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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上海加快推动船舶与海洋
工程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已打通大邮轮
设计建造运营全产业链

去年11月，我国自主建造、自主运营的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 ·魔都号顺利交付，并

于今年元旦开始运营，截止到至昨天，已成功

运营了34个航次，为将近15万名中外宾客献

上了“一船好戏”。

制造一艘“爱达 ·魔都号”有多难？许多

人或许没有概念。“爱达 ·魔都号”全长323.6

米，总吨位13.55万吨，共有居住舱室2826

个，满载可容纳5246名宾客，生活娱乐区域

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如果将邮轮竖起来，

可与法国埃菲尔铁塔比肩。

记者了解到，“爱达 ·魔都号”整船零件数

达到2500万个，数量相当于C919大飞机的5

倍，“复兴号”高铁列车的13倍。仅线缆长度

就有4200公里，相当于上海到拉萨的距离。

因为产业链长、带动性强、影响力大、覆盖面

广、国际化程度高，邮轮产业向来被誉为“漂

浮在黄金水道上的黄金产业”。据了解，“爱

达 ·魔都号”由中船邮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旗

下的中船芬坎蒂尼邮轮设计有限公司负责详

细设计、上海外高桥造船负责生产设计和总

装建造、中船邮轮旗下的爱达邮轮公司负责

运营。

“‘爱达 ·魔都号’孵化和培育了研发设

计、总装建造、核心配套等一批重点企业，国

内外共有1000多家厂商参与其中，打通了

‘全产业链’。”中船邮轮总经理刘辉告诉记

者，中船邮轮已将大邮轮自主设计、自主建

造、培育本土供应链作为战略方向。例如，在

供应链本土化方面，全资收购了德国100多

年历史的世界领先邮轮内装企业R&M，成立

戎美邮轮内装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国产首

艘大型邮轮“爱达 ·魔都号”近1/3的公共区域

就由戎美内装重点承建。

第二艘国产大邮轮
更加绿色环保

上月，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进入了下

坞总装阶段，标志着我国邮轮建造批量化

设计建造能力基本形成。刘辉告诉记者：

“2号船将会有更多的公共空间为游客带来

更多服务。”

5月26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外高桥造

船厂进行现场探访。三十多度的高温下，工

人们正在船坞里一刻不停地建造着第二艘国

产大邮轮船体机舱部分。

相较第一艘国产邮轮“爱达 ·魔都”号，第

二艘国产邮轮H1509的“尺码”更大，其总长

增加了17.4米达341米，型宽37.2米，最高航

速可达22.7节。同时，H1509设备更先进，新

增了2套脱硫系统和5套选择性催化还原系

统设备，让整船航行更加绿色环保。

截至4月底，H1509船项目总体进度为

20.42%，较首制船建造效率提升20%，其中船

坞周期压缩近8个月。

据中国船舶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大型

邮轮项目总建造师周琦介绍，第二艘国产邮

轮在乘客舒适度和体验感进一步提升，通过

优化设计布局，船内的公共区域较首制船增

加了735平方米，达到25599平方米；户外活

动休闲区域面积增加了1913平方米，达到

14272平方米。船上将配置高达16层的庞大

上层建筑生活娱乐区域，设有大型演艺中心、

大型餐厅、特色餐馆、购物广场、艺术走廊、水

上乐园等丰富的休闲娱乐设施。目前，设计、

建造、采购、物流等工作正有序推进中。

重量重心控制、振动噪声、安全返港是贯

穿邮轮全生命周期的三大核心技术。对于超

过10万吨重的邮轮而言，空船重量的微小偏

差不仅可能导致载重吨的较大损失，还会对

稳性安全或乘客舒适度带来影响。在薄板智

能生产中心，记者看到，激光切割和机器人焊

接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据现场负责人介

绍，通过智能装备、工业物联网技术、智能车

间制造执行系统和零部件物流系统，薄板吊

运、切割、加工和建造的效率与精度大大提

升。同时，为了控制薄板变形，外高桥造船还

研发了薄板运输、翻身专用工装。各项技术

叠加，让大型邮轮75%船体使用厚度不超过8

毫米的需求变成可能。

周琦告诉记者，按照目前的进度，2号邮

轮将于明年春节前后实现全船的整船贯通，

类似于建筑业里的“封顶”，在2025年五一前

后实现第一次起浮，2026年3月底出坞也即

下水，当年年底前通过试航完成交付。

周琦表示，虽然中国的邮轮制造进入了

全球顶级俱乐部，但仍然是刚刚起步，“未来

的路还很长”。接下来还将推动进一步的规

模化生产，并实现更大程度的国产化及自主

研发，“让越来越多中国制造的货船和客船，

航行于全世界的各个港口之间”。

上海造船完工量
居全国第二

邮轮产业是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

业的复合型高端产业，是上海具有比较优势

的特色高端产业。目前，上海基本形成以外

高桥造船为主体的大型邮轮自主总装建造能

力、以中船邮轮科技为主体的大型邮轮自主

研发设计能力和以华夏国际邮轮为主体的大

型邮轮自主运营能力，积极构建大型邮轮设

计、建造、配套、运营全产业链发展体系，着力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上海造船完工量

