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造船工业的特点与今后展望

一、大连造船工业的作用与意义

王丹张耀光

1．作用

船舶制造业是设计建造用于航运业、海洋开

发业、军事等领域的各种船舶和海洋建筑物的综

合性装配产业，是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密集型产

业；具有很高的产业相关性，可以影响和带动50

余个行业的发展，具有基础产业功能，是装备制

造业振兴重点之一，是国家推进工业结构化升级

的重要部分。

从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海洋经济总产值占

国民总产值的比重来看，越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海洋经济总产值的比重就越高，海洋经济越发

达。船舶制造业是海洋第二产业，属于传统海洋

产业，是海洋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意义

作为东北地区与国内外经济联系的枢纽

和我国装备制造业重要基地，加快大连工业

发展，对于牵动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乃至保证国家经济和国防安全将起到重要作

用。

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壮大船舶工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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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船舶工业首次被明确单独列入国家五年发展

规划纲要中。我国船舶制造业连续十年仅次于日

本、韩国，位居世界第三造船大国。中国造船业

影响力正在进一步扩大，不仅在国际船舶市场的

地位大大提高，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也逐

步凸显。

二、大连船舶工业的特点

1．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

大连船舶工业已有上百年历史，第一个船厂

建于1898年，仅有一个修船坞。发展至今，已成

为我国一流的造船工业基地。全市规模以上海洋

船舶制造以及配套生产企业有19家，拥有造船

能力180万t。目前中船重工所属——大连造船

重工和大连新船重工，共有30万吨级船坞两座，

10万吨级、6万吨级和3万吨级船台各一座，主

要以建造原油轮、成品油轮、化学品油轮、散货

船、多用途船、滚装船、大型集装箱船、海洋工程

等为主，造船产量占我国北方造船总量的80％，

占全国造船总量的21．4％。大连建造的船舶已出

口40余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吨位600万t

余，创汇30亿美元。船舶配套企业主要有大连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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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柴油机厂、大连船用推进器厂、大连船用阀门

等中直企业。

2．全国重要的造船工业基地

(1)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近年，大连的船舶完工量稳定持续增长。

2000--2005年，大连造船完工量年均增长率

30．4％。从2000年造船完工量75．5万t发展到

2005年的266万t，增长了3倍多，占全国完工

总量的21．9％。

大连造船业在产值上也保持着年均31％的高

增长率，在全国造船业总产值中占有10％左右的

比重，但近年这一比重有下滑的趋势。

大连造船重工和大连新船重工所属的中国

造船重工集团公司(CSIC)与中国船舶集团公司

和江苏造船企业形成中国船舶工业“三足鼎立”

的态势。同时大连造船重工和大连新船重工又是

辽宁省5家大中型船厂中拥有出口船订单的仅

有两家。2003年造船重工和薪船重工两船厂的

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承接新船订单量以及

所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和出口交货值各项指标都

名列全国前10名，见表1。

表1 2003年大连两大船厂各项指标

+全国前十位船厂排名。

曩沿海都市

(2)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从环渤海经济区来看，天津、河北、山东、辽

宁四个地区都有船舶制造业的发展。环渤海地区

拥有大中型造船企业13家，其中拥有出口订单

船厂6家。大连拥有大中型船厂3家，有出口订

单的2家，即大连造船重工和大连新船重工，见

表2。这样，大连以环渤海地区12％左右的船厂

完成了31．2％的工业产值，见表3。

从辽宁省来看，辽宁省拥有船舶工业企业

48家，其中大中型企业5家，拥有出口订单船

厂2家。辽宁省船舶工业总产值有一半以上由

大连的造船企业完成，出口交货值和销售收入

也将近1／2，见表4。

5．船舶制造业成为大连的支柱产业

支柱产业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一定的

比重，具有稳定而广泛的资源来源、产品市场，

依靠区域优势发展起来的。主导产业则是指今后

较长时期内需求的收入弹性较大，与其他产业的

关联作用强，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的产业，附

加值高，技术水平先进，潜在的市场扩张能力

强，对其他产业具有牵动作用，对区域经济结构

具有导向作用。

本世纪以来，大连船舶制造业的工业总产值

快于大连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在工业总产值中的

比重呈增长趋势。

大连船舶制造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作用强，

技术水平先进，对其他产业仍具有带动作用，已

经完成了对大连经济结构的导向作用，具有广泛

的资源来源和产品市场，正由大连的主导产业向

支柱产业转变。造船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占有稳定

的比重，成为大连市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

一。2004年，大连“四大基地”实现工业生产总

值1 583．3亿元，占大连工业生产总值的78．5％。

其中船舶制造工业基地完成86．2亿元，占“四大

基地”总产值的5．44％、大连工业总产值的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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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环渤海地区大中型船厂分布

企业数(个) 工业总产值(亿元) 出1：1交货值(亿元) 销售收入(亿元)

4．大型企业为主

2003年全市规模以上的海洋船舶制造以及

配套生产企业有19家，其中大中型船厂4家，

它们是大连造船重工、大连新船重工、大连渔

轮厂和军工7841厂。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中国

两大造船集团之一)所属的大连造船重工和大

连新船重工是大连造船业的龙头企业，占有大

连民用钢质船舶生产的绝大部分生产能力和市

场份额，是大连造船业出口创汇和参与国际竞

争的主体。

三、大连造船工业布局

1．造船工业地区布局

大连船舶制造重点企业主要集中在大连湾

南岸和西岸，地处市区中心区域。大连的两大重

点船厂在行政区划上都属于西岗区。大连湾镇及

棉花岛区域为修船基地。新建两个船舶配套产业

园区：长兴岛大连船舶配套产业园和大孤山船舶

配套基地。

在大连市“十一五”规划中，已经提出将管

件、船装等配套生产部分逐步迁出，见表5。其中

在旅J顷、甘井子、市开发区均建设船舶配套园区

有利于形成配套企业集群，从而使船舶配套与船

舶制造同步协调发展。

2．主要造船企业各项指标排序

大连造船业自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各

项指标都稳居全国前十名以内，在我国船舶制造

业中占有重要地位。2005年底两大船厂合并为

   



