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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远海运重工成立以来，坚持技术领先、开
拓创新、智慧经营，根据企业生产经营实际，依靠强
大的技术研发团队，不断开展技术创新和研发，持续
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上海中远海运重工巩固技术优势，多层次培育新
增长点。该公司结合技术专项工作小组、技术研发
中心技术优势，完成了水泥改装船、加装脱硫装置、
压载水改装、球鼻艏换新等共 200多个经营投标技术
方案和报价，成功获得水泥改装船、FLNG 和 LNG 修
理项目及上百个加装脱硫装置、压载水装置等订
单。完成“宏大”轮脱硫装置的改造，创造了国内同
类型项目改造周期最短纪录，较全面地掌握了脱硫、
压载水加装技术，为进一步经营接单打下基础。

该公司抓住 FPSO 市场回暖的契机，下大力气进
行 FPSO 市场技术经营工作，成功中标 N808 FPSO 建
造项目。协助兄弟公司成功取得 FPSO主船体项目订
单。海工配套产品压缩空气瓶、消防保压柜、氮气发
生器单元所用压力容器顺利通过 ABS、NR13 双重认
证。同时，坚持技术“走出去”，与相关方签订技术输
出合作备忘录。

上海中远海运重工以做带学增强技术储备。先
后完成 LPG、LNG、FLNG、FPSO、各类技术规格书、船
级社规范等方面专项技术培训 81次，1940人次参加，
各专项小组不定期组织跨专业技术交流。根据相关
项目，派遣技术人员相继赴法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印度、韩国等国家开展相关项目技术研究介入，在实
践中精进技术，提升技术力量，进一步打造技术领先优势。

经过积极努力，上海中远海运重工技术创新成果喜人：拥有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 40余项，“大型多点系泊 FPSO 设计与建造技术”荣
获 2017 年度“中国航海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海工配套产品压
缩空气瓶、消防保压柜、氮气发生器单元所用的压力容器通过 ABS、
NR13 双重认证；自主设计制造的船舶配套水下机器人收放系统通
过 CCS检验。

公务执法船一直是维护国家主权和
海洋权利最重要的执法力量，作为中国
最重要的公务执法船建造基地之一，武
昌船舶重工集团（以 下 简 称“ 武 船 集
团”）坚持兴船报国，先后为交通运输部
海事局、国家海洋局、农业部建造交付
公务执法船共计 55艘，用实际行动践行
着“造船梦”“中国梦”。

5 月 23 日上午，福建海事局台湾海
峡首艘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 06”在武
船双柳基地顺利开工建造，这不仅代表
着武船集团正积极响应国家建设海洋
强国的战略，也是武船集团积极探索技
术引领发展、绿色集约发展、军民融合
协调发展的体现。

技术引领 全力锻造“明星船”

“海巡 06”总长 128.6 米、型宽 16 米、
型深 7.9 米，设计排水量 5560 吨，采用双
机、双桨、双舵的推进形式，配置了光电
取证、直升机舰面保证系统等专项设
备，是一艘具备 AUT－0、DP－1 动力定
位能力的无限航区巡航救助船，预计于
2020年底前建成交付。

这亮眼的参数配置背后隐藏的是多
项难点及风险点，即使拥有百年船舶建
造经验，建造过程也不容松懈。“武船集
团定会按照合同及技术规格书的要求，
确保产品质量、安全、进度全面受控，交
付一艘顶用、耐用、实用的‘明星船’。”
武船集团总经理梁师清在开工仪式上
许下承诺。

据介绍，与以往同类型的巡航救助
船相比，此次，武船集团将以技术为着
力点，在动力系统、信息化、减振降噪等
方面对“海巡 06”进行优化设计。

动力系统方面，“海巡 06”配备的两
台轴发具有 PTO 转 PTI 功能，可以由单
台主柴油机驱动两套轴系可调浆，提升
了船舶低速巡航的经济性；信息化方
面，“海巡 06”信息化系统将实现船舶通
信调度、状态监视、数据处理、信息发
布、船务办公、生活娱乐等信息服务功
能，实现对巡航及应急任务的综合展
示、通信指挥、信息服务等综合指挥功
能，实现与岸基指挥中心、任务海域海
事船舶的协同指挥功能；减振降噪方
面，在舱室布置上将振动源设备与居住
舱室分开，针对主要振动源设备采用隔

振安装，有效降低船舶舱室振动与噪
声，为船员提供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
境。

时间紧，任务重，伴随着开工仪式
的剪彩，一场硬战，即将打响。

绿色建造 还一片蓝色海洋

船舶作为当今经济社会的重要运输
工具之一，其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
受到关注。面对新挑战，武船集团正悄
然发生着蜕变——从传统建造向绿色
建造转变。

