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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长 399.99 米 ，型 宽 61.3 米 ，载 重 量 达

22.8 万吨，甲板面积相当于 3.5 个标准足球场，

满载后可达 22 层普通住宅的高度……日前，

由南通中远海运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建造

的 24188 标箱集装箱船试航，我国超大型集装

箱船再迎新突破。

船舶交付捷报频传、后续订单接连不断、

产业升级稳步向前，近年来，我国船舶行业持

续巩固全产业链竞争力，不断提升国际市场地

位。近日中国船舶工业协会发布的《2022 年船

舶工业经济运行分析》显示，到 2022 年，我国造

船业国际市场份额已连续 13年位居全球第一。

实力突出，领先国际市场

“ 去 年 ，我 们 创 造 了 中 国 造 船 史 上 单 笔

LNG（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订单最大金额纪录，

目前累计手持订单近 50 艘，生产任务已排期至

2028 年。”中国船舶集团沪东中华造船公司纪

委副书记柳颖高兴地告诉记者。

自 2008 年建造交付首艘国产大型 LNG
船“大鹏昊”号以来，沪东中华建造这一船型的

技术不断进步。“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建造

工艺已更新到第五代，效率可比肩国际先进船

企。”柳颖说。

技 术 过 硬 、实 力 突 出 ，才 能 赢 得 市 场 青

睐。2022 年，抓住全球大型 LNG 船市场需求

走高机遇，我国船企积极作为、主动出击。

在中国船舶集团，除了“一马当先”的沪东

中华，江南造船和大连船舶重工去年也成功实

现 LNG 船首单承接，集团 2022 年累计签约大

型 LNG 运输船订单 49 艘，合同金额超 100 亿

美元，订单总量全球市场份额从 2021 年的不

足 7%跃升至 2022 年的近 30%。

不只是在 LNG 船市场，2022 年，我国广大

造船企业抓住机遇、积极作为，交出一份亮眼

的成绩单——

国际市场份额持续领先。 2022 年，全国

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为

3786 万载重吨、4552 万载重吨、10557 万载重

吨，分别占世界总量的 47.3%、55.2%和 49%，较

2021 年分别增长 0.1、1.4 和 1.4 个百分点。

船舶出口金额保持增长。2022 年 1 至 11
月，我国船舶出口金额 23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7.9%。出口船舶产品中，散货船、油船和集装

箱船仍占主导地位，出口金额合计 123.8 亿美

元，占出口总金额的 51.9%。

船 舶 企 业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和 利 润 实 现 增

长。通过强化造船大节点计划管理、实施生产

线智能化改造、加强成本管理等方式，船舶企

业大力推进降本增效。 2022 年 1 至 11 月，全

国规模以上船舶工业企业 1093 家，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4572.9 亿元，同比增长 8%，实现利润

总额 136.5 亿元，同比增长 70%。

新船订单质量持续提升。2022 年，我国船

企巩固优势船型市场领先地位，夯实了新船订

单基础。在全球 18 种主要船型中，我国共有 12
种船型新接订单位列世界第一。其中，新接散

货船、集装箱船、汽车运输船和原油船订单分

别占全球总量的 74.3%、56.8%、88.7%和 66.1%。

“2022 年，中国造船产能利用监测指数为

764 点，与 2021 年相比提高 22 点，达到近 10 年

以来的最高点。”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

长李彦庆表示。

创新驱动，未来前景可期

戴上 3D 眼镜，即能身临其境。在中国船

舶集团江南造船公司数字化展厅，记者“走进”

一艘高度仿真的“数字船”，将船舱内的情况尽

收眼底。

“借助‘虚实结合’体验，设计师可以对整

条船的性能、工艺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各部件

安放的位置是否合适、是否方便后期维修，各

舱室的温度、声音、光照、气流等是否舒适宜

人，都能在设计阶段提前排查。”江南造船副总

经理林青山说。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江南

造船的设计周期显著缩短，建造效率大幅提

升。据林青山介绍，过去造一艘 2 万箱级的大

型集装箱船平均需 28个月，现在只需 16个月。

去年以来，船舶企业紧紧抓住创新这个

“牛鼻子”，推动产业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

高端装备取得新突破。2022 年，2.4 万标

箱集装箱船、17.4 万立方米大型 LNG 船等高

端船型实现批量交船；10
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

殖工船、第四代自升式风

电安装船等海洋工程装

备实现交付。

绿色动力船舶快速

增长。去年全年，我国船

企新接订单中绿色动力

船舶占比达到 49.1%，达

历史最高水平。

国产配套产品应用加速。李彦庆向记者

作了具体介绍：“一方面，国产船用主机、船用

锅炉、船用起重机、船用燃气供应系统等配套

设备装船率持续提高。另一方面，船用高端钢

材研制能力不断增强，大型集装箱船用止裂板

全部实现国产替代，化学品船用双相不锈钢国

产化率由不足 50%提高至 90%以上。”

