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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船舶配套业发展现状与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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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 ,随着江苏造船业的快速发展 ,船舶配套业发展相对滞后 ,制约了江苏船舶工业的进一步发

展。加快发展江苏船舶配套业是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本文通过对江苏船舶配套业发展现状的研究分析 ,从优势

地区、优势企业、优势产品以及优势技术四个方面阐述了江苏船舶配套业发展思路 ;并结合产业集群相关理论提出

了江苏船舶配套业的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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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 of development

of marine equipment industry in Jiang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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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hipbuilding industry o f Jiang su Province g ot ra pid dev elopment in recent y ears. But i ts

further fast develo pment is rest ricted by the relativ e lag of local marine equipment industry. It is an urgent

and hard task to accelerate the ma rine equipment indust ry of Jiang su Province. Based o n a study a nd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si tuatio n o f the m arine equipment indust ry o f Jia ngsu Province, the paper ex pounds

autho r 's o pinio n o n the dev elopment o f local ma rine equipment indust ry in four aspects, i. e. prepo nderant

regio n, prepo nderant enterprises, prepo ndera nt products and preponderant techno logies. It also bring s

fo rw ard some sug gestions of developing policy for Jiang su m arine equipm ent industry wi th indust rial

cluster theo ry.

1　引　言

随着国际造船业产业格局的调整和我国造船业

的加快发展 ,我国船舶配套业面临机遇和挑战。吴邦

国同志明确批示 ,要实现世界第一造船大国 ,关键要

抓好国内配套。 2005年 ,我国造船完工量达到 1 212

万载重吨 ,占世界总量的 17% ,比上年增长 42% [1 ]。

虽然我国造船业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 ,造船能

力和规模也与日俱增 ,连续 13年位居世界第三 ,但

是船舶配套业近年来未能跟上船舶制造业的发展步

伐 ,国内船舶配套比率相对下降。

目前世界船用设备生产主要集中在东亚和欧

洲 ,东亚的船用设备生产国主要有日本、韩国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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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欧洲的国家有德国、丹麦、芬兰、法国、英国、挪

威、瑞典、荷兰、波兰、意大利、西班牙等。美国则在导

航、通信、自动化船用设备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面对

这一现象 ,国内众多专家、学者对我国船舶配套业的

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 ,如朱汝敬、曹慧芬等主要从全

国的角度和立场来研究船舶配套业
[ 2, 3]

,陶永宏等主

要对长三角地区的船舶配套业进行研究 [4 ] ,而专门

针对江苏船舶配套业发展进行研究的则很少。 本文

就江苏船舶配套业的现状进行分析 ,并提出进一步

发展江苏船舶配套业的对策。

2　江苏省船舶配套业发展现状

江苏不仅是我国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 ,而且在

船舶配套方面也具备相当的基础和实力。 一批骨干

配套企业 ,如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正茂集

团、江苏亚星锚链有限公司、南通中远船舶钢结构有

限公司、江苏南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等在国内外拥

有良好的声誉。

2. 1　发展规模

目前江苏拥有各类船舶配套企业 400多家 ,其

中大部分为地方企业 ,从业人员约 2万人 [5 ]。 2003

年 ,江苏省船舶配套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约 40亿

元 , 2004年达到 65亿元 ,约占全国总量的 35%。 全

省船舶配套产品种类繁多 ,涉及动力装置、甲板机

械、舱室设备、船用舾装件、自动化系统等许多方面 ,

产品销往全国各大造船企业及主要配套装备设备企

业。 其中 ,螺旋桨、泵系列产品、油水分离器、船用救

生设备、舾装件、船用锅炉等均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表 1为 2002年、 2003年和 2004年江苏和全国

