发装备国际市场份额达

到 35%以上。这就给海工装备企业指明

了方向。

其次，内需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

之 一，也 是 海 工 装 备 业 发 展 的 动 力 所

在。正如中国船舶重工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罗为民所言，国内海工装备

业的发展也要靠内需的拉动。只有中国

石油天然气开发领域不断扩大，开发项

目越多，海工装备企业才有更多一显身

手的机会。

评论：

海工装备助海洋经济“扬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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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跃跃欲试 决战海工装备之巅

导语：虽然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发展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海

洋工程装备制造业（以下简称海工装备业）的订单量却逆市而上，令业

内感叹“这个行业不寻常”。与此同时，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海

洋强国战略，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让业内再次将目光投向海工装

备业。

海工装备业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不仅烧旺了整个行业，还点燃了

他们进入该领域的热情和动力。今年 10 月份，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第一大

民营船厂熔盛重工宣布，该集团位于新加坡的海洋工程研发中心正式成

立，并接获 1 艘 2000 米深水钻井支持驳船总包合同。

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在海工装备领域赢得掌声，成就美好事业的背

后都有不为人知的辛酸苦辣，企业如何进入海工装备领域并站稳脚跟？

且听业内人士一一道来。

■ 主持人：本报记者 郝昱

■ 本期嘉宾：南通中远重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志华

中国船舶重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罗为民

中国船舶工业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勇慧

中国船舶工业协会秘书长 王锦连

主持人：如果大量企业盲目地进入海

工装备业，是否会造成该行业产能过剩、加

剧企业风险？

王志华：海工装备业是个充满希望和挑

战的行业，很多企业都想往这个领域发展。

不过，企业应当吸取过去中国传统制造企

业一窝蜂挤入造船行业的教训，应当量力

而行，毕竟海工装备业比船舶制造业门槛

更高、风险更大。要进入这一领域需要具

备较坚实的基础，也需要不断创新的技术。

罗为民：船舶制造业的产能相对于需

求 来 说 已 经 处 于 过 剩 状 态，转 型 是 一 种

必 然 。 海 工 装 备 业 比 造 船 业 门 槛 更 高、

要求更严，因此，进入海工装备制造领域

应该有所准备，量力而行，应该尊重市场

和 行 业 的 规 律 和 规 则，掌 握 行 业 相 关 技

术、标准、规范等，结合自身实际，有选择

性地进入。

张勇慧：如果企业未大量进行固定资

产投资，只是用现有资产来做海工装备制

造，应该不会引起产能过剩问题。

从国外情况来看，进入海工装备领域

的企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造船起家的企

业，如韩国、新加坡企业；另一类是石油石

化做装备制造、设计的企业。中国已进入

和想进入海工装备领域的企业基本上也

是这两类。

“想进入”和“能进入”之间还有距离，

没 有 实 力 的 企 业 很 难 进 入 海 工 装 备 领

域。我担心的是，海工装备业“水”很深，

如果企业在对许多问题没有形成概念的

情 况 下 急 于 进 入 该 行 业，反 而 会 加 剧 风

险。海工装备业虽然有吸引力，但竞争也

