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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背景下中国邮轮配套产业发展途径研究

杨天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００）

摘　 要： 本文在智能制造的宏观背景下，就中国邮轮配套产业的发展现状与问题展开研究。 分析并提出了智能制造背景下中

国邮轮配套产业的发展路径，主要包括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推进智能制造标准与国际接轨，推进邮轮配套产业智能制造园

区建设等。 提出了相关发展建议，以求推动中国邮轮配套产业在智能制造背景下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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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中国邮轮中下游产业，自 ２０１８ 年以来增长速度

明显放缓，进入深度调整期。 而国际邮轮上游建造

产业的巨大供给缺口，给中国邮轮产业提供了全新

的发展方向。 在邮轮上游产业内部，从建造成本占

比角度和建造环节来看，配套产业均为邮轮上游产

业的关键组成部分。 因此，推动配套产业发展是中

国邮轮产业在调整期内的核心任务与主要突破口。
智能制造作为全球制造业的未来发展导向，能

够有效优化生产方式，推动技术突破与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 在此背景下，如何利用智能制造的全新发

展理念，推动中国邮轮配套产业的迅速发展成为亟

待解决的问题。
１　 智能制造及中国邮轮配套产业发展背景

１．１　 智能制造发展背景

近年来，工业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战略措施，旨在

将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制造业相结合，提升制

造业的智能化与网络化水平。 为了应对智能制造这

一全球浪潮，在经济新常态下寻求新的增长动力，中

国于 ２０１５ 年颁布了《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国家战略，工
信部于 ２０１６ 年颁布了《智能制造发展规划（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

智能制造通过将数字网络技术与传统制造技术

相结合，应用于制造业的全部生产流程。 智能制造

可以分解为智能设计、智能生产、智能管理、智能制

造服务等 ４ 个主要部分，如图 １ 所示。
　 　 通过大力推进智能制造，能有效优化制造业的

生产方式，推动制造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结构升级，
同时也将大幅提升需求端满意度，增进需求端与供

给端之间的联系。
１．２　 中国邮轮配套产业发展背景

自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期间，邮轮游客数爆增之后，
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期间发展速度明显放缓，邮轮游客

数增长率逐年降低。 至 ２０１８ 年，中国共接待邮轮游

客 ４８７ 万人次，邮轮游客量首次出现负增长，接待邮

轮艘次数与 ２０１７ 年相比下降了 １７． ９５％。 标志着

中国邮轮产业进入了深度调整期。 如图 ２、图 ３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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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智能制造主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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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８ 年中国接待邮轮总艘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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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８ 年中国接待邮轮游客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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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邮轮中下游产业发展速度放缓，中国

邮轮产业急需新的增长点来推动产业发展。 另一方

面，全球邮轮上游建造产业却存在着供需关系严重

不平衡、垄断现象严重等阻碍产业发展的因素。 由

于多年的技术积累，欧洲三大造船厂（意大利芬坎

蒂尼、德国迈尔、法国大西洋）的邮轮设计和建造技

术一直保持世界领先，全球 ８５％以上的大型邮轮均

由这三家造船厂建造。 最新数据显示，欧洲三大造

船厂 ２０２３ 年前的邮轮船位已全部售罄，手持订单最

晚交船期已排到 ２０２７ 年。 全球主要邮轮建造企业

手持订单情况见表 １。
　 　 全球邮轮建造市场的巨大缺口，给中国邮轮产

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发展邮轮上游建造产业

不仅能够延长中国邮轮产业的长度，提升整个产业

的综合竞争力，更能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契合，为中国

邮轮产业提供全新增长极。 而根据世界三大造船厂

的建造经验，邮轮配套产品成本占建造总成本的

７０％－８０％。 此外，由于分包模式的盛行，建造邮轮

的主要难点在于打造配套产品供应链，以及利用生

产执行系统 ＭＥＳ，执行配套产品现场调度任务。 因

此，提升国产邮轮配套产品质量，大力推动中国邮轮

配套产业发展升级，是中国邮轮上游产业发展的主

要突破口和全新增长点。
表 １　 全球主要邮轮建造企业手持订单情况（截至 ２０１９．１２）

Ｔａｂ． １　 Ｏｒｄ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ｃｒｕｉｓｅ ｂｕｉｌｄｅｒ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Ｕｐ ｔｏ ２０１９．１２）

船厂 艘 客位 客位占比 ／ ％

芬坎蒂尼 ２９ ８０ １９７ ３１．２

迈尔船厂 ２４ ９３ １６６ ３６．２

ＳＴＸ 法国 １５ ７０ ９００ ２７．６

Ｌｌｏｙｄ 造船 ５ １３ ０００ ５．０

合计 ７３ ２５７ ２６３ １００

２　 中国邮轮配套产业发展现存主要问题

２．１　 国产设备装船率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现阶段中国在建邮轮的配套产品大部分为进