“在‘海巡 06’的建造过程中，武船
将在船舶的设计、制造、营运、报废拆解
的全寿命周期中，采用先进的技术，减
少或消除环境污染，担起企业的生态社
会之责。”武船船海设计公司副总经理
童瑶说道。

他介绍，在绿色建造方面，首先，武
船集团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并多年来
保持有效运行。其中，对造船全过程的
20 余项重要环境因素（例如除锈涂装、
焊接作业、探伤拍片、废油废水排放等）
建立了控制措施清单，规定了控制程序
和作业流程，责任单位明确，责任落实
到人，并且在船舶建造过程中严格执
行。

其次，在材料、设备的选型和采购
工作中，严格遵守国际国内相关法律、
船舶行业相关规范、法规，公约、标准等
文件的规定，确保上船物资满足环保要
求。另外，在新工艺、新材料的推广和
使用过程中，优化工艺、工法，从源头上
节材降耗，降低施工过程对环境造成的
影响。

“目前，我国公务执法船正朝着大
型化、绿色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怎样
实现零排放和开发最优化船型，还一片
蓝色海洋，是我们亟待思考的问题，也
是武船集团努力的方向。”童瑶说道。

军民融合 瞄准创新型企业

武船集团坚持“民船军造、军民融
合”的理念，向军民融合、技术领先、产
融一体的创新型领军企业进发。

在质量管理体系上，武船集团的
公务执法船和军船的设计建造工作均
在同一个体系下运行；在具体工作的
实施层面上，武船集团是一个历史悠
久的军工企业，军工、军贸是其重点产
品板块，因此，公务执法船的生产设
计、工艺、工法、施工、检验等各项具
体工作的流程也都融合了军船建造的
相关标准 ,并继承了军船建造的优良
传统。

童瑶介绍说，在“民船军造、军民融
合”的理念下，此次“海巡 06”的建造也
将引用军船建造的技术和标准，在信息
收集处理、综合指挥、遇险船舶拖带、夜
间搜寻救助、对外消防灭火作业等方面
发挥出色的能力。

据了解，“海巡 06”配备了中型直升
机机库和直升机起降平台，可搭载直升
机配合进行加油、救生和搜索作业。在
执行救援任务过程中，可搭载获救人员
200 人，可提供对伤病人员进行简单的
药物、器械和手术治疗的有利条件。该
船舶建成后，主要用于台湾海峡海事监
管、海上救生、船舶救助、海上船舶溢油
监测及海上应急处理，对维护国家海洋
权益、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
义。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海洋强国
’等国家战略部署的全面展开，我们相
信公务执法船建造的市场前景是广阔
的。但是，机遇永远和挑战并存，未来，
我们将全面布局智能制造，聚焦绿色船
舶、智能船舶等先进技术，苦练内功，为
国防打造精良装备，为社会创造物质财
富。”童瑶说道。

上海中远海运重工：改革重组激发澎湃动力
□ 彭会青 肖雪莲 文/图

“上海中远海运重工自去年重组近两年来，企业厂区面
积、码头长度、泊位数及浮船坞数量均得到增长，还拥有各类
船舶修理改装和海工项目修造所需的设施设备。”5 月 27 日，
上海中远海运重工有关负责人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改革重
组，不仅让企业实现了规模实力的显著增长，并且在转型升
级、技术创新方面再一次“华丽转身”。改革重组，正成为推
动上海中远海运重工稳健发展的澎湃新动力——

2017 年 6 月 9 日 ,上海中远船
务工程有限公司和中海工业（上
海长兴）有限公司重组，即今日的
上海中远海运重工，正式启动上
海地区船舶修理改装资源整合，
走上二次创业之路。该公司围绕
技术领先、产品领先、管理领先、
文化领先的“四个领先”发展战
略，凭借长兴厂区优越的地理及
设备设施优势，华泾厂区技术及
管理优势，推动企业改革发展，实
现了 1+1＞2的整合效应。

上海中远海运重工通过内外
联动，协同经营，促使业务总量不
断增加。该公司紧盯长远目标和
现实目标，科学调配整合长兴厂
区硬件优势和华泾厂区技术优势
资源，合理调整业务结构，探索创
新经营模式，强化协同作战，做大
业务总量。

“苏拉克萨”水泥船改装项目
是两个厂区重组后的第一艘大型
改装项目，设计中心在华泾，生产
建造在长兴。在经营、设计、生产
和物资这 4 条主线的共同努力
下，一个历时较长、庞大复杂的改
装项目圆满完工。“苏拉克萨”轮
水泥船改装项目，是该公司改革
重组后两厂区深度融合的成功案
例。项目执行中，“团队协作、成
本管控、信息交流”贯穿始终，成
为该项目成功的核心要素。