船舶配套业工业总产值一览表。从表 1的数据可以

看出 , 2002、 2003、 2004年江苏船舶配套业总产值占

船舶工业总产值分别为 16. 5%、 20. 5%和 22% ,都

要高于全国水平 ,比例也稳步提高 ,但是远低于船舶

配套占 45% ～ 50%的比例要求。

不过 ,从总体上看 ,江苏船舶配套业在产业层

次、企业规模、售后服务、企业管理等方面还存在很

大的提升空间。 有一组数字值得注意: 江苏 15家骨

干船舶配套企业工业年产值均超过亿元 ,这批骨干

企业与剩下的 400多家企业的工业年产值之比大致

为 1: 2。这一方面说明江苏船舶业已开始呈现规模

化发展的特点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大多数船舶配套

企业在生产规模和经济实力上还比较弱小。

表 1　 2002～ 2004年江苏、全国船舶配套业工业总产值一览表

年　度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指标

地区

船舶配套

业总产值

(亿元 )

船舶工业

总产值

(亿元 )

船舶配套业

所占比例

(% )

船舶配套

业总产值

(亿元 )

船舶工业

总产值

(亿元 )

船舶配套业

所占比例

(% )

船舶配套

业总产值

(亿元 )

船舶工业

总产值

(亿元 )

船舶配套业

所占比例

(% )

江苏 18. 4 111. 9 16. 5 26. 5 129. 4 20. 5 36. 9 168. 1 22

全国 56. 7 530. 2 10. 7 101. 8 686. 6 14. 8 141. 6 903. 5 15. 7

　资料来源: 《中国船舶工业统计年鉴》 2003, 2004, 2005有关数据推算得到。数据为全部国有船舶工业企业和年产品销售收入

为 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 [6]。

2. 2　总体布局

从区域来看 ,江苏船舶配套企业主要分布在长

江沿岸 ,相对集中于南京、泰州、镇江、南通、无锡和

苏州等城市 ,这 6个城市船舶配套产值占全省总量

的 80%以上
[7 ]
。 其中 ,①南京主要配套企业有南京

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南京中亚船舶设备有限公

司、南京国际船舶设备配件有限公司 ,主要生产甲板

机械、船用起重机、离心机械、环保产品、海水淡化装

置、压缩机、分油机、排气阀等。②泰州主要配套企业

有江苏亚星锚链有限公司、江苏省扬子机械厂、泰兴

市贝斯特船舶配件有限责任公司等 ,主要生产船用

锚链、仪器仪表、船用消音器、粉尘回收设备等。③镇

江主要配套企业有镇江中船设备有限公司 (镇江船

用柴油机厂 )、中船瓦锡兰螺旋桨有限公司、正茂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镇江锚链厂 )、镇江中船现代发电

设备有限公司和镇江正茂日立造船机械有限公司

等。 另外 ,镇江船舶电器有限责任公司、镇江市黄墟

锚链厂等地方企业也具有一定的规模。 主要生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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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焊锚链、中速柴油机、柴油发电机组、螺旋桨等。

