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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福建海洋工程装备产业进步显著,初步形成了以港口装卸、海上起重机、海底铺管、

大型汽车滚装船等传统装备为主导的制造基地;同时,海水淡化核心装备、海洋防腐材料、水下作

业机器人、游艇装备等新兴产业也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仍存在产业基础薄弱、整体产品低端、研发

力量小且分散、试验研发平台严重不足等制约“瓶颈”。文章通过现场调研和资料查询分析了福建

海洋工程装备产业的发展现状,总结归纳出当前制约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明确发展思路,提出建

设具有海西特色的海工装备制造业应发展海洋工程装备的重点领域、编制福建省海洋工程装备中

长期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提升海洋工程装备科技创新能力、制定海洋工程装备发展的扶持政策、

构建比较完整的重点领域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链等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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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recentyears,marineengineeringequipmentinFujianhadmadethesignificantpro-

gressandformedthemanufacturingbasedominatedbyharborhandling,marinecrane,seabed

pipelineconstructionandlarge-scaleautomobileroll-on-roll-offships.Meanwhile,emergingindus-

tryofseawaterdesalinationscoreequipment,oceanantiriotmaterials,underwateroperationro-

bots,andyachtequipmentreceivedrapiddevelopment,butitstillhadbottlenecks,suchasweak

industrialfoundation,low-endoverallproducts,smallandscatteredR&Dpower,andseriouslyin-

sufficienttrialR&Dplatform.Inthepaper,theauthorsummarizedprimaryfactorsofconstraining
industrialdevelopment,defineddevelopingidea,andproposedsomecountermeasuresandsug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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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onconstructingmarineequipmentmanufacturingindustrywiththewestsideofstraitschar-

acteristic,suchasdevelopingthekeyareasofmarineengineeringequipment,programmingthe

mediumandlongterm developmentofFujian marineengineeringequipment,improvingthe

abilityofinnovation,formulatingsupportingpolicies,buildinganentireindustrialchaininkeyar-

easandsoon.

Keywords:Fujianprovince,Marineengineeringequipment,Marineindustry,Yachtmanufacturing
industry,Emergingindustriesequipmentmanufacturing

  福建是海洋大省,全省海域面积为13.6万km2,
拥有丰富的生物、港湾、港口、海岛、滨海旅游和可

再生能源等资源,具备发展海洋产业得天独厚的资

源[1-3]。发展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是壮大海洋产业的

前提和基础,也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最重要武

器,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对于高效开发海洋

资源、提高福建海洋产业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同时,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本身涉及原材

料、机械、电子、电机、液压、气动、自动化控制、计算

机等各种学科,产业链极长,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制

造业不仅能壮大福建海洋经济,而且能促进相关产

业发展、推动福建经济转型升级[4-6]。因此,笔者调

查和收集了福建部分市区的海洋工程装备发展现

状,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对策,旨在为相关部

门提供参考。

1 福建海洋工程装备产业现状

近年来,福建抓住国家扶持政策和机遇,海洋

工程装备产业取得显著进展。2014年海工装备产

业总产值达280亿元左右,增幅超25%,是福建确

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
在刚过去的“十二五”期间,福建规模以上修造船、

游艇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236.079亿元,首次突破

了千亿元大关,比“十一五”的678.3716亿元增长

了82.21%,创福建船舶工业历史新高。

2016年福建海洋生产总值达到7500亿元,同
比增长9%,福州、厦门入选首批国家海洋经济创新

发展示范市。福建省以海洋工程装备等为主导的

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培育了一大批特色产品和

优势行业,已经成为拉动福建省海洋经济增长的新

引擎、新动力。

1.1 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方兴未艾

目前,福建分别在漳州开发区和厦门海沧区集

群了诺尔港机、豪氏威马、泰华、湘电风能和厦船重

工、厦门双瑞船舶涂料有限公司、厦门纽顿机器人

科技有限公司等一批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具有较大

实力与规模的企业,并且初步形成了港口装卸、海

上起重机、海底铺管、大型汽车滚装船、防腐防污材

料和水下作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制造生产基地,产

品主要出口国外。

1.2 游艇制造业跻身国内先进行列

厦门已经建设海沧排头游艇工业园区和翔安

欧厝游艇制造生产基地,现有游艇企业47家,其中

规模和品牌企业有11家。亚洲规模最大的香山游

艇俱乐部共有300多个独立泊位,中澳游艇俱乐部、

五缘湾游艇帆船俱乐部、专业保税仓库、国际展销

中心等正在筹划建设,游艇展销城已经初具规模。

漳州赤湖将军澳游艇制造基地,拥有3km2基地,基

础设施配套完善,目前已有多家企业入驻,开始生

产。另外,宁德市和莆田市也已规划建设游艇产业

基地。

1.3 大型船舶制造企业积极向海工装备领域进军

目前,福建省共有船舶制造企业91家,其中,具

备修造10万吨级以上船舶能力的1家、10万吨级

至5万吨级5家、1万吨级以上的修造船企业26
家,并形成福州、厦门以省船舶工业集团公司骨干

企业为龙头的出口船舶建造基地,其他沿海地市

(福安、龙海等)以民营企业为主导的船舶修造产业

群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为抓住

海洋石油开发高速发展期对大型海洋平台及辅助

工程装备的需求逐渐增大的机遇,当前亚洲最大的

单体船制造厂———泉州造船厂正进军海上钻油平

台建造;东南造船厂除制造各种渔船外,开始进军

海洋三用工作拖船、成品油轮以及登陆艇、驳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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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船、旅游船、大马力拖船等。