表5大连船舶制造业“十一五”布局

地区 建设目标

旅顺二头羊

长兴岛

旅顺

甘井子

市开发区

大连湾镇及棉花岛

240万载重吨规模的现代化船厂

修船及船舶配套园区，造船备选基地

船舶配套园区

船舶配套园区

船舶配套园区

修船基地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指标排名上升至前

两位。

5．主要造船企业

(1)大连造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该企业是中国造船重工集团公司(CSIC)所

属，也是海军舰船重要的建造和修理基地。拥有

固定资产11亿元，总资产44亿元，注册资本

5．8亿元。2004年，船舶销售量60万t；2005年

产量达80万t；计划到2010年，实现造船产量

300万t。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海军装备现代

化建设及大连地区船舶工业体系的形成作出了

突出的贡献。

(2)大连新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该企业是中国造船重工集团公司(CSIC)所

属大型综合性骨干企业，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现

代船舰总装企业，是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和国

内最早开始建造lO万吨级以上大型船舶的国家

特大型出口基地企业。以98 000 t油轮和VLCC

为主要船型。至2005年6月，新船重工累计造船

83艘，共计806．46万t(其中出口船舶58艘，共

计558．06万t，创汇20．2亿美元)，手持船舶合

同51艘，共计640．8万t，合同总值人民币

225．2亿。在2004年国外权威杂志对世界大型船

厂最新排名中，位于第七位并成为大连市第一家

装备制造业产值超百亿元企业。

(3)大连渔轮厂

该厂是我国生产渔轮、渔机的主要企业，始

建于1907年。现已由大连造船重工有限责任公

蠢沿海都市

司托管，主要为其分工建造任务。根据海洋捕捞

业由近海向远海发展的需要，正大力开发其远洋

渔船。

四、今后展望及措施

1．展望

(1)建设世界一流的造船企业

在当今被日本、韩国及西欧的几家大型造船

集团所垄断的世界船舶市场中，中国船舶业要占

领世界先列地位，必须有几个世界一流的造船企

业，才能在竞争中站稳脚跟。世界一流的造船企

业必须是实体型资产经营、生产一体化、经营多

元化的。在国内的各大船厂中，有条件向世界一

流造船企业发展的并不多，而大连的两大船厂就

具备这样的条件。

(2)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当今整个世界船舶都向大型化、专业化发

展。主要体现在大型集装箱、巨型油轮(VLCC)和

液化天然气船(LNG)等建造。而这些大型船舶的

建造都需要高尖端科学技术的应用。

(3)形成完整的船舶配套产业链

船舶产值的60％～70％是配套产业完成的。

大连市的造船企业每年设备成本在60亿～70亿

元，为配套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但目前大连

企业的材料设备只有不到5％是在大连当地生

产的。为此，将长兴岛和大孤山培养为大连的船

舶配套产业基地是形成船舶产业链中关键的一

环，为区域内形成完整的配套产业链提供了有利

的条件。

2．措施

进一步完善船舶企业的管理模式，实施现代

化管理，培育造船产业集群，实现企业的快速稳

健发展与扩张。2005年12月，大连新船重工和

大连造船厂整合重组，通过集团化经营管理模式

的实施，实现现代化管理。两厂重组不仅在技术

的合作上有了更大的突破，在资源的配置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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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做到了统筹兼顾。利用好两厂整合的有利条

件，在产品和资源上增强互补性，不断壮大和丰

富两厂的生产规模和产品种类，开辟新的船舶生

产基地，培育出大连湾内的造船产业集群。

在引进先进的并适合大连船舶业当前发展

水平的造船技术同时，坚持以自主创新为根本的

立脚点，开发出更具竞争力的船舶技术，与世界

水平接轨。中国加入WTO以后，正成为世界加

工制造业中心。大连作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

龙头，在发展上可以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谋求

一定的发展空间，在竞争中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在技术上引进国外先进的造船设计软件，提高技

术含量、高附加值船舶产品的设计开发能力，进

一步扩大和发展修造业务的外向度和经济效益，

培育船舶工业产业链。要在造船高端产品上有所

突破，实现国产化，创造出自己的品牌。

优化船种结构，发展船舶配套业。未来15年

里，大吨位的油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三种主要

船型的市场需求量前景广阔，仍是船舶市场中的

主流船种。所以要根据市场需求，优化船种结

构。利用大连两大船厂整合的优势，在扩大船舶

吨位的同时加大生产成本低利润高的船型。

发展海洋船舶修造业和海洋机械仪器制造、

修理业，逐步形成造船、修船、拆船等配套的船

舶工业体系。建设高附加值的船舶配套园，吸引

国内、外的一些从事船舶配套业的企业来大连发

展以完善大连的造船产业。适应造船企业的布

局，旅顺二头羊、长兴岛、大孤山和市开发区都

可以规划建设船舶配套工业园区。

五、结语

大连造船业在我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是十分重要的一环。我国

要成为世界级造船大国，大连要成为东北亚重要

国际航运中心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两方面的

目标决定了大连必须成为先进的船舶制造基地。

大连造船业不仅要抓住这个有利的机遇壮大自

己的发展，更要在发展中充分发挥本产业的带动

力，带动整个大连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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