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与探讨 

{}=查 口 号 舰船科研水平与鹾力 

台湾舰船科技的发展是从实 

施为期 12年的 “科学发展计划” 

(1969年)开始的。鉴于当时美援 

减少，岛内各行业发展缓慢 ，台湾 

当局提出了“倡导并重视科技”的 

方 针 ，并制订出 了一套促 进措 

施 。 

在商船建造方面，组建了联 

合船舶设计发展中心，并逐渐加 

强大学和船厂的科研能力。使台 

湾造船业在生产能力 、产品质量 

方面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并通 

过研发出几型“招牌船”使其造船 

产量 、成交量 、订单持有量从 8O 

年 代 至 今 始 终 排 在世 界 前 1O 

位。产品已打人北美 、中东和欧 

洲船舶市场。 

在舰艇建造方面，台湾当局 

根据 “国舰国造”的发展方针，自 

行设计建造了一些小型舰艇。而 

8O年代台海军 中长期发展计划 
— — “光华”计划的实施更是台湾 

舰船工业发展的契机。 

1．科研体制 

台湾造船工业科研 由“政府” 

和民间两部分组成。“政府”船舶 

研究机构是台湾军方舰艇装备的 

研究机构 ，主要承担军民用船舶 

的试制 、生产和研发任务 ；后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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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承担军用舰艇及其装备 的研 

发。台湾的高等学府内也有部分 

研究力量 ，主要从事船舶基础研 

究。近年来 ，随着 民营造船能力 

的增强，民间科研项 目也呈迅速 

增加的趋势。 

① 民船研究能力 

台湾拥有专门的民用船舶科 

研机构 ，另外造船厂和高等院校 

也具有一定的研发能力。 

联合船舶设计发展中心是台 

湾 “国家”级研究机构 ，该中心是 

在台湾经济、交通、教育和军事等 

部门支持下于 1976年成立的，由 

台湾经济当局主管。中心下设商 

船、舰艇、海洋开发设施 、技术服 

务、计算中心、舾装设计 、机械设 

计 、电气设计和资料室等部门。 

主要承担船舶发展趋势 、节能技 

术 、自动化和船舶性能改进等研 

究 ，还承担人员的培训工作。该 

中心现有科研设计人员数百人。 

中心建有一个长 350米的船模实 

验水池。 

高等学府是台湾舰船科研的 
一 支重要力量 ，如成功大学 、交通 

大学 、台湾大学和中正理工学院 

等均设有船舶工程 系或相关专 

业。台湾大学还设有船舶工程机 

械研究所。该所有长 150米的船 

● 苏红宇 

模试验水池 l座 ，可进行一般船 

型的船模试验 。研究范围包括 ： 

船型、推进器、波浪、船舶结构强 

度、应力分布、水中运动体、船舶 

振动、机械噪声、空泡等。水利及 

海洋工程研究所有研究人员几十 

名，研究范围包括-水文 、河道工 

程、水力资源、海洋工程和海岸工 

程等。造船及船舶机械工程研究 

所有研究人员几十名 ，研究范围 

涉及结构分析、船舶机械和流体 

力学。 

台湾中国造船公司。该公司 

有科技人员约 700人。设计部门 

除承担承建船舶的设计任务外 ， 

还承担新船型和新技术的预研工 

作。与台湾成功大学合作进行了 

滚装船的设计研究；1990年开始 

设计开发 LNG船。其代表产品有 

号称“招牌船”的好望角型散货船 

和 3500TEU集装箱船等。公司还 

规划建立设计公司，聘请外国专 

家。为解决设计科研人才短缺的 

矛盾 ，公司制定了人员培养计划 ， 

并视情况选送研究人员到外国学 

习，接受培训。 

民营船厂近年来在台湾岛内 

的活动逐渐增加 ，科研能力也呈 

迅速提高的态势。庆富造船 、中 

信造船、丰国造船等公司，除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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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研的投资力度外，还纷纷申 

请加入 台湾舰船科研专项研究 

计划 ，参与其中的一项或多项研 

究计划。 

② 舰艇科研机构 

台湾舰艇科 研机构 主要有 

以下几个 ： 

海军舰艇发展 中心 该中心 

设在隶属于 “国防部”的台湾中 

山科学研究院内，主要从事舰艇 

及 其装 备 的 科 研 工 作 。 曾在 

1977～1980年根据 以色列德 沃 

拉级导弹快艇的设计，研制出海 

鸥级导 弹快艇 ，其后 又参 与了 

“武夷”号补给舰的研制。中心还 

配合 “中船”进行了驱逐舰的现 

代化改装工作 ，包括装备美制休 

斯 500．MD型反潜直升机，研发 

“雄风”系列导弹 (参考了以色列 

“迦伯列”II型导弹的有关技术)， 

换装 “雄风”反舰导弹发射装置 

和增装新型电子设备。台湾引进 

美国佩里级护卫舰的改进型 (成 

功级)工作就是由该中心与 “中 

船”共同承担的。目前该中心正 

在进 行隐身导 弹快艇 的研发与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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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船舶设计发展 中心 该 

中心 除了商船及海洋开发等 民 

用项 目的研究外，还承担台海军 

的舰艇研发项 目。如锦江级大型 

巡逻舰的研发工作。 

“中船”公 司所属 的科研机 

构 80年代后期 ，“中船”根据当 

局 “国舰国造”的政策，配合海军 

对筹建的新一代舰艇进行论证 ， 

自行完成了 180吨级大型隐身导 

弹快艇的设计任务 ，该艇预计于 

2003年建成服役。此外，“中船” 

