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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关键技术产业化      

实施方案 

 

为推动我国船舶工业转型升级，提高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巩固和增强国际竞争优势，根据《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

计划（2018-2020 年）》，制定本方案。 

一、发展目标 

通过实施本方案，我国高技术船舶和特种船舶的自主设计、系

统集成和总承包能力进一步提升，一批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产品填

补国内空白，海洋资源开发装备结构明显升级，关键配套设备装船

率不断提高，研发设计、试验检测设施更加完善，产业核心竞争力

明显增强。大型邮轮设计建造取得重要进展，22000 箱超大型集装

箱船实现首船交付，公务执法船、磷虾捕捞船、深远海渔业养殖平

台等推广应用，高强度系泊链、大功率激光器、海底管道检测系统

等产业化能力明显增强，虚拟现实设计与试验平台等投入使用。 

二、主要任务 

（一）发展高技术船舶与特种船舶 

通过联合开发、技术引进、合资经营等方式，开展邮轮设计、

制造和示范应用，逐步掌握邮轮总包建造技术，提升工程组织和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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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管理能力，带动邮轮专用配套设备的发展，形成比较完整的邮

轮制造产业链。 

开展超大型集装箱船、大洋钻探船、超大型气体船、深海采矿

船、浮标作业船、大洋综合资源调查船、海底管线巡检船、多功能

物探船、超大型矿砂船等高技术、绿色智能船舶的设计和制造，提

升自主设计、系统集成和总承包能力，推动关键配套设备和系统实

船应用。 

发展深远海多功能救助船、大型远洋打捞工程船、高性能公务

执法船、多功能应急保障船等特种船舶，救助打捞专用设备、水下

特种作业设备、海上应急通讯系统、安全监测系统、水下探测监测

系统、溢油监测系统等设备系统，增强海上综合保障装备能力。 

开展极地多用途船、极地物探船、重型破冰船、极地科考破冰

船等极地船舶与装备的设计与建造，加强物探拖缆收放系统、大功

率全回转推进装置等极地用关键配套设备的研制和实船应用。 

（二）发展海洋资源开发先进装备 

推动大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FPSO）、水下生产系统、固定

式海上液化天然气存储气化平台（PSRU）、海上平台拆解装备、张

力腿平台（TLP）、第七代半潜式钻井平台等油气开采装备的研发、

示范应用，提升海洋油气装备的自主设计、系统集成和总承包能力，

完善海洋油气装备体系。 

加快海上卫星发射平台、海上城市结构物、装配式工厂、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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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站、深潜水工作母船、深海载人潜水器、深海探测机器人等装

备开发，加强海上风能、波浪能、潮汐能、温差能等开发装备的研

制，积极推动示范应用，建立海洋空间资源开发装备体系。 

开展深远海养殖平台、磷虾捕捞船、冷链运输和加工等深远海

渔业装备的研发、示范应用与产业化，提升海上养殖智能化水平，

拓展海洋经济发展新空间。 

（三）提升关键系统和核心部件配套能力 

通过自主创新、技术引进、海外并购、国际合作等方式，开展

中高速柴油机、双燃料发动机、气体发动机等船用动力系统与关键

配套设备的攻关，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自主品牌。 

开发大型远洋船配套的尾气处理装置、挥发性有机物回收再利

用装置、超大型油轮凝析油脱臭装置等环保装备，提升产业化能力，

加强推广应用，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要求。 

推动甲板设备、舱室设备、推进设备、辅助自动驾驶系统、辅

机设备智能综合管控系统、无人装卸作业系统、钻井系统、大功率

激光器、液货装卸及外输系统等集成化、智能化、模块化。开发通

讯导航、深水多点锚泊系统、动力定位系统、物探系统、地震拖缆

系统、锚拖带作业系统等关键设备和系统，提升产业化能力，推动

实船应用。 

（四）提升研发制造服务能力 

建设虚拟现实设计与试验平台。建立信息采集技术标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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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仿真、专家诊断和虚拟现实技术，构建远程运维体系架构。开

展定制化产品设计、设备操作与运维、数据交互与状态预警等虚拟

试验，提升试验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降低研发成本，缩短

设计建造周期，满足未来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产品开发需要。 

建设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整合现有资源，推动核心机电设备、

深远海养殖系统、低速柴油机数字化、海上风电装备、海洋工程装

备等试验检测，提升试验检测认证能力。建立在役船舶和海洋工程

装备实时运维数据系统，形成远程监测、数据分析、智能诊断、状

态评估和风险预警技术能力，提供信息、技术、人才、管理、咨询

等服务。 

建设智能示范生产线、智能示范车间、智能船厂。加快虚拟制

造、数据库管理、信息化等新型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优化生产流程

工艺，推动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等技术的应用，加强研发、

制造、服务深度融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三、重点工程 

（一）大中型邮轮工程 

大型邮轮，由行业骨干企业牵头，联合有关单位组织实施。通

过国际合作、技术攻关，突破全船振动及噪音控制、薄板分段加工

制造、典型舱室制造和公共区域建造、复杂项目工程管理等关键技

术，建立专业加工流水线，形成加工制造、舾装调试、仓储物流等

能力，构建大型邮轮设计建造体系，建成 10 万总吨以上和客位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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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上的大型邮轮首制船。 

