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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舟山特色船舶工业转型的政策建议 

王化明 

舟山船舶工业要寻求转型升级，走可持续的发展得道路，

需要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借鉴国际经验，确定船舶工

业转型升级方向，探析转型升级模式，走出一条舟山特色的

船舶工业转型发展的道路。 

1.推动船舶产业集群化发展 

舟山应充分发挥产业竞争优势，努力向国家有关部门积

极申请在舟设立“国家级海洋经济高新技术开发区”，为船舶

工业创造更加宽广的区域发展空间。同时立足现有船舶产业

布局、产业基础和用地、岸线资源、货物吞吐、能源等方面

优势，坚持市场自发形成和政府推动形成相结合，依据区域

特色，产业特点，合理规划，大力推进船舶产业向六横—虾

峙等五大区块集聚，以提高产业带动力、辐射力和竞争力。

同时，集群内企业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长，开展错位竞争，

分层竞争，大企业应重点建造特大型船舶和高附加值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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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则重点生产中小型特色船舶。 

2. 大力推进现代造船模式，提高企业生产能力 

在造船企业广泛推行现代造船模式。当前要积极鼓励各

集聚区块基础好、规模大、代表性强、覆盖面广的造船企业

进行造船模式转换的示范试点，推动流程重组和再造，将船

舶制造全过程纳入自动化、流程化、数字化管理模式，实现

从传统造船按功能/系统/专业的设计、生产、管理方式，转

变为按区域/阶段/类型的设计、生产、管理方式，把船厂从

“全能厂”性质改变为“总装厂”，以提高生产“一大（吨位

大）、二高（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三新（新技术、新工

艺、新船型）”船舶的能力。 

3.加快发展船舶配套业，延伸产业链 

发展船舶配套业，首先必须坚决摒弃长期以来形成的“重

造船轻配套，重生产轻销售服务”的思想，提升对船舶配套

业产业地位重要性的认识，要充分意识到船配销售和全过程

服务是今后配套业争夺市场和获取利润的主要手段，做到观

念创新，努力打造“全国重要的船舶配套物流集散中心”。其

次，要注重招商引资，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船舶配套业的

发展。加快推进舟山市船用配套件生产制造基地、舟山(中国)

船舶工业城船舶配套件生产基地和岱西船舶工业区船用配件

加工基地建设，同时加大对主要船用配套设备企业的技改投

资，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集团）采取各种形式与高新技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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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展合作。第三，针对舟山市船舶配套企业的特点，有所

为有所不为。重点发展一批已有一定基础但急需提高档次的

船用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档次和水平，培育品牌。同时要

通过技术合作、企业引进等形式积极扶持一批附加值较高、

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配套产品。 

4.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针对舟山市船舶企业实际，借鉴日韩企业发展的成功经

验。当前时期，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增

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引

导企业通过许可证、合作生产等方式与国外著名厂商保持和

建立合作关系，开展产学研合作，建立多种形式的科研实体

和战略联盟。同时更要在引进技术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 

5. 发挥政府引导作用，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 

各级政府应遵循现代造船模式的要求，积极研究并明确

船舶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运用必要的政策调控手段，制

定促进船舶产业集聚发展的产业政策，实现远洋、沿海、内

河船舶与海洋工程，以及船舶配套产品共同推进，形成优势

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型产业格局。搭建国际船业

博览会、项目推介会等与国际接轨、与各方面交流合作的平

台，通过“产业招商、精细招商”等手段引进规模大、附加

值高、对优势产业的带动和税收贡献大的项目，提高区域产

业竞争力和赢利能力，进而有效的提高产业整体的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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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现有生产企业的资源整合，通过兼并、联合、改造、迁

建等方式，对现有中小企业的生产能力进行整合，提高基础

设施和岸线资源利用率，扩大规模能力。根据船舶工业的行

业特点，重点促进金融机构与船舶企业积极开展合作，通过

建立船舶出口担保及融资机制、加强出口船舶信贷支持、加

大财税支持力度等举措，为企业提供融资方面的支持，支撑

船舶企业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大力推进企业

间的竞争和协作，支持造船企业和配套企业的网络建设及协

同经营，培育开放性竞争的体系和相应的诚信体系，营造积

极健康的氛围。 

6. 加强企业管理和行业服务。 

良好的管理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引导企业加强管理

创新，全面建立现代造船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发挥

行业协会、专业机构在行业自律、信息咨询、技术服务、检

验检测、宣传培训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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