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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艘纯电力游船“茉莉号”航行在闽江福
州段。 杨家威 摄

夜航的“闽江之星”
（福建八方海上客运有限公司供图）

3 月 21 日，“闽江会客厅”纯电动客船在
闽江行驶。 （新华社供图）

新能源混合动力拖轮新能源混合动力拖轮““厦港拖厦港拖 3030”” （（厦门港务船务有限公司供图厦门港务船务有限公司供图））

名 词 解 释

中国船级社（CCS），是国

际船级社协会的正式成员，为船
舶、海上设施及相关工业产品提供
世界领先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并提
供入级检验服务,同时还依据国际
公约、规则以及授权船旗国或地区
的有关法规提供法定检验、鉴证检
验、公证检验、认证认可等服务。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穿透

3 月 21 日，随着一声嘹亮的汽笛，福建首艘自主设计
建造的纯电动大型高端客船“闽江会客厅”在福州市台江
码头首航。

安全等级、节能、静音等核心指标均国内领先，这艘外
观融入闽都文化特色的电船成功首航，标志着福建在新能

源电动船舶领域取得新突破。
2017年率先入局，如今我省已基本打通电动船舶产业链

上下游，初步形成涵盖研发设计、总装建造、“三电”系统研制、
运营配套、船舶应用的全产业链体系。近日，记者走访相关企
业与机构，感受福建在电动船舶“蓝海”奋力争先的蓬勃之势。

核
心
提
示

政策引领
电船奋楫争先

1 月，全国首艘配备直翼舵桨、入级
中国船级社（CCS）“绿色船舶-3”标志的
纯电动观光游船“东湖之星”正式交付，投
入运营。

3月，福建首艘自主设计建造的纯电动
大型高端客船“闽江会客厅”在闽江首航。

4 月，纯电动游船“闽都号”“金湖 2
号”成功下水……

今年以来，“福建造”电动船舶捷报频
传。接连亮相的这几艘电船来自同一家企
业——福建福宁船舶重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福宁重工”）。

4 月 12 日，记者来到位于宁德福安甘
棠镇的福宁重工。舾装码头，“闽都号”静
静停泊，工人们在紧张地安装船舶的空
调、遮阳篷。

“‘闽都号’采用低污染、低排放、低噪
声的纯电动力，可容纳乘客 76 人，将用于
福州闽江之心对渡游航线。”福宁重工总
经理吴志峰告诉记者，目前该船已进入装
修收尾阶段，预计“五一”假期就能与游客
见面。

作为省船舶集团电动船舶研制总装
基地，福宁重工见证了福建电动船舶从零
开始的每个足迹。

2017 年，福建在全国率先启动“电动
福建”建设，电动船舶的研发、设计、建造
随之开启酝酿。

2020 年 10 月，我省首艘电动高端内
河游船“闽江之星”投运。此后，一艘艘船
型各异的电动船舶加速出现在八闽的内
河、湖库、港口——

在福州，全省首艘入级 CCS 的纯电
力推进船舶“茉莉号”在闽江投用，还有一
批电动“福舟”在晋安湖—光明港、白马河
—西湖等精品悠游线路穿梭；在三明，电
动游船在泰宁大金湖上游弋；在莆田，木
兰溪中 10 艘“水上巴士”电动游船载客畅
游“最美家乡河”……

电动船舶驶入的不仅是文旅航道，
2022 年 8 月起，增程式（油电混合动力）电
动货船“武夷 2 号”，定期在闽江上往返于
南平、福州之间运载货物。2023 年，新能
源混合动力拖轮“厦港拖 30”入编厦门港
拖轮船队，成为国内首艘同时满足串联式
混合动力、绿色船舶、智能船舶附加标志
的高技术高附加值拖轮。

至目前，以“江河湖海”为应用场景，
福建省内已落地电动船舶示范项目 23
型 75 艘，其中投运 11 型 43 艘，在建 12 型
32 艘。

“我省已形成电动货船、拖轮、公务
船、游 轮、渔 业 辅 助 船 等 多 船 型 典 型 方
案。”吴志峰介绍说，与全国情况相似，应
用中的内河船、涉客船舶居多。

为什么是内河？
“为减少污染，在内河航运绿色转型

的要求下，噪声小、无柴油气味的电动船
舶成为上佳选择。”CCS 福州分社建造处
高级工程师邱晗告诉记者，续航里程有限
的电动船舶更适合在内河湖库、沿海等水
域展开试点。

2022 年，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五部
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内河船舶绿色智能
发展的实施意见》，福建被列为内河船舶
绿色智能发展先行先试地区，闽江被列为

