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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船舶工业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关系到国防安全及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船舶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2009年，我国的船舶工业克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实现造船完
工量、新承接船舶订单、手持船舶订单分别为4243万载重吨、2600万载重吨和18817万载重吨，占世界
市场份额分别为34.8％、61.6％和38.5％。就造船吨位而言，我国的船舶工业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成为
世界第一，实现“第一造船大国”，但在高性能、高附加值船型研发、基础共性技术储备、造船效率
、船舶配套能力等方面与国外先进国家仍有不少差距，在国际造船规范、标准的制定等方面缺乏话语
权，实现“世界第一造船强国”的目标还任重道远。　　船舶是复杂产品，船舶制造是典型的大型、
单件、小批的订单式生产，其管理目标是交货期控制、成本控制与质量控制，其管理信息系统具有如
下特点：　　（1）BOM多态——每一订单的BOM各不相同；　　（2）产品结构复杂——船舶产品
的BOM通常有几万条之多，有的甚至多达十多万条；　　（3）数据增量形成——边设计、边施工决
定了BOM是增量式形成。　　当前，我国船舶制造业的造船模式正处于向集成制造转换的关键时期，
要实现船舶制造过程中的资源集成、流程集成和管理集成，必须深人分析我国船舶制造业在竞争环境
、业务流程、管理过程和信息处理等方面的特殊性，研究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和行业特征的船舶集成
制造管理理论和方法。　　本书作者及其团队根据学校的特色与定位，长期致力以船舶制造业为对象
，以信息技术的应用为背景，对船舶集成制造管理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开发了面向船舶制造业
的集成制造管理系统并得到广泛的应用；根据我国船舶制造的特点，开发了具有我国特色的造船成本
管理系统，并在船舶工业集团多家企业及多家地方民营造船企业得到应用；以“打造中国人自己的造
船管理软件”为目标而开发的造船工程管理系统，已在部分船厂得到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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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船舶集成制造管理理论与方法》内容简介：船舶是复杂产品，船舶制造管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
船舶集成制造管理理论与方法》是在现代造船模式基础上，以敏捷造船为目标，以交货期与成本控制
为中心，以流程优化为前提，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基于信息资源的集成管理平台，实现对生产要素资
源、制造过程、管理环节的集成管理，实现设计、生产、管理、信息一体化下均衡、连续、高效的总
装造船管理模式。
《船舶集成制造管理理论与方法》在对船舶工业的发展概况、我国船舶工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船
舶集成制造管理的理论基础、船舶制造流程、船舶集成制造管理体系进行探讨的基础上，详细讨论了
船舶集成制造环境下的船舶设计管理、工程计划管理、物流管理、成本管理和质量管理，最后，对船
舶集成制造管理的信息化平台的功能架构、信息集成模型、关键技术进行了分析，介绍了编者开发的
船舶集成管理软件的部分功能。
《船舶集成制造管理理论与方法》可作为船舶工程管理、系统科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教师、科
研人员的参考用书，也可供工程领域的实践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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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船舶产品交货期要求严格，而为保证按期交货，会涉及以下方面。　　1）工程计划管理体系较
庞大，由于涉及的组织机构层次较多，计划执行不畅通。　　2）对负荷平衡的要求高。缺乏有效的
负荷平衡技术作为企业营销决策的支撑是许多船厂节点控制率差的重要原因。　　3）对计划控制手
段要求高。船厂在制订工程计划时，往往先确定目标，再制订施工计划，即我们常说的“倒排”计划
，这种工程计划的确定方式，既不能控制人、物、设施，也控制不了进度，其最终的状态是以牺牲节
点目标为代价。　　4）要求工程计划标准化。工程计划管理标准化是现代造船模式的标志之一。这
方面国内船厂的管理水平差距较大。有的船厂有较完善的工程计划管理体系，齐全的工程作业标准，
但有的船厂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管理者的经验来维系工程计划的运作。　　.　　5）工程计划管理依
赖于信息化手段。工程计划管理体系的运作与信息系统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但大部分船厂尚未实现工
程计划无纸化管理，计划信息及工程进度信息尚呈低效运作状态。　　综上所述，针对造船产品对象
、组织管理、生产资源、成本控制、交货期控制的复杂性，必须实施科学的船舶集成制造管理，运用
各种现代管理理论，实现船舶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人力资源、信息流、物流和价值流的有机集成和
优化运行，并在交货期、成本及质量等方面达到总体优化，提高企业的快速应变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
。　　1.4 船舶集成制造管理的必要性　　1.4.1 造船模式发展历程　　1.造船模式的演变　　模式是指
事物的标准形式，或可照着做的标准样式。众所周知，造船有着不同的建造方式和方法。即使建造的
船舶相同，在不同船厂鉴于技术水平与生产条件的差异，船舶建造的方式和方法也不尽相同。应该看
到，尽管造船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且难求形式上的统一，但这并不影响寻求对组织造船生产的基
本原则和基本方式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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