1.4 海洋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正在兴起

厦门江天智能仿生科技有限公司正在海沧建

设5000m2厂房,生产海水淡化核心组件纳米滤膜、

反渗透膜、油水分离膜等智能仿生膜产品。据介

绍,其膜性能可与美国GE公司等世界顶尖产品媲

美,由其研发的中空纤维超滤膜组件,产品市场良

好;漳州纳滤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建设陶瓷超滤膜管

生产线和纳滤膜、反渗透膜组件生产线,海水淡化

成套设备生产线;福州福龙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和

厦门波鹰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建设年产10套日产万

吨淡化水的“电膜法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成套装

备”生产线;福建省水产研究所联合厦门溢盛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在以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联合

驱动、日产5~10t淡化水的小型海水淡化成套装

备开发与制造上,取得良好业绩。厦门新颖佳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金贝尔(福建)水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泉州龙闰海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专业的海洋

生物增养殖装备制造企业正在成长。

1.5 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园区正在大力推进

宁德市正在大力推进三沙湾大型船舶装备环

境绿色拆解集中区和霞浦昌贸海洋工程装备制造

产业园区建设,计划将宁德市东冲与溪南半岛、漳

湾两大片区建成现代海洋装备修造基地。福州市

正在大力推进罗源湾现代渔业产业园区、青口三煌

海洋渔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江镜闽台(福州)蓝

色产业园等建设,主动承接台湾产业转移,对接平

潭综合实验区优惠政策,重点发展临海装备制造

产业。

1.6 海洋工程装备科研力量正在形成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长期从事海洋渔业设施与

装备研发,在捕捞机械(组)、养殖工程装备、助渔导

航等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近年来,先后开展

了抗风浪流养殖网箱、集约化养鲍网箱、浮筏式消

波堤、循环水活鱼(虾)运输船(车)、风能太阳能驱

动小型海水淡化装置等海洋工程装备试验研究,取

得系列成果,正在进行中试与产业化应用示范;厦

门大学海洋与环境学院在海洋声学研究及养殖网

箱鱼群安全监控设备研发等方面,在国内具有重要

影响;集美大学轮机学院成立船舶工程技术研究

所、自动化技术研究所和厦门射频识别工程技术中

心,形成船舶与海洋结构设计制造、船舶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等特色学科,机械工程学院开展了波浪

能发电技术与装备试验研究,生物工程学院开展了

小型海水淡化技术与成套装备研制;厦门市中船重

工七二五研究所在海洋结构物防腐蚀、防污损生物

等试验研究居国内领先水平,其中部分防腐蚀材料

已开始产业化;福州大学成立了海洋工程装备高等

学校协同创新中心等,福建海洋工程装备研发力量

正在形成。

2 制约福建省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发展的

“瓶颈”

  尽管近年来福建省的海工装备制造业有了良

好的发展。但是,福建的海工装备不仅在基础设

施、创新团队、试验条件和制造水平等方面与国际

先进海工装备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即使是在国

内,大约也只能处于第三梯队的水平,与其他省市

存在明显距离,制约着福建海洋工程装备的健康

发展[7-8]。

2.1 产业基础薄弱,整体产品处于行业低端

总体上讲,福建省船舶修造企业规模都比较弱

小,海洋装备制造业处于行业发展低端,起点低,规

模小,市场份额低,产业竞争力不强。特别在钻井

平台、大型浮式结构物等方面,福建省几乎还是

空白。

2.2 产业链关键环节薄弱或严重缺失

福建省的游艇动力、海水淡化膜/高压泵等核

心技术与关键部件必须依靠进口;满足海洋环境要

求的超高强度钢材、数控机床、3D制造技术和超过

2万克的超大型注塑机等制造机器等严重缺失;模

具开发等精密设备制造能力严重不足。技术封锁、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严峻事实在产业发展中不容

忽视[9]。

2.3 研发能力不能支撑产业快速发展要求

2.3.1 研发力量小且分散

福建省海洋工程装备研发单位除福建省水产

研究所、集美大学轮机学院船舶工程技术研究所和

厦门市中船重工七二五所外,其他几乎都是近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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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国家和省、市对海工装备的重视后才成立的,总

体上研发力量小且分散,研发团队严重不足、人才

队伍和专业结构等不尽合理。

2.3.2 缺乏试验基础研发条件

海洋工程装备应用于海洋中,必须承受台风、

浪、流、海水腐蚀和污损生物侵袭等作用,建立可模

拟风、浪、流等海洋环境要素的模型试验水槽或海

上试验场,在正确评估研发装备的作业性能和安全

风险、缩短研发周期,提高可靠性等方面,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而福建省目前仍是全国沿海地区中,