口，而世界三大造船厂的配套产品的国产化率一般

为 ８０％－９０％。 一般来讲，邮轮配套产品费用占总

船价的 ３０％－４０％，中国造船产值虽然逐年上升，但
在附加值较高的邮轮配套产品方面却只能依靠进

口，使产业整体利润率不高。 因此，邮轮配套产业亟

需提升国产设备装船率，从而进一步提高中国造船

业的整体附加值。
２．２　 邮轮配套产业缺乏核心技术

近十年来，中国邮轮配套产业虽然在技术研发

投入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实现了较多重要技术

突破，但与发达国家的产品有较大差距。
邮轮配套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的原因有 ３ 点：
（１）企业自身缺乏自主创新的意识，且行业整

体缺乏相应机制。
（２）对技术人才的引进与培育方面，缺少规划

且重视不足。
（３）对于从国外引进技术，没有实现“消化吸收

与再创新”的良性循环，缺乏技术改造和持续创新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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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邮轮配套企业品牌建设落后

发达国家船舶配套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沉

淀，现已形成了诸如 Ｒｏｌｌｓ－Ｒｏｙｃｅ、瓦锡兰、ＭＡＮ、麦
基嘉等国际知名品牌。 由于重视产品的营销战略，
以及销售、服务网的建立，注重在全球培育分销商、
代理商，使其能够较早采用全球化战略进入世界各

国的造船行业，提高了品牌影响力。
中国邮轮配套厂商在发展过程中，缺乏品牌建

设意识及对配套产品销售网络、售后服务网络的建

立等等，从而错失了大量的订单与在海外发展机会，
这也间接导致了低端产品难以消化。
３　 智能制造背景下中国邮轮配套产业发展建议

３．１　 加强智能制造要素投入，构建邮轮配套产业工

业互联网平台

工业互联网平台不仅是邮轮配套产业开展智能

制造的基石，同时也是各相关企业间开展合作进而形

成成熟稳定供应链体系的关键环节。 通过向邮轮配

套产业投入智能制造所必须的人力、资本、技术等生

产要素，将有效推动中国邮轮配套产业工业互联网平

台的建设。 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建设，将进一步促进邮

轮配套产业内形成完备、稳定的设备供应链与科学的

供应商评价体系。 而严密科学的供应链体系，将倒逼

各类邮轮配套企业提升自身智能制造水平，改善生产

技术，提高产品品质，从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３．２　 提升舱室单元及内装工程的智能制造水平

由于中国邮轮配套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急需

寻找某一细分产业作为发展突破口，而非全面发展。
考虑到舱室单元及内装工程是邮轮建造的重要模块

之一，其建造总成本占邮轮建造总成本的 ６０％ －
７０％。 此外，大型邮轮一般需要上千个舱室单元，其
对于控制成本和生产进度也至关重要。 因此，应当

将舱室单元建造及内装工程作为中国邮轮配套产业

的首要发展对象。
在智能制造背景下，应着力引导相关邮轮配套

企业在智能设计、订制化设计、智能生产控制、人机

交互等方面开展创新实践。 同时应大力推进国外先

进企业与中国企业开展交流合作，积极引进先进的

技术与管理经验。 实现中国邮轮配套产业在舱室单

元建造与内装工程方面的迅速发展与突破

３．３　 扶持邮轮配套企业，提高智能制造水平

当前，中国邮轮配套企业在智能设计、智能制

造、产品质量、产品服务等方面均与国外一流配套厂

商相比存在明显差距。 因此，应当建立专项发展基

金，重点扶持一批邮轮配套企业的智能制造水平升

级，促进重点扶持企业与国外一流邮轮配套企业开

展技术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升自身管理水

平，有效提升重点扶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３．４　 培养邮轮配套产业复合型人才

邮轮配套产业的发展需要各级邮轮人才作为支

撑，而在智能制造背景下，同时掌握智能制造技术与

邮轮配套产品生产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无疑将对行

业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因此，各地政府应指导各高

校及培训机构重点开展复合型人才的培育，通过开

设智能制造相关课程，从而提升各级人才的智能制

造技术掌握程度。
４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智能制造战略背景下，发展中国邮

轮配套产业应选择以下 ３ 种发展途径：
（１）大力推进中国邮轮配套产业工业互联网平

台的建设。 其重点在于构建邮轮配套产业标准化智

能制造信息系统，推进企业间信息资源的流动与共

享以及在智能制造环节的合作创新。
（２）加速推动中国邮轮配套产业智能制造标准

与国际接轨。 其重点在于积极参与国际邮轮配套产

业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的制定工作，其次是积极推动

国际标准在中国邮轮配套产业内的实行。
（３）重点推进中国邮轮配套产业智能制造园区

的建设。 其重点在于邮轮配套产业园应当大力引进

各类智能制造企业，并推动各企业间的交流合作与

资源共享，以及各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等机构展开

合作，从而提升园区整体智能制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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