④南通主要配套企业有南通中远船舶钢结构有限公

司、南通航海机械有限公司等 ,生产各类舱口盖、过

滤器、船用模块、阀门遥控装置、船用柴油机液压支

撑等多种船用配套产品。⑤无锡主要配套企业有江

阴市黄山船舶配件有限公司、江苏海陆装饰有限公

司、无锡市铸造厂有限公司等 ,主要生产配电板、配

电箱、驾控台、机舱监控、中低速柴油机缸套、活塞

器、门、窗、梯、盖、救生艇、救助艇、救生舰船架等。⑥

苏州主要配套企业有海卓泰克液压技术 (苏州 )有限

公司、张家港格林沙洲锅炉公司、苏州市中天船用配

件厂、常熟市船用配件厂有限公司等 ,主要生产阀

门、液压油缸、滤清器、缸扣、套环、弹簧产品等。

2. 3　产品分布

江苏船舶配套产品门类繁多 ,涵盖了动力装置、

甲板机械、舱室设备、舾装、电气、通讯导航等几大

类。苏南地区以中速柴油机、辅机等技术密集产业为

主 ;苏北地区侧重吊机、轴尾密封、机械零配件等劳

动密集型产品 ;苏中地区则以舱室设备、舾装设备生

产见长。其中南通市的船用钢结构、舱口盖、消防设

备 ;泰州市的船用舾装设备、环保产品、电气仪表、冷

藏空调设备、船用电缆 ;镇江市的船用中速柴油机、

锚链、螺旋桨 ;南京市的船用辅机、船用油漆、无线电

设备等产品在全国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名气和影响

力。

2. 4　产品技术水平

江苏船舶配套产品技术水平尽管在全国具有相

对优势 ,但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大多以许可证生产及

国外品牌 ,缺少自主品牌。 如电动推进装置、通信导

航、电子海图、电子识别系统及大型船舶辅机与高技

术、高附加值船舶配套产品大多依赖进口。产品在性

能、质量、规格和品种方面与国外同类产品存在较大

的差距 ,大多依靠国外品牌占领国内市场 ,进一步发

展受制于人 ,产品缺少国际市场竞争力。

2. 5　科技人才现状

江苏省整体科技实力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地位 ,

是科技大省。全省拥有 94所高等院校和 2 800多家

科研、技术开发机构 ,高等学校数量居全国首位 ,各

类科技人才济济。表 2为 2003年我国前五位省市专

利受理、授权量。 不难看出 ,江苏实用新型与发明的

专利在全国受理和授权量比较高 ,可见江苏新科技

转化率较高 ,且发明和生产紧密合作。

江苏省拥有具有 70年历史、以船舶工业为服务

面向的高等学校—— 江苏科技大学 (原华东船舶工

业学院 ) ,以培养船舶工业应用技术人才为对象的南

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无锡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

以及众多的船舶科研院所 (如无锡 702研究所、南京

724研究所、扬州 723研究所、连云港 716研究所、

江苏省船舶设计研究所等 ) ,能培养专门从事船舶工

程、轮机、船舶电器、船舶材料、焊接及船舶经济方面

的专门人才 ,能够满足江苏船舶配套业加快发展对

科技与人才的要求。 江苏还有比较发达的船舶职业

教育体系 ,每年可为船舶配套企业培养大批职业技

术工人。

表 2　 2003年五省市专利受理、授权量

项目

地区

申请受理量 授权量

合计 发明
实用
新型

外观
设计

合计 发明
实用
新型

外观
设计

上海 22 374 5 936 5 992 10 446 16 671 880 3 844 11 947

江苏 18 393 3 279 8 228 6 886 9 840 626 5 381 3 833

浙江 21 463 2 751 7 750 10 962 14 402 429 4 947 9 026

广东 43 186 6 181 12 985 24 020 29 235 953 7 921 20 361

辽宁 13 545 2 584 7 859 3 102 5 656 644 3 905 1 107

　注:资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 ( 2004年 )整理而得。

表 3为江浙沪三地船舶配套从业人员一览表 ,

表明 2002年和 2003年三地船舶配套从业人员中 ,

江苏船舶配套从业人数所占比重最大 ,其次为浙江、

上海。三地船舶配套从业人员约占全国的 1 /3。

表 3　三地船舶配套从业人员一览表

地区

年份

上海
(人 )

比例
%

江苏
(人 )

比例
%

浙江
(人 )

比例
%

全国合计
(人 )

2002年 982 2. 6 7 864 21 1 252 3. 3 37 506

2003年 5 128 7. 2 8 513 12 5 113 7. 2 71 418

　资料来源: 《中国船舶工业统计年鉴》 2003、 2004年有关数

据推算得到。数据为全部国有船舶工业企业和年产品销售收

入为 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

随着江苏省船舶工业的快速发展 ,充分发挥江

苏科技大学和各企业现有的科技优势 ,由省经贸委

引导、院校和企业参与建立的江苏省船舶先进制造

技术中心已经成立 ,将较好地解决船舶行业科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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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足 ,有利于协调省内科技力量 ,进行重点科技攻