为数不多的缺乏基础试验平台的省份之一,与福建

省建设海洋经济强省不相称,更不利于海工装备

发展。

建设海洋工程装备海上试验场,不仅可以降低

中试基地建设投资,而且可以大幅提高基地防御灾

害的风险系数,为可靠运行提供良好的保障,而且

台湾海峡海洋环境具有典型性,在该海区中进行试

验,对研究海洋工程装备尤其是海洋生物养殖装备

在台风及急流等生存环境下的运动状态、受力状态

与动力响应以及破坏机制、风险因素等具有重要

意义。

2.3.3 缺乏稳定的项目支持

由于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没有海洋工程装备

对口管理职能部门,不仅无法统筹全省的海工装备

发展,更缺乏稳定支持海工项目研发和支持产业发

展的政策与资金扶持。而海洋工程装备研发涉及

学科多、工作环境特殊,因此,试验难度大、周期长,

所需经费远大于陆基装备的研发,缺乏稳定、连续

的项目和经费支持,将直接影响研究成果的产业化

水平。

3 福建省发展海洋工程装备的对策探讨

3.1 福建省发展海洋工程装备的重点领域

广义上,海洋工程装备定义为人类在开发、利

用和保护海洋活动中所使用的各类装备的总称,从

此意义上讲,海洋工程装备涉及海洋经济中的各个

产业部门,无论是装备类型、还是所涉及的学科都

非常多,为此,首先建议福建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应

立足于优势海洋资源开发和现有产业基础,以满足

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和推进传

统产业升级等手段,发展具有海西特色、与其他省、

市、自治区明显错位和差异化的海工装备制造业。

具体而言,包括海洋生物产业装备(远洋渔船与捕

捞装备、陆基海洋生物养殖装备、海上海洋生物养

殖装备、海洋生物饲料与水产品精深加工技术与装

备、海洋与水产物流)、游艇制造业(新能源驱动游

艇开发、游艇标准化模块化建造技术与装备、高性

能轮机等游艇核心部件开发、游艇舾装技术装备与

相关技术标准研究)、满足海岛居民、海上养殖作业

员和船舶人员等生产生活用水的小型海水淡化装

备制造业(自组网可再生能源驱动技术与装备、排

放浓海水能量回收技术与装备、高通量淡化膜、成

套装备可靠性稳定性及降低成本的新技术新装备

等)、海洋防灾减灾装备(新型浮筏式消波堤、海洋

环境要素综合快速检测装备、海上作业船舶安全保

障装备等)和海洋可再生能源装备(海上风能、潮汐

能、波浪能等新技术新装备开发)[10]。

3.2 编制福建省海洋工程装备中长期发展规划和

实施方案

建议省海洋与渔业厅设立对口的管理职能部

门,以《“十三五”海洋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全

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福建省海洋新兴

产业发展专项规划》为基础,根据福建省各设区市

自身海洋资源禀赋、特色和区域产业发展实际,统

筹全省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布局,建设特色明

显的错位和差异化的海洋装备制造业。

3.3 全面提升海洋工程装备科技创新能力

尽快出台鼓励海洋工程装备创新能力建设的

专项政策与扶持资金,扩大福建省海洋工程装备创

新研发团队数量与规模、加大人才引进与培养力

度、建立专业的海洋工程装备实验平台、提供连续

稳定给予若干年的专项项目扶持、打造海洋工程装

备技术创新联盟,使福建省海洋工程装备的创新能

力能跻身国内先进行列。

3.4 制定海洋工程装备发展的扶持政策

①加强政府财税政策保障。对海洋经济基础

设施建设、海洋装备重大产业及项目审批审核等给

予支持,对于项目用海给予海域金征收优惠等。

②加大产业园区的培育扶持保障。加快福州、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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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泉州、漳州和宁德装备制造业园区和基地建设,

打造东南沿海海洋工程装备总装基地。③加大引

进和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力度,特别是制造特殊政

策,吸引或承接台湾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和技术西

移,到福建省来创新、创业。

3.5 构建比较完整的重点领域海洋工程装备产

业链

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链可分为产品链和技术链,

产品链主要包括上游原材料和配套系统供应商、海

洋工程装备的设计与承建商、下游海上施工服务

商。由于开发海洋工程装备要求高,个性化的特征

明显,从设计到制造,再到生产、安装、调试、投产对

项目管理经验要求高。技术链主要是指以海洋工

程装备产品为载体的各项建造技术的集成关系,同

时具有跨学科、跨专业、多系统集成、技术含量高等

特点。

根据选择的海洋工程装备重点发展领域,组织

相关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

开展联合研究,围绕成套装备生产所需的材料、制

造工艺和生产要素,通过资金扶持、税收优惠等激

励政策,建立比较完善的海洋工程装备产品链和技

术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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