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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政产学研协同发展的路径
探析

刘屈钱 1　阳梦华 2

（1.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益阳 413000 

2. 中共益阳市委党校，湖南益阳 413000）

摘要：伴随着国际国内市场的变化，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

业作为湖南省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要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外技

术变革前沿方向，坚持政产学研协同发展，创新驱动合作共赢，

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发挥政府、行业、企业、高校、院所的协同

联动作用，推动船舶工业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文

立足职业教育，从产业发展现状出发，放眼行业前景，分析了职

业教育在行业发展中的功能定位，提出了可行性的政策建议，具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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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再

一次吹响了海洋强国战略的号角，伴随着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的

构建，海洋经济成为我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制造 2025》提出要大力推进高技术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产

业的发展，湖南省坚持政产学研协同发展，船舶工业与海洋工程

装备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一、湖南省船舶工业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产学研协同发展

现状

“十三五”期间，湖南省以“专业、特色、高技术”产品的

发展为着力点，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内引外联，船舶工业与海

洋工程装备产业发展迅猛，年均增长幅度超过 20%。实现了国际

运力和船舶产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的逆势上扬，培育了太阳鸟、

湖南湘船重工、常德达门船厂、泰富重装集团、三一港机等一批

骨干龙头企业；形成了以泰富重装为核心的湖南省海洋工程装备

特色产业园，以太阳鸟为核心的沅江船舶制造产业园 2 个产业集

聚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园区；形成了泰富重工海洋工程装备研究所、

三一海洋重工研究院、太阳鸟技术中心、湘船船舶设计研发中心

等多个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和综合实力的企业技术、研发中心；

另外，以长沙矿山研究院、中南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长沙矿冶

研究院、南车时代等为代表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海底采矿、

海洋物理探测、海洋工程装备、深海作业机器人、船舶机械隔振、

潜艇隐声技术、海洋平台结构 CAE 分析、非线性动力学等领域取

得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成果；在核心零部件、能源与动力

及材料领域，湘电集团、南车时代、华菱湘钢，成果显著；在人

才支撑上，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应我省船舶工业需求，审时度势，

创办了湖南省高职院校唯一的船舶工程技术特色专业群，开设了

专业群包括船舶工程技术、游艇设计与制造、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机电一体化（船舶方向）、轮机工程技术 5 个专业，为我省船舶

工业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我省船舶工业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

发展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是产业发展本身存在的问题，

比如总体规模较小，百亿级企业不多，总体抗风险能力不足；发

展模式传统，创新成果转换较慢，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产

业配套相对滞后，产业资源整合能力不强，人才、资金、技术等

要素流通机制不畅等等。另一方面是我省船舶工业与海洋工程装

备产业产学研合作不深，成果转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虽然，

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等高校和长沙矿山研究院、

长沙矿冶研究院等院所在海洋采矿、海洋工程装备领域，拥有国

内领先的技术水平，以及良好的研究基础，和丰富的技术储备，

但是这种优势尚未转换成产业优势，且亟待孵化培育和发展壮大。

在船舶制造领域，在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开办船舶专业之前，湖南

省高等院校没有一家开设船舶相关专业。

二、职业教育在政产学研协同发展中的功能定位

《中国制造 2025》明确提岀，坚持把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全

局的核心位置，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相结

合的制造业创新体系……坚持把人才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

融合。湖南省相关部委相继出台了关于创新职业教育发展、推进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开展学徒制试点等一系列文件，组建了新

一届行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修订了高职、中职专业目录，以期规

范和促进产教融合。国家规划在全国所有大学创“双一流”，旨

在创建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专业群），提升研究型大学的

国际竞争力、技术应用型大学的产业服务能力；国家着力推动将

地方部分本科院校逐步向技术应用型大学转型，填补我国技术应

用型大学空白，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国家

梯次构建国家示范、骨干，省级示范骨干高职院校，以创造大国

工匠的培养摇篮。由此可见，服务《中国制造 2025》，主动融入

产业发展，加强技术技能积累，培育技术技能人才，积极服务中

小企业，走产学研协同发展之路，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要

求和功能定位。立足地方产业特色，高职院校面向市场，主动服

务地方产业发展，融入地方特色产业群，创新校企合作办学模式，，

探索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比如以“成果转让”方式开展的知识协调，

以“技术入股”实施的创新协同，以“共同开发”开展的战略协

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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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我省船舶工业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政产学研协同发