关。

江苏省在船舶配套业科技与人才方面有着非常

明显的优势。

3　江苏省船舶配套业发展对策

目前江苏省船舶配套业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

刻 ,机遇和挑战共存。 一方面 ,产业发展具有一定基

础 ,形成一批具有一定国际、国内竞争力的产品和企

业。另一方面 ,区域性竞争更加激烈 ,随着上海、山

东、浙江等地船舶工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船舶配套

业已经成为各地新一轮角逐竞争的焦点。 江苏发展

船舶配套业首先应该将船舶配套业纳入江苏省装备

制造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尽快研究出台发展规划 ,明

确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和发展措施 ,加强宏观调控 ,

采用必要的行业手段避免低水平重复投资 ,以市场

为导向 ,加快资产重组 ,实现规模生产 ;其次 ,从培育

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扩展

产业规模等方面下功夫 ,重点支持骨干企业和优势

产品。

3. 1　发展思路

江苏船舶配套业的发展思想应该从培育自主创

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扩展产业规

模等方面下功夫 ,重点支持优势地区优先发展、优势

企业力争规模、优势产品率先突破、优势技术自主创

新。

3. 1. 1　优势地区优先发展

江苏配套业主要分布在长江两岸 ,相对集中发

展于南通、泰州、南京、无锡、镇江、苏州等城市 ,而其

中泰州和南通最具代表性。泰州、南通的船舶配套企

业及其产品在江苏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名气和竞争

力 ,有些产品甚至已经打入国际市场。

充分利用各地区优势 ,做大做强江苏船舶配套

业。江苏要想发展好船舶配套业 ,就应该优先发展上

述几大地区 ,并且应该重点发展泰州和南通地区。具

体而言 ,泰州重点发展船用舾装设备和器材、船用锚

链、电缆及主配电板、船用电气仪表、冷藏空调等 ;南

通应重点发展舱口盖、船用消防器材、船舶钢结构

等 ;南京重点发展船舶甲板机械、舱室机械、雷达、船

用环保产品、船用电气仪表等 ;镇江重点发展中速船

用柴油机、船用锚链、辅机、发电机组、船用螺旋桨

等。

3. 1. 2　优势企业力争规模

江苏在船舶配套业方面的主要优势企业有: 南

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镇江正茂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亚星锚链有限公司、南通中远船舶钢结构有限

公司、江苏南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兆胜空调有

限公司等。

虽然这些都是江苏省的优势企业 ,都有其各自

的优势。但和国外的一些大的船舶配套企业相比 ,他

们都存在规模小的问题 ,从而难以和国外的大企业

相抗衡。江苏的优势企业应该走规模化发展的路线 ,

通过各种方式、方法 ,做大做强自己。以现有的十几

家骨干企业为龙头 ,全力打造甲板起吊机械、中速船

用柴油机、船用锚链、螺旋桨、泵系列产品、油水分离

器、船用救生设备、舾装件、船用锅炉等产品品牌。同

时要积极完善服务 ,力争建立江苏船舶配套企业全

球服务网络 ,消除国际船东的忧虑 ,从而使江苏船舶

配套产品不仅畅销全国 ,更能够走向世界。

3. 1. 3　优势产品率先突破

江苏省船舶配套产品门类繁多 ,涵盖了动力装

置、甲板机械、舱室设备、舾装、电气、通讯导航等几

大类。其中优势产品主要有: 柴油发电机组、甲板机

械、船用锚链、船用空调、电缆及主配电板等 [8 ]。

江苏应该在这些优势产品上率先取得突破 ,使

得这些优势产品 ,不仅在江苏、在中国是优势产品 ,

而且还要成为世界级的优势产品 ,成为众多国际船

东信赖的产品。不仅如此 ,江苏还应该依托现有基

础 ,实施“名牌”战略:①重点抓好一批已有一定优势

和市场占有率而且是国家急需发展的配套产品 ,主

要有柴油发电机组、甲板机械、船用锚链、冷藏空调、

雷达、电缆及主配电板 ,形成南京、镇江、泰州、南通

四大配套业基地 ,并辐射周边 ;②着力提升一批已有

一定基础但急需提高档次的配套产品 ,船用舾装设

备和器材、船舶舱室机械 (过滤器、热交换器、压力水

柜、遥控阀组、动力装置 ) ;③扶持一批高附加值、具

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配套产品。如船用消防器材、船用

环保产品、船用电气仪表等。

3. 1. 4　优势技术自主创新

江苏船舶配套产品门类繁多 ,也具有很多知名

的、有一定竞争力的船舶配套产品 ,但其关键技术都

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 ,产品附加值低 ,严重制约着江

苏船舶配套业的发展。

江苏船舶配套企业要在更多地了解、掌握世界

先进设备制造技术、管理经验和营销模式的同时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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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积蓄制造经验和经济实力 ,加大研发投入 ,包括人