海上浮式生产储卸油船 P70
FPSO 项目是上海中远海运重工

开展的第一个大型海工项目。该
项目由华泾厂区总承包，启东中
远海运海工负责分段制作及合
拢，长兴厂区负责协助完成合拢
及后期完工，通过协同作战、高度
融合、优势互补，确保了项目的如
期交付。

上海中远海运重工在巩固传
统业务优势的同时，积极调整产
品结构。2018 年以来，该公司产
品结构调整得到进一步优化，产
品已覆盖化学品船、油轮、冷藏
船、挖泥船、LPG轮、LNG轮、FLNG
等特种船修理，水泥船修理改装、
脱硫装置、压载水装置、球鼻艏改
造等修理改装，驳船建造、FPSO海
工船体项目设计建造等，扎实推
进产品结构转型升级。

市场认可度明显提升、业务
结构优化效益初显是上海中远海
运重工另一个显著优势。重组至
今，该公司共完成船舶修理 690
艘。全力开拓特种船维修与改造
项目，共完成特种船 211 艘。业
务结构向低投入、高产出方向调
整，为企业盈利作出巨大贡献。

上海中远海运重工通过改革
重组，不仅实现了整体效益的提
升，为持续保持盈利打下基础，而
且为上海地区修船资源的进一步
整合创造了条件，保证了相关企
业深化改革人员的安置吸收，起
到了区域改革稳定器的作用，企
业发展步入新阶段。

改革重组不是简单的相加，必须在
重组过程中提升管理，提升企业的精益
管理水平和效率。上海中远海运重工

“一企两地”办公，又是重组的团队，公
司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取得明显成效。

上海中远海运重工高效推进管理
融合。按照企业重组改革工作推进计
划，该公司对两厂区组织机构及关键
岗位人员等进行优化调整，施行部门

“两个厂区、一套班子”管理模式，设
置管理部门 19 个，调整任命关键岗位
人员 41 名，成立 11 个专项工作小组。
扎实推进“直线组织管理”和自有班组
建设工作，建立班组 135 个。新建统一
的薪酬机制和考核机制，并根据实际
情况不断完善，同时，管理体系全面深
度融合。

该公司紧紧围绕集团提质增效，
深入推进企业精益管理。 2018 年立项
课题 42 个，开展精益管理理念和 KPS
相关知识培训 2050 人次，提交 KPS 提
案 167 个 ，实 现 经 济 效 益 约 475 万 余
元。开创性地在 P70 项目上采用了全
船电缆预裁方案，全船电缆使用量对

比其他同类型项目减少 15%。这是目
前世界范围内第一次海工项目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全船电缆预裁。技术中心
高级设计师邱锦介绍说，P70 项目的电
气设计，技术中心通过对设计理念进
行优化，以及对于各类型项目经验教
训进行多次反复的研究，对年轻工程
师进行“传帮带”等一系列举措，成功
将电气修改单总量控制在 70 份，对比
其他船厂同类型项目，减少修改量达
到 70%。

上海中远海运重工紧盯内部挖潜，
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该公司成立了
管理提升、环保改进、节能降耗等 11 个
专项工作小组，由专人负责进行点对点
专项改进和提升，公司万元产值氧气消
耗量年下降 20.6%；万元产值天然气消
耗 量 下 降 26.4% ；空 压 站 耗 电 下 降
26.01%；驳运效率显著提升。该公司成
立成本室，专门制定企业各类费用预
算，对企业各项支出和降本工作进行专
项考核，实施固定成本专项管理。长兴
厂区固定费用下降 2.2%，华泾厂区固定
费用下降 24.84%。

实现1+1>2的整合效应

多措并举强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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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船集团打造高质量公务执法船武船集团打造高质量公务执法船
□ 见习记者 蔡洁

（上接第 1 版）
根据区块链专家的说法，

区块链技术在很多领域都可以
应用，但还相对比较早期，各家
企业都还处于探索中。对大多
数航贸企业而言，可以先借鉴
区块链技术的理念，优化企业
的操作流程。另外，也只有在
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得以提升
后，才有机会更顺畅地与外部
系统对接。

个体和局部的航运企业前
期探索对区块链技术的行业应
用具有意义，各方在不断地试
错与纠错中推动产业的数字
化。不过，正在小范围探索出
现瓶颈时，全球首个航运区块
链联盟——GSBN由此诞生。

GSBN推动信息共享

2018 年 11 月，迪拜环球港
务集团携手多家全球知名港航
企业，就共同打造 GSBN达成合
作意向。GSNB 旨在通过建立
一个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开
放的数字化平台，推动行业数
字化标准的制定和信息共享，
提升行业运营效率和客户服务
质 量 。 GSBN 核 心 技 术 应 用
——航运区块链联盟的软件解
决方案，由东方海外所属货讯
通研发提供。