十分激烈，如果没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盲目进入该行业，这对企业而言并不一定

是好的选择，甚至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王锦连：中国想进入该领域的企业很

多，但真正有影响力的并不多。

企业要进入海工装备领域没那么简

单。船舶制造业和海工装备制造业有相

近的地方，船坞、滑道、岸线、场地、码头、

焊 接、切 割 设 备 等 在 海 工 装 备 领 域 都 可

运 用 到，模 块 化、总 装 化、集 成 化 生 产 制

造 模 式 也 相 近，但 也 有 很 大 区 别：首 先，

服务对象不一样。如船舶制造业的服务

对 象 是 船 东，而 海 工 装 备 业 的 服 务 对 象

是石油勘探公司；其次，标准不一样。海

工 装 备 业 有 专 门 的 标 准 和 规 范，比 造 船

严 格 得 多；再 次，工 作 环 境 也 不 一 样，海

工 装 备 长 期 在 恶 劣 的 海 况 下 工 作，船 舶

则是在海上航行，工作环境相对较好，海

工装备制造复杂性、产品安全性、可靠性

等要求也远高于船舶；最后，海工装备的

经 营 模 式、工 程 总 承 包 要 求 也 与 船 舶 不

一样。这些都是造船企业要进入海工领

域需要注意的地方。

点评：海工装备制造业就像块涂了蜜

的蛋糕，不仅让身在其中的企业尝到了甜

头，同时也起到了“招蜂引蝶”的作用。很

多企业经不住海工装备需求量上涨和高附

加值的诱惑纷纷加入到该行业中抢占市

场。但是，投资有风险，入行需谨慎，“趋之

若鹜”或将导致风险剧增，各企业要量力而

行、了解相关行业规范。

主持人：现 在 中 国 各 行 各 业 都 在 谈

创 新，进 入 海 工 装 备 领 域 的 企 业 应 如 何

创新？

王志华：相对国内造船业，海工领域

的设备国产化水平更低，所有核心海工设

备都需从国外进口，这些技术无一例外都

掌握在欧美企业手中。现在国内很多企

业 都 在 做 海 工 ，但 其 合 同 总 额 的 60% 至

70%都用于海工设备的进口，而且国内诸

多 海 工 企 业 没 有 设 备 进 口 价 格 的 话 语

权。所以，在发展海工装备整体制造技术

的 同 时，必 须 着 力 研 发 核 心 海 工 设 备 技

术，并逐步提高国产化水平，否则只能做

大而不能做强。

张勇慧：海工装备业的技术创新与其

他信息技术等行业有所不同。在海工装备

业中，需要创新，但不是每天都有大量的创

新，不像电子、IT 行业，创新速度极快。举

例说，假设有 100 个新概念和 100 个主意，

但最后真正能被行业接受的可能还不到 10

个。这个行业是对新概念、新技术相对保

守的行业，因为装备要在海上应用，对技术

的可靠性等要求较高，否则可能会发生美

国墨西哥湾那样的灾难性事故。

作为用户，对新的概念和技术都会有

很多顾虑，新的东西肯定也会用，但不会大

规模地运用。同时，被淘汰的技术不是因

为没有时间消化而是本身在实践过程中存

在问题，或者说这一技术创新成本太高，并

不适合行业、客户的需要。在海工装备领

域并不是最好、最先进的技术就一定会成

功，只有可行又可靠，比较经济的技术才有

市场。

王锦连：海工装备业的创新很重要，

首先 是 海 域 环 境 的 复 杂 性 需 要 创 新 ，因

为 要 根 据 海 域 的 不 同 环 境 来 设 计，而 且

都 是 小 批 量 单 件 生 产 ；其 次 ，海 工 领 域

需 要 因“ 客 ”制 宜，要 根 据 客 户 需 求 改 进

技 术。

目前，欧美企业位于行业第一梯队，韩

国、新加坡等位于第二梯队，中国在海工领

域属于第三梯队。高端产品设计、关键技

术被第一梯队企业垄断，第二梯队国家的

企业在海工装备制造领域实力也非常强，

在 全 球 市 场 占 据 了 主 要 份 额，特 别 是 韩

国。中国海工装备业起步虽在上世纪 60

年代，但长期注重浅海海工装备，没有全方

位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较晚，进入新世

纪，中国海工装备制造业取得长足发展，已

拥有了一批骨干企业，生产了一批当代先

进的海工装备，但占世界市场份额依然较

小，研发能力也较为薄弱。现在，国家很重

视海工装备业的发展，根据这两年发展的

情况来看，未来，中国能成为海工装备大国

和强国。

国内企业要创新，要做到以下几点：第

一，从战略性的层面认识海工装备业；第

二，建立、健全海工装备业体系；第三，加强

国际间的合作交流；第四，加大科技创新力