力、物力、财力的投入 ,提高自主研究开发的能力 ,创

出更多优势产品。其次 ,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船用设

备制造技术 ,争取与国外知名的设备厂商合资、合

作 ,对国外先进的船用设备制造技术进行消化、吸收

和再创新 ,实现部分产品或在产品某些性能、质量创

造新的优势 ,与国际产品形成差别竞争 ,最终形成自

主知识产权。

3. 2　应对策略

江苏船舶配套业应该抓住机遇 ,加大自身发展

的力度 ,采取“集群化布局 ,集聚式发展”的应对策

略。

3. 2. 1　集群化布局

产业集群已经成为过去几十年国际上产业发展

最重要的现象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把推动产业

集群作为产业发展的战略方针 ,作为促进相关产业

发展的战略模式 ,作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战略思

想
[9 ]
。

江苏省要想做大做强船舶配套业 ,就必须走集

群化布局、构筑大基地 (如南通船舶配套工业集中

区 )的建设之路。 江苏船舶配套业集群化建设、构筑

大基地的原则应该是: ①立足江苏省现有资源优势 ;

②坚持市场自发形成和政府推动形成相结合 ;③依

据区域特色 ,合理规划 ,避免重复建设。

依据江苏船舶配套业发展态势和调查研究 ,江

苏船舶配套业走集群化建设、构筑大基地之路的建

设思路应该是: ①形成以南通、南京、泰州和镇江为

重点的四大船舶配套业基地 ,尽快构筑相应的船舶

配套园区。②培植和鼓励若干个工业基础好 ,技术相

对发达的县、镇形成小类别船舶设备产业群和船舶

设备零部件产业群。③尽快建立船舶配套研发中心、

技术服务平台等服务体系 ,同时完善配套产品的售

后服务 ,建立服务网络。

3. 2. 2　集聚式发展

依据产业集聚发展理论 ,观察国际船舶配套业

集聚发展的实际 ,江苏船舶配套业的进一步发展 ,应

是强调集聚式发展 ,扩大企业规模 ,重点培育少数几

个大企业。

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①站在江苏全省

的角度 ,统筹规划 ,加快培育和组建以现有的龙头企

业为核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②组建集团

的类型可以是紧密型的 ,也可以是松散型的 ;可以是

本地区资源整合型的 ;也可以是跨地区资源优配型

的。③组建的原则是自由结合 ,市场推动 ,政府扶持。

3. 2. 3　提高研发能力

科技优势是核心竞争力中关键的要素之一。 必

须把握船舶配套产品的国际技术水平和发展趋势 ,

加大研发能力 ,鼓励骨干企业建立以企业为主、产学

研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 ,尽快提升主要配套设备的

自主研发能力 ,逐步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

技术的品牌。充分利用现有的船舶专业研究所及我

省相关高校、科研机构等科技力量 ,部分骨干企业加

快壮大技术开发中心 ,提高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进

一步开创产学研联合开展和投资船舶配套业研发的

模式 ,提高集成创新能力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率 ,打

造江苏船舶配套业的核心技术。

4　结束语

近年来 ,江苏船舶配套业已经取得较大的发展 ,

并拥有良好的优势和机遇。本文通过实际调研 ,对江

苏船舶配套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江苏船舶配套

业主要集中在南通、泰州、南京和镇江等城市 ,具有

一定的集中度 ,集聚式发展和产业集群现象已经初

见端倪。结合江苏船舶配套业自身的特点和现状 ,江

苏船舶配套业的发展对策宜采用“集群化布局、集聚

式发展”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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