需求旺、订单足、生产忙，眼下，不少船舶

企业正开足马力、加紧建造。

江南造船在今年 2 月开启了“双坞双线”

建造新模式。在有限的船台资源上，增加新的

产品线、协调多型船舶的节点周期，将有效提

升船舶建造节奏。今年，江南造船计划完成 6
批次 20 艘船出坞，出坞船舶数比去年翻一番。

沪东中华正大力推动 LNG 船产能倍增计

划。目前，长兴造船基地二期工程船坞、车间

及配套设施等已具备雏形，计划于今明两年陆

续完工投产。

外高桥造船将在今年迎来邮轮、民船、海

工这三型产品完整交付的第一年。“预计全年

交船 23 艘，产值同比增长 40%。”外高桥造船

总经理陈刚说。

补齐短板，加快产业升级

春节刚过，位于上海浦东的中国船舶集团

外高桥造船厂区内一派繁忙，船坞里停满了正

在建造的大型船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

是总长 323.6米、约 24层楼高的首制国产邮轮。

大型邮轮是我国目前唯一尚未攻克的高

附加值船型。自 2019 年 10 月首制大型邮轮开

工点火以来，外高桥造船通过引进消化和自主

创新，先后攻克了邮轮重量控制、安全返港等

关键设计技术。

各式管线接连铺设、设备系统紧张调试、

内部装潢加快进度，眼下，首制国产邮轮正紧

锣密鼓加紧施工。到

今 年 2 月 中 旬 ，工 程

进 展 已 达 87% ，整

船 预 计 将 于 今 年 年

中 出 坞 、

年底命名

交付。

“未来几年，我国船企将迎来交船的高峰

期。2023年至 2024 年是大型集装箱船集中交

付期，按计划将交付 44 艘 1.5 万标箱及以上大

型集装箱船。 2025 年至 2026 年是大型 LNG
船集中交付期，多家企业属于首次建造大型

LNG 船。”李彦庆建议，船企全面加强生产计

划、物资配套管理，坚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

确保手持订单船舶按期交付。

对于船舶行业下一步的努力方向，行业专

家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方面，要提质增效、把握节奏，提高订单

质量。

“近两年来，全球新造船市场保持活跃，不

同船型市场需求呈现轮动发展，大型集装箱

船、汽车运输船、大型 LNG 船等新船价格大幅

增长，在一年之内同型船的价格差高达数千万

美元。”李彦庆说。

针对现状，李彦庆建议，船舶企业要加强国

际航运与造船市场发展动态追踪，避免盲目跟

风，结合自身手持船舶订单和船位安排情况，在

保证企业生产连续性的前提下，优化经营策略，

把握好接单节奏，进一步提高新接订单质量。

另一方面，要探索创新，化解人力资源不

足矛盾。

“当前，我国船企生产快速增长与劳动力

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行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李彦庆建议有关政府

部门加大对船企职工招聘、专业岗位培训等的

政策扶持，船舶企业也要探索改革用工模式，

通过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工作环境等措施保持

员工队伍稳定，提高技术水平。

“此外，还可根据现有基础和条件，稳妥推

进智能制造，提升生产效率，缓解劳动力不足

问题。”李彦庆表示。

“2023 年，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全球航运和新造船市场将出现合理波动，但新

船需求不会出现大幅萎缩，船企手持订单保持

充足。”李彦庆认为，当前我国船

舶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国际地位

稳步提升，“我们要坚定信心、接

续努力，强化科技创新，扎实推

进 造 船 强

国建设。”

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3年居全球第一

中 国 造 船 扬 帆 远 航
本报记者 刘志强

2022年，全国造船完工量、
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为
3786 万载重吨、4552 万载重
吨、10557 万载重吨，分别占世
界 总 量 的 47.3% 、55.2% 和
49%，各项指标国际市场份额均
保持世界第一。