示范应用流域。
为什么是福建？
吴志峰说：“当前绿色发展已成为共

识，福建具有船舶建造技术优势、新能源产
业优势，发展电动船舶，有责任也有基础。”

“示范的意义，不仅服务我省加快实
现‘双碳’目标，守护绿水青山，还在于推
动福建电动船舶全产业链发展，延伸铸强
产业链条，打造出一个新兴产业，实现立
足 福 建、服 务 长 江、面 向 全 国 的 产 业 目
标。”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由省政府牵头、省工信厅具体负责成
立的电动船舶工作专班，协调推进示范项
目及产业配套设施建设；我省出台《全面推
进“电动福建”建设的实施意见（2023—
2025年）》，从示范应用场景打造、绿色智能
船型研发、融资贴息等方面提出电动船舶
全产业链支持政策，支持力度在全国领先。

政策引导、创新驱动、试点带动，打通
电动船舶产业链上下游……多管齐下，短
短数年，福建船舶电动化工作已走在全国
前列。

省工信厅总工程师施惠财表示，福建
将围绕推动船舶电动化、船型标准化、产业
集聚化、岸电一体化、运营市场化、服务便
捷化等，继续加快推动电动船舶产业高质
量发展，着力打造电动船舶特色产业基地。

补链强链
关键设备实现输出

“不仅古色古香，古厝文化特色鲜明，
而且噪声小，即使在二楼开放区域，也几
乎感受不到噪声，游客体验感好。”省港口
集团八方客运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投运
半个多月，“闽江会客厅”深受欢迎。

作为该船舶的设计方，中国船舶 702
所福建绿舟分公司负责人程海刚自信地
介绍：“它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安全等级最
高的纯电动游船之一。”

在安全级电池系统热失控阻断技术、
冗余型配电架构（两组电池独立控制，如
有一组失电，另一组电池也可安全运行）、
电池仓所有用电设备都有防爆等配置之
外，最关键的是，“闽江会客厅”搭载的是
宁德时代的 302A磷酸铁锂电池。

从“武夷 2 号”货船，到“闽江之星”
“茉莉号”“闽江会客厅”客船……都离不
开一个关键词“宁德时代”。

电动船舶的核心，是“三电”系统——
电池、电机、电控。

现阶段，船舶用动力电池的最优选择
是磷酸铁锂电池。这种电池相对高安全
性、长寿命、低成本、性能均衡。

作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厂商，宁德
时代早在 2019年就与CCS武汉规范研究
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进入电动船舶
市场。

2022 年底，宁德时代注册成立了全
资子公司宁德时代电船科技有限公司，专
注于船用动力电池系统相关技术、产品研
发及应用。作为首家获得 CCS 全面认证
的企业，宁德时代的船用产品在国内各水
域约有 200艘实船应用。

在其他核心环节，福建也已“栽下梧
桐树，引得凤凰来”。

近 日 ，位 于 福 州 连 江 的 中 船 赛 思
亿（无 锡）电 气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福 建 分 公
司 ，其 场 地 建 设 正 在 施 工 中 ，今 年 6 月
即将投产。

“我们将致力于研发、生产和制造新
能源船舶电力推进系统。”赛思亿福建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程昱告诉记者，“目前意
向 订 单 达 到 1.5 亿 元 ，预 计 年 产 值 超 过
7000万元。”

赛思亿是我国船舶电力推进系统的
领军企业，也是落地福建的首家电动船舶
产业制造型企业，已累计为 112 艘新能源
船舶提供配套。

“电动船舶的发展需要构建良好的
产业发展链和生态圈。”程昱说，福建在
锂电池领域有着雄厚的产业优势，近年
来围绕电动船舶形成了优质“朋友圈”，
获得了总公司的积极响应，赛思亿不仅
参与“茉莉号”“闽都号”“武夷 2 号”等多
艘电动船舶的动力系统配套，还计划将
全部的电动船舶产品逐步迁移进福建，
并设立研发中心，深度参与电动船舶相
关课题与研发。

赛思亿落子我省，是我省电动船舶产
业补链强链的缩影。2020 年以来，招商局
集团、中国船舶集团、中远海运集团、福船
集团、宁德时代等行业龙头，专门在我省
设立了一批电动船舶产业链关联企业。

“在电控这一环节，福建已具备较强
的实力，同时全省积极推动现有的电机产
业和游艇制造产业为电动船舶赋能。”邱
晗介绍说，比如福建游艇制造企业爱莱
格、汉斯曼的景区游览船已经在翠屏湖运
营，泉州开普勒、福建航电等本土电机生
产商已实现了电动船舶小型电机的自给
自足。