展的建议

（一）筑牢政产学研协同发展理念

我省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要做大做强，离不开政府、行

业、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领域，社会各界必须筑牢政产

学研协同发展理念，形成共识，通力合作，协同发展。政府不仅

仅需要远瞻、宏伟的顶层设计，更加需要强有力的手去落实；行业、

企业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和主动作为有赖于主观思想意识的转

变；科研院所准确把握研发领域、始终站在领域发展前端，持续

推进；大专院校接地气的适用人才培养，对产业持续有效的智力

支撑，多方联动，缺一不可。这里特别需要构筑和完善政产学研

利益链接机制，筑牢政产学研协同发展理念的同时需要良好的利

益刺激机制。需要注意的是，政产学研协同发展首先是一个共同

把蛋糕做大的问题，然后才是分配的问题，而分配机制往往在合

作模式里面已经决定好，所以要注重扬长避短，协同发展，互利

共赢，共享成果。

（二）创新政产学研共同体体制机制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打造人才、科研、转化、信息共享平

台，形成船舶产业政产学研一体化合作机制，比如构建全省专

家信息库，科研成果认证库，科研成果转换交易市场等；统筹

规划，整合资源，以园区为中心，分工明确，提升园区聚集度，

既形成拳头力量，又解决同质化竞争的矛盾；既抢占滩头阵地，

又拥有传统优势产能。努力使政产学研共同体成为高技术船舶

和海洋工程装备的研发者和研发成果转化中心。一是成为占有

和制定标准的先行者。依靠人才、科研、转化、信息共享平台

优势，加强标准、规范研究，推出高水平自主海工装备，打造

高技术品牌船型，抢占领海工装备和高技术船舶的国际市场。

二是依托现有规模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研究海洋工程

装备和高技术船舶的国际发展走势，研究国家高技术船舶与海

洋工程装备发展方针，研究地区、周边、内河、湖泊、近海、

远海自然资源，研究区域内高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的研发、

产业成果，研究地区高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科研院所、大

专院校规划，在统分结合的框架下，大力开展船舶及海洋工程

装备制造领域、海洋工程装备与技术研发领域、核心零部件、

能源与动力及材料领域的研发和成果转化。

（三）加强产学研组织保障力度

一是政府应该加大扶植力度，出台相关政策，特别是金融政

策。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是重资产行业，投资大，汇报慢，

企业发展重度依赖资金支撑。首先政府应该协调银行等金融机构

在严控信贷风险的前提下，制定 " 差别化 " 信贷政策，加大信贷

投入力度；其次，设立新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产学研合作专项资金，

整合财税政策资金等各方扶持资金，引导资金扶持向产学研协同

创新载体建设和重点产学研合作项目倾斜，比如行业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行业中试基地建设与研发中心建设等等；最后，鼓励企

业引入民间资本，做大资金池的同时，放水养鱼，建立多元化的

投入机制与运营模式。

二是构建和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建立新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

产学研协调小组工作机制，抓住数字化转型机遇，构建政府、银行、

行业协会、企业多方共同参与的信息交流平台，特别是注重平台

的应用与维护，把多方主体互动的业务流程转到线上，形成相互

间的信用认证机制，完善线上协同生态，加快形成金融机构与产

业集群的良好互动，充分发挥好湖南省船舶工业协会的桥梁作用，

引导和支持船舶行业建立有利于产学研合作的行业规章，探索建

立“政产学研”相结合的产学研合作长效机制。不仅要注重政产

学研共同体的做大做强，更应该注重每个个体在政产学研共同体

的作用是否发挥充分，是否实现了效用最大化。

（四）创新校企合作模式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创办船舶专业群受到了行业内外的广泛关

注和支持，学院积极推动探索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在招生、就业、

实习、实训、实操、教学等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一方面让

企业走进来，另一方面让学校走出去，坚持“把企业办到学校”

和“把学校办到企业”相结合，加强内部技术技能积累的同时，

提升服务社会能力不断探索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在校企合作模式

设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双方的利益诉求，特别是要注重保护学

生的利益，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实现多方互利共赢，形成良

性互动，提高学生技术技能积累的同时，降低企业人力资源成本，

以更快、更好、更高水平的学习效果保障校企合作往深里走，往

长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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