度；第五，加快人才队伍建设；第六，加强与

客户的沟通，了解市场需求。

罗为民：海工企业要创新，首先要从理

念上创新，要有系统规划，并深入研究产业

的技术特点。相对于韩国和新加坡等国来

说，中国的海工装备制造企业还处于起步

阶段，只有经过更多的项目积累才能形成

优势和特色。学习的同时不能总复制别国

技术和跟在其他国家后面走，要充分发挥

自身特点，做到技术先行，这样才能使整个

产业链有所发展。

点评：海工领域的创新除了要了解客

户需求、不一味复制别国经验外，还要注意

研发技术的经济性和可靠性。以前各行各

业都说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在这第一生

产力中，创新是第一核心竞争力，如能将二

者完美融合，就是企业的第一驱动力。企

业应以技术为龙头，在行业整合，优势互

补，优化资源的同时，积极推动“中国创造”

的进程。

投资有风险 入行需谨慎

除 熔 盛 重 工 外 ，在 香 港 上 市 的 中 国 第 二 大 陆 地 石 油 钻 机 制 造 商 宏 华 集 团 宣

布 将 在 江 苏 启 东 建 设 全 球 起 重 能 力 最 大（2.2 万 吨）的 移 动 式 起 重 机 ，建 成 后 服 务

于 宏 华 海 洋 装 备 建 造 基 地 。 由 此 可 见 ，国 内 企 业 纷 纷 涉 足 海 工 装 备 业 ，争 抢 这 块

蛋 糕 。

科技创新是企业第一驱动力

2010 年 4 月 10 日，英国石油公司租赁的“深水地平线”海上钻井平台在墨西哥湾水

域发生爆炸并沉没，其开采的马孔多油井随即大量漏油，酿成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原油

泄漏事故。2012 年 5 月 9 日，中国首座代表当今世界最先进水平的第六代半潜式深水钻

井平台“海洋石油 981”的钻头在南海荔湾 6-1 区域 1500 米深的水下探入地层。该钻井

平台首次采用了最先进的本质安全型水下防喷器系统，在紧急情况下可自动关闭井口，

能有效防止类似墨西哥湾事故的发生。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海工装备业的创新发展尤

为重要。

主持人：进入海工领域的企业应将什

么作为重点和目标？

张勇慧：中国海工装备制造业在国际

产业链中处于相对低端的位置。由于起

步较晚，基础没有他国好，因此当前的侧

重 点 还 是 要 做 好 目 前 所 承 接 的 产 品、业

务，建立自己的声誉，积累技术实力和经

验，逐渐地发展壮大。这一领域很难实现

跨跃式发展，所以企业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地走下去。

王志华：海工装备市场一定会有从欧

美向韩国、新加坡再向中国转移的一个过

程，这种趋势已经在发生，而海工设备制造

核心一定也会从欧美国家往中国转移，因

此，企业现在的目标是向核心的高端技术

方面扩展。

王锦连：首先，应重视深海海工装备技

术，因为深海装备技术的比例越来越大，这

是发展趋势，虽然难度非常大，但只有朝这

方面发展才有出路。其次，重视海工装备

配套设备的同步规划，在依靠船舶行业配

套力量的同时，走社会化发展海工装备专

用配套设备之路。

点评：未来，深海勘探或成为海工装

备领域的发展重点。与此同时，无论哪家

企 业 选 择 迈 入 海 工 领 域，都 想 在 该 领 域

“ 攻 城 略 地”，所 以 每 迈 出 一 步 就 要 迈 得

稳健。这就需要企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方向。未来，中国海工装备企业定会占据

高端海工装备市场，成为世界海工装备领

域的佼佼者。

每一步都要迈得稳
据中国船舶工业协会 11 月份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9 月，全国规模以上船

舶工业企业 1636 家，完成工业总产值 5845 亿元，同比增长 2.6%。海工装备业完成工业总

产值达 206 亿元，同比增长 17.8%。全国规模以上船舶工业企业完成出口交货值 2035 亿

元，同比下降 11.6%。海工装备业完成出口交货额达 14.4 亿元，同比增长 45.6%。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秘书长胡卫平曾表示：“未来 10 年是中国海洋石油发

展的黄金时期，海工装备业将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