目前，GSBN 成员包括，达
飞集团、中远海运集运、长荣海
运、东方海外、阳明海运、迪拜
环球港务集团、和记港口集团、
PSA 国际港务集团、上港集团、
青岛港以及货讯通等。

GSBN 意图携手包括海运
承运人、码头运营商、海关及其
代理、发货人及物流服务供应
商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建立
行业数字化基准，从而驱动供

应链行业内的协同创新和数字
化转型。

基于区块链技术，GSBN 的
平台将会带来三方面优势，包
括开放性和扩展性、透明度和
及时验证性、数字化标准。

——开放性和可扩展性。
作为协作网络，GSBN 能帮助成
员开发相关应用，并有能力与
其它联盟网络对接，以提高数
据整合的速度，提升业务效率。

——透明度和及时验证。
点对点（P2P）的链接方式让数
据所有者能向其它相关方分享
不可篡改的记录，让各方可以
快速应对关键事件，保证货运
在整个供应链中的顺畅运输。

——数字化标准。全行业
通用、可信赖、可扩张的数字化
模型将为高度协作的创新项目
和市场情报奠定基础。

众所期待下，GSBN 将基于
区块链技术，搭建能够提升效
率、削减交易成本的开放性数
字化平台，实现对现存架构和
固有流程的颠覆——体现在产
业链企业间、航运企业与货运
相关方，以及企业与政府机构
间的协同变化。

DCSA志在建立标准

2019 年 4 月，由马士基航
运、地中海航运、赫伯罗特和海
洋网联船务共同发起成立 DC⁃
SA，总 部 设 于 荷 兰 阿 姆 斯 特
丹。5 月 14 日，DCSA 又迎新成
员，包括达飞轮船、长荣海运、
阳明海运、现代商船和以星航
运，其中达飞轮船作为 DSCA创
始成员，其他 4 家企业作为普
通成员加入，并有待监管机构
的批准。目前，DCSA 只接受班
轮公司成员。

DCSA 为 非 营 利 性 中 立 组
织，将重点推进行业的数字化、
标准化，协调航运企业、客户和
第三方之间的信息交流。DS⁃
CA 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是出
于中立性的考虑。与 GSBN 推
动行业数字标准化模式不同，
DCSA 不打算开发或者运营数
字化平台，商业化事宜不在其
讨论范围。

DCSA 已经制定 2019 年的
发展路线图，其中包括两项与
行业蓝图、数据和接口标准有
关的具体举措，预计将在下半
年公布。另外还有三项倡议，
正等待启动。DCSA 将持续进
行数字化标准方面的研究，并
计 划 每 年 发 布 5~7 次 行 业 标
准。DCSA 希望与整个航运业
的利益相关方合作，包括港口、
货运代理、技术供应商等。与
此同时，DCSA 的所有研究成果
及行业标准，也都面向整个行
业公开，免费共享。

对于 DCSA 的成立，有业内
人士评论称，航运业的数字化
进程一直十分缓慢，创建一套
通用的标准，可以为全行业的
数字化发展铺平道路，帮助托
运人跟踪货运，并为所有利益
相关方提供更好的可视性。

尽管推进数字化的方式不
同，无论是 GSBN，还是 DCSA，
都 旨 在 协 同 引 领 行 业 进 步 。
在这个协同共生的时代，凭借
英雄个体的力量或许可以引
发潮流，但是崎岖的进步史上
将充满血泪之争。个体只有
联合产业，共同创新、共谋发
展、共建未来，才能成为历史
的顺应者。世界的不断进步，
在于不断地消除分歧，从一个
共生阶段走向更高层次的共
生。

数字化航运联盟潮流迭起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陈 俊
杰 通讯员 廖保华）5 月 26 日，
由绍兴市柯桥区顺通航运有限
公 司 投 资 200 余 万 元 打 造 的

“顺通集 001”船下水。

该 船 最 大 排 水 量 达 1608
吨，最大参考载货量 1316 吨，
亦可装载 2 层 36 个 ICC 标准集
装箱。据绍兴港航部门介绍，
该船是迄今为止绍兴自主建造

的最大的集装箱船舶。
下一步该船将进行舾装、

涂装、内装等阶段的建造以及
相关的试验，预计 8 月份将完
工交付。

绍兴自主建造最大内河船舶下水

“比雷埃夫斯三号”(“PIRAEUS Ⅲ”)浮船坞。

加勒比轮。

3000吨级执法船“海监50”。 武船集团供图

技术引领技术引领++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军民融合军民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