造船业是海洋强国的重要
基石。当前，我国造船业国际市
场份额已连续 13年位居全球第
一，技术过硬、实力突出，发展动
能强劲，呈现出蓬勃生机。

核心阅读

松土、播种、施肥……天

津市蓟州区下窝头镇西马营

村的农田上，满载春小麦种

子 和 化 肥 的 播 种 机 来 回 穿

梭，村民们抢抓农时，忙着开

展春耕作业。

“蓟州区春耕备耕已全

面铺开，目前全区农资商店

作物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

生产物资充足，技术保障到

位，春耕备耕进展有序，将为

全 年 粮 食 生 产 打 下 牢 固 基

础。”蓟州区农业发展服务中

心主任韩光远说，为保障春

耕备耕工作顺利开展，蓟州

区组建了一支 100 多人的农

机专业人员队伍，根据种植户

的需求“扎点驻村”，深入田间

地头提供指导和服务。

“我们主要根据气温、农

作物长势情况为种植户提供

防冻防旱、防灾减灾技术指

导，帮助农民选用适宜本地

种植的优良品种，将播种深

度控制在 3—5 厘米。”正在

田间指导农民科学种田的蓟

州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

农艺师王红霞说，鉴于当前

气候较为干旱，她建议农民

播 种 后 采 用 喷 灌 的 补 水 方

式，保证春小麦正常生长。

抢 抓 农 时 忙 春 耕 。 加

强农资供应保障，加快检修 6000 台套农机设备，春播作

物耕地整地、春小麦播种有序展开……在天津市粮食

主产区宝坻区，处处一派春耕繁忙景象。

翻耕农田、播种春小麦、铺设滴灌管道……天津市宝

坻区王卜庄镇春鑫家庭农场负责人杨秀正在自己的 300
亩春小麦田间忙碌着。

据介绍，在小麦地里铺设的滴灌管道，是近年来宝坻

区在大田作物生产中使用的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这项

技术集灌溉、施肥为一体，利用管道灌溉系统将肥料溶解

在水中，实现了灌溉与施肥同步进行，不仅能节肥增产，

还能有效节水。

“过去浇地都是用垄沟，浇 300 亩地需要十天半个

月，用上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一天一夜就能完成，而且

小麦亩产能增加 300 斤左右。”杨秀算了一笔账，水肥一

体化滴灌技术能实现节肥 30%、节水 40%、增产 20%。

“今年，宝坻区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在 128 万亩以上，

同时新启动 6.45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宝坻区农业

农村委党委书记、主任闫秀余说。

据闫秀余介绍，宝坻区将进一步培育壮大农业企业、

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等，今年力争培育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等新型经营主体 35 家、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到 30 家

以上。

走进农田、农资经营门店和农机合作社，查看越冬小

麦苗情、农资购销凭证和农机保养记录……近日，天津市

农业农村委派出工作组，深入农村一线督导检查春耕备

耕工作。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加强田间生

产管理，积极开展麦田查苗情、查墒情、查病虫害活动；合理

调剂调配作业机具，强化农资市场监管，打通农资运输通

道；组织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民解决

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灾准备。

天津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要牢牢把握住粮食安全主动权，千方百计稳定粮食播种

面积、提升粮食产能，从严从实加强耕地保护，健全种粮

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提升粮食储备流通能力，注重食物节

约减损，着力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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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春以来，三峡游船市场逐渐升温。2 月 26 日，三峡库区湖北省宜昌

市秭归港银杏沱滚装码头，正在装车上客的“新高湖”滚装游轮即将开启今

年的首次航行。 郑 坤摄（影像中国）

本版责编：唐露薇 邓剑洋 崔杨臻

三峡旅游逐渐升温

本报北京 2月 28日电 （记者齐志

明）近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发布

2023 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农资保供

重点企业名单，进一步促进基层经销商、

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民与保供企

业对接，让农民能够及时用上放心农资。

此次入选的 180 家农资保供重点

企 业 包 括 中 国 农 业 生 产 资 料 集 团 公

司、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一大批营销

网点多、经营品种全、供应有保障、诚

信可靠的供销合作社系统农资企业。

据了解，入选企业将充分发挥示

范带头作用，进一步提高农资生产供

应服务水平，加快农资进村到店入户，

切实强化农资供应保障，在关键时刻

肩负起农资保供主力军责任。

此前，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发布《关

于全力做好 2023 年春耕农资供应工作

的通知》，要求全系统坚决扛起农资保

供的政治责任，稳定农资保供工作专

班，构建省市县三级农资应急保供体

系，加快货源采购和储备进度，抓好跨

区域调剂调运，加快农资进店进村入

户，保证终端销售网点货源充足，确保

春耕旺季不脱销、不断档、不误农时，全

力保障 2023 年春耕农业生产用肥用药

稳定供应，为夏粮丰收奠定良好基础。

据预测，今年 1 至 4 月，供销合作

社系统将从工厂采购肥料 3500 万吨、

农药 30 万吨左右，完成近 1000 万吨的

国家和省级化肥商业储备、1 亿元的国

家救灾农药储备任务，并将按照发改、

财政等部门的安排有序投放市场。

全国供销社农资保供重点企业名单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