约660万载重吨，位居全国第二（前三分别为

江苏、上海、浙江），全市全年船舶与海工总产

值1007.10亿元，同比增长约8.7%。

上海造船厂是中国船舶业的发源地，也

是中国造船业发展的缩影。随着全球产业竞

争格局的调整，中国的船舶制造业已经占据

全球第一的市场地位。

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

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保持同步增长，国

际市场份额稳固。具体来说，我国造船完工

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分

别占全球总量的53.8%、69.6%和56.7%。出

口船舶占全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

订单量的比重为90.0%、86.9%和91.9%。我

国船舶出口金额达99.2亿美元。

另外，大型邮轮制造的突破，也对应着技

术和流程的进步，也意味着更高的附加值。

周琦表示，目前外高桥造船厂的订单已

经排到了2028年，“有些部分已经排到2029

年了”。与此同时，单个船坞建造船舶的附加

值不断提高，“造船业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指

标，叫作修载比（修正总吨/载重吨，用于比较

不同单位下高附加值船型比例），这一比重相

比三年前已经提高了一倍”。

在周琦看来，中国造船不是仅仅把船壳

子拼在一起，而是从设计到供应链管理、制造乃

至运营服务全流程的高质量发展，可以极大带

动我国交通运输服务业的整体发展。以大型

邮轮为例，“邮轮的带动性很强，不仅产业链

长，还可以带动中国文旅产业的发展——投

资带动比高达1∶14，相当于每投入1元钱，就

可以拉动14元钱的投资和消费”。

本报记者 杨硕 曹博文

大型邮轮，与大型液化天然气（   ）运输船、航空母舰并称为造船
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是体现一个国家工业实力和科技水平的标志
性工程。“爱达 ·魔都号”的诞生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具备大型邮轮设
计建造能力的国家，中国造船业也摘取了“三颗明珠”中的最后一颗，跻
身邮轮制造的全球顶级俱乐部。

这艘邮轮的诞生地上海也是我国现代船舶工业的诞生地和海洋工
程装备科研创新的前沿阵地，上海已经具备了迈向全球船舶海工产业高
地的基础优势。当前上海正在加快推动上海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
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安全高效的产业链，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

昨天，“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主题采访活动先后走进“爱达 ·魔都
号”和外高桥造船厂，了解国产邮轮的发展之路。

■ 古往今来，海洋见证了几多兴衰荣辱。
纵观历史，向海则国兴，背海则国衰。
总书记曾说：“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

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
从闭关锁国到开眼看世界再到走向改革

开放，见证着一个民族从苦难迈向复兴的觉
醒和奋争。
经略海洋、向海图强，习近平同志一直在

思索、谋划。

■ 习近平总书记此行山东，备受海内外
关注。考察正值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要
召开之时。
泉城济南，南郊宾馆，草木蓊郁，万物并

秀。23日下午，一场关于改革的企业和专家
座谈会在这里召开。
调研开路、调研破局，集思广益、问计于

民，贯穿于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
“党的二十大之后，我一直在思考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问题。改革开放后，党的历届
三中全会都是研究改革。这一次改革，我们
将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此次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面对面听取大
家的意见和建议，请大家畅所欲言。”
紧扣改革主题、突出改革重点、把牢价值

取向、讲求方式方法——习近平总书记从四
个方面深刻阐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不仅讲清楚了认识论，更给

出了方法论。
■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又一个重要年

份。一份宏伟的改革新蓝图，正在擘画。
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前无古人的中国

式现代化事业，我们的使命更加光荣、任务更
加艰巨、挑战更加严峻、工作更加伟大。
唯有改革，方能把握当下、赢得未来。
潮起东方，长风浩荡，中国改革开放新程

再启。

习近平总书记此行山东，正值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要召开之时

潮起东方，中国改革开放新程再启

据新华社济南5月26日电 >>>详见新民网www.xinmin.cn

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 调研行

■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在外高桥造船厂二号船坞进行总装 本报通讯员 陆晓青 摄

摘取“皇冠明珠”
跻身顶级俱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