中型邮轮，由行业骨干企业牵头，联合有关单位组织实施。突

破全三维设计、减震降噪、舱室建造、复杂项目管理等关键技术，

自主设计建造 5-7 万总吨和客位 1000-2000 人的中型经济邮轮首制

船。 

（二）大型集装箱船工程 

大型集装箱船，由行业骨干企业牵头组织实施。采用先进的船

型经济性、水动力综合性能、结构设计、船舶系统等技术，优化船

型结构和布局，提升综合功率、均箱、油耗、载货等指标，满足全

球最严格排放限制区域的标准和船舶能效设计指数第三阶段标准，

建成 22000 标箱、航速 22 节、续航力 25000 海里、配备双燃料动

力系统的大型集装箱首制船。 

（三）特种船舶工程 

大洋钻探船，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联合设计、建造等单位

组织建造。通过联合攻关，突破船体结构分析、集成型钻井系统优

化设计、钻探及岩芯采集系统集成设计等关键技术，研制并应用中

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中央集成控制系统和钻井设备，建成钻探深

度 11000 米的大洋钻探首制船。 

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由行业骨干企业组织建造。采用清洁能源

或双燃料推进系统，建成达到国际海事最新环保要求、舱容达到 8

万吨以上、综合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乙烷运输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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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综合资源调查船，由行业骨干企业组织建造。具有海底、

水体、大气以及深海极端环境探测能力，能够开展综合海洋观测、

探测以及保真取样，满足各大洋高海况海区的耐波性以及远海航行

的抗风浪稳性要求，最大航速 12 节，续航力 12000 海里以上，自

持力 60 天以上。 

高速公务执法船，由行业骨干企业组织建造。采用新一代中高

速柴油机、喷射推进装置、零航速减摇鳍、工作艇单点高速降放装

置等设备，建成排水量 2000 吨左右、最大航速 32 节以上、舷侧排

气、极限抗风能力 12 级的公务执法船。 

海底管线巡检船，由行业骨干企业组织建造。航速 13 节以上，

载重量 1200 吨以上，具有 300 米水深海底管道检测与维修能力、

60 米水深海底电缆敷设作业能力，适应于我国近海海况和地层特

点。 

（四）海洋资源开发装备工程 

大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由行业骨干企业组织建造。突破设

计建造关键技术，建成作业水深 500-3000 米、储存量 30 万吨、油

气日处理能力 2.7 万吨的装置。 

海上风电安装及运维装备，由行业骨干企业组织建造。采用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建成最大起重能力 1200 吨，最大作业水

深 60 米，采用二级动力定位系统的海上风电安装及运维装备；建

成最大起重能力 2000 吨的海上风电安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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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平台拆解装备，由行业骨干企业组织建造。开发多类型平

台灵活组合拆解、实时精确定位等技术，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吊机、北斗导航、SCR 脱硝、全自动升降式栈桥等设备和系统，建

成最大起重能力 30000 吨以上、最大运输能力 50000 吨以上、适用

所有类型海洋平台的拆解装备。 

深远海渔业养殖平台，由行业骨干企业组织建造。开发养殖舱

室换水技术及系泊锚固、抗风浪稳定性技术，建成具有鱼饲料处理、

活鱼聚集与输送、死鱼处理、养殖空间立体感知、渔网防污、渔网

清洁等功能，作业水深 40-300 米，养殖水体 5-25 万立方米的平台。 

磷虾捕捞船，由行业骨干企业组织建造。突破船舶总体设计技

术、渔获系统集成技术，研制电力推进、磷虾捕捞、加工、冷藏等

装备，建成适用于南极磷虾捕捞作业的首制船。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组织协调 

落实好支持船舶工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营造有利于船舶工

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环境。坚持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相结合，

发挥骨干企业的牵头和引领作用，推动组建产业联盟和联合体，探

索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模式。完善协同推进机制，充分

调动地方、企业等方面积极性，为重点工程的实施提供有效保障。 

（二）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强化船舶工业为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定位，将贯彻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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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发展战略作为推动船舶工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大力发展军民两

用船舶技术，促进军转民、民参军。加强军民资源共享，推动船舶

领域研发设计、试验验证、加工制造等设施共享共用。实施军民融

合重大工程，加快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新技术、新产品研制和应用。 

（三）优化资金支持方式 

充分利用现有渠道，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重点推动有研发基础、

已获得订单、可实现产业化的技术创新项目实施。创新资金使用方

式，积极运用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等资金，扶植骨干企业发展和

重点项目建设，推进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关键技术产业化。通过融

资租赁、上市、发债、市场化债转股等方式，为船舶和海洋工程装

备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四）建立项目储备制度 

按照“建设一批、启动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思路，建

立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关键技术产业化项目库，实施项目动态管

理。以技术水平、实施条件、战略作用等为标准，有关省级发展改

革委和中央企业每年 3 月底前报送符合条件的项目。国家发展改革

委产业协调司组织咨询机构和专家，对上报项目进行评估，将通过

评估的项目纳入项目库并给予优先支持。 

（五）加强项目建设管理 

根据《加强和完善重大工程调度工作暂行办法》（发改投资〔2015〕

851 号）要求，有关省级发展改革委和中央企业对项目建设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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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监管，定期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协调解决

存在问题，保证项目按计划顺利实施。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会同行业协会等单位，对实施方案中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等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反馈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项

目实施单位按季度向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提交项目进展报告，有

关省级发展改革委要积极做好检查督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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