在研发设计上，我省引进落地福建长
航院、中船集团 702 所福建绿舟公司等高
水平研发设计机构，发挥省船舶集团福船
研究院技术和人才优势，目前已具备国内
先进的电动船舶研发设计能力；在总装能
力上，省船舶集团牵头建设绿色智能船舶
制造创新中心，在其权属企业福宁重工建
设电动船舶总装基地……

“至目前，电动船舶核心装备已具备了
省内供给能力。”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说。

不仅实现“省船省造”，福建的船用
动力电池、电池动力推进系统等关键核
心技术产品还批量输出省外市场，已占
国内市场份额近四成，在近 700 艘电动
船舶上使用。

应用场景也在扩展。据了解，在总结
前期示范项目的基础上，福建电动船舶正
从内河领域向近海发展，从游船向货船进
军。“目前国内首艘海上纯电动高端游船

‘屿见 77’已开始‘审图’，进入动工前的
最后阶段。”邱晗透露，全省首艘集装箱换
电货船也在紧锣密鼓地设计中，在福州、
南平建设换电码头也已提上了议程……

建制立标
直面发展痛点

根据《关于加快内河船舶绿色智能发
展的实施意见》，到 2025 年，我国内河绿
色船舶建造率达到 80%，2035 年，内河绿
色船舶建造率将达到 100%。

研究机构 EVTank 发布的《中国电动
船舶行业发展白皮书（2022 年）》显示，预
计到 2026 年，中国电动船舶的市场规模
将达到 367.5亿元。

电动船舶将驶入广袤蓝海，但是想乘
风破浪，仍将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其中，
安全与智能是不得不直面的痛点。

“提高安全性，提升智能化，将是电动
船舶的未来发展重点。”邱晗说。

如何保证电动船舶安全性？建制立
标、有规可依是关键。在这方面，福建走在
全国前列。

“去年以来，CCS 已初步建立以磷酸
铁锂电池为动力电池的电动船舶标准体
系。”邱晗说，当前，CCS 福州分社正联合
武汉规范研究所、福建省内相关企业，合
作研究福建省相关地方标准，为福建电动
船舶配套设施建立更细化的统一标准。此
外，针对电动船舶特点，CCS 正在研究创
新的数字化检验方式。

充电安全也是一大重点。“游船、公
船、拖轮等电动船舶一般采取充电模式，
其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标准尚属空白。”邱
晗告诉记者，电动船舶充电桩的省级指南
计划今年 5月推出。

在安全检验上，由于船舶电池的封
包，判断电池健康与否成为难题。CCS 福
州分社正与福建省大数据集团合力，建立
电池数据上传的种类规范，成立监控云平
台，以数字化手段来护航“电池安全”，实
现电动船舶的安全实时监控。

电动船舶对船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新
的要求，人的安全因素也是纯电动船舶发
展过程中急需重视的问题。

福建海事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除了需要一般传统的航海及机电操作基
本技能以备应急外，还需要具备现代网络
控制甚至人工智能的一般技能。传统船员
已不能完全满足纯电动船的操作、管理、
维护的要求，没有经过特别的学习培训是
适应不了这种岗位的。”

试水船员培训，福建已先行一步。4
月 10 日，福建海事局会同省工信厅、省交
通运输厅、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编制的

《福建省电池动力船舶船员培训教材》通
过了专家审查，这是全国首部系统化电池
动力船舶船员培训教材，填补了福建省内
相关培训教材的空白。

在安全之外，初期投资成本高，也是
行业痛点之一。

“根据现有的电动船舶成本测算，即
使在福建的高补贴政策下，电动船建造成
本仍比柴油动力船高出 20%左右，这成为
电动船商业化应用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程昱介绍说，电动船舶的成本主要来自电
池，而在 30 年的船舶使用寿命中需要更
换两到三次电池。

对于追求时效性、经济性的货运船，
需要的是换电模式，即直接更换电池。目
前，创新型的“船电分离”模式已在福建悄
然布局。

去年 12 月，宁德时代发布了首个零
碳充换电综合补能解决方案，由箱式电
源、高压大功率充电系统、云平台三大产
品组成。借助电池大数据和 AI 决策平台，
在船电分离模式下，可实现船舶充换电的
智能推荐、实时处理，同时也能为电动船
舶快速补电，提高电动船舶的利用率和运
营效率，经济性较高。

就在前不久，福建启航绿电交通科技
有限公司在福州成立。公司法定代表人刘
伦介绍说，这是珠海启航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在福建成立的子公司，将在福建推动
建立“船电分离，电池银行”商业模式，由
专业租赁公司、电池厂商、换电运营商和
回收综合利用企业等持有与管理电池，船
东按电量支付能源费用，助力电动船舶船
东“轻装上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