还对核 能压力容器和潜艇艇体 

建造 以及 所用钢材 (A533B和 

HY一80，据称是台“中钢”公司研 

制出的潜艇用钢)的焊接工艺及 

焊后物理机械性能等进行研究。 

此外 ，台湾的一些高等学府 

也设有研究所或设计 中心参与 

舰艇的科研工作。如设在交通大 

学内的交通运输研究所、中正理 

工学院内的兵器系统设计 中心。 

台湾舰船的科研体系是，以 

联合发展中心和 “中船”作为研 

究的主力，高等院校和民营机构 

提供辅助支持 ，中山科学研究院 

代 表了台湾舰艇研究 的最高水 

② 
平 。 

2．民用船舶科研经费与 

科研项 目 

① 民船科研经费 

台湾造船科研经费来 自经济 

部、工业局 、国科会等 “政府”机 

构及 “国”、民营造船企业。近些 

年，除 2000年投入的人力 、财力 

有明显增加外 ，其余年份变化不 

大。2001年度科研经费总额 为 

1．74亿元新台币，出现显著下 

滑 ，人力投入减至 193人 (详见 

图 1、2)。 

2001年度台湾共有五项造 

船科研计划 (详见表 1)，其中， 

“政府”经费投入计划四项 ，1．24 

亿元新台币，投人人力 116人。分 

别由联合船舶设计发展中心、“中 

国造船暨轮机工程师学会”与大 

专院校等机构负责执行；“国营” 

企业仅有“中船”公司有研发项 目 

(共 l2项 )，其中 7项为 自行研 

发，5项是与外单位合作研究 ，投 

入研发人力 77人 ，经费 0．5亿元 

新台币。 

② 主要科研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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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97～2001年度船舶科研人员变化 

表 1．2001年度造船科技研究计划项 目表 

经费(万元 人力 序号 研究计划名称 执行机构 

新 台币) (人年) 

船舶技术发展第二期四年计划 
1 89印 44 联合船舶设计发展中心 (第

一 年计划) 

船舶产业 电子化研发 中心与 
2 1191 7 联合船舶设计发展中心 高性能组件开发计划 

3 船艇建造技术辅导计划 512 19 中国造船暨轮机工程师学会 

4 船舶工程研究计划 1686 46 大专院校相关系 

5 中国造船公 司研发计划 5070 77 “中国”造船公司 

合计 17419 193 

资料来源：联合船舶设计发展中心整理 

台湾船舶科研项 目主要包 

括 ： 

船舶技术发展第二期四年计 

划(第一年计划)。该计划 由联合 

船舶设计发展中心执行 ，执行期 

自2001年 1月至 2001年 12月 ， 

计划 目标是配合船舶工业发展 ， 

进行关键技术开发，整合岛内各 

研发单位及相关业人员的专长， 

提升产业技术能力，提高产品附 

加价值及竞争力。积极配合市场 

发展趋势 ，开发新船型，以独立 自 

主的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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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船舶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蓬勃发 

展 。研究 内容包括特殊船舶技 

术、快速船舶技术 、游艇与渔船技 

术等三项。 

船舶工业电子化研发中心与 

高性能组件开发计划。该计划由 

联合船舶设计发展中心执行，执 

行期 自2001年 8月至 2002年 7 

月，总经费为 2915万元新台币、 

人力 15人／年，计划 目标是利用 

国际网络，建立船舶产业电子化 

技术及信息中心 ，为产业界提供 

快速的技术与信息服务 ，协助岛 

2001 年度 

内有关厂商，对有市场潜 

力及具高附加值的吊舱式 

推进器 、侧向推进器及船 

舶运动控制器等三项船舶 

组件 ，开发船舶零件应用 

技术 ，辅导船舶零件业进 

入新的领域。 

船艇建造技术辅导计 

划。该计划由 “中国造船 

暨轮机工程师学会”执行 ， 

执行期 自2001年 1月至 

12月。目的旨在提升台湾 

民营中小型造船业及游艇 

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 ，促进 

产业升级。研究内容包括推动造 

船工业发展、中小型造船厂计算 

机仿真与排程系统开发 、豪华游 

艇螺旋桨噪音控制技术 、计算机 

辅助游艇壳体与内装实体模型构 

建研究等四个项 目。 

船舶工程研究计划。2001年 

度大专院校造船及相关研究所共 

实施了 46项船舶工程研究计划， 

包括流体力学、船体结构、计算机 

辅助设计与制造、船体振动与噪 

音 、轮机与船舶机械等五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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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船公司研发计划。主 

要负责开发具有市场潜力的高性 

能 、高 品质船舶 的设计建造技 

术 。 

除上述科研项 目外 ，台湾的 

民营船厂开展科研工作的积极性 

也很高。 

3．台湾海军主要舰艇研 

发项 目 

自80年代以来 ，台海军已开 

始逐渐改变以往单纯外购舰艇的 

做法 ，通过技术引进 、许可证建造 

和仿制等方式提高 自身研制能 

力 ，其代表是一项以“光华”为代 

号的系列计划。该计划从 90年代 

初期开始，相继进行了包括合作 

研制成功级护卫舰的“光华 1号” 

计划 ；引进康定级导弹护卫舰的 

“光华 2号”计划 ；建造锦江级大 

型巡逻艇的 “光华 3号”计划 ；筹 

建小型导弹护卫舰的“光华 5号” 

计划 ；研制大型导弹艇的“光华 6 

号”计划和引进 8艘常规动力潜 

艇的“光华 8号”计划。 

“光华 1号”计划始于 1988 

年初，其 目的是为了取代老旧的 

建阳级驱逐舰。该计划通过购买 

美 国佩里级护卫舰 的图纸和技 

术 ，在岛内建造 8艘该级舰的舰 

体 。1990年至 2001年间共投资 

89亿美元。首制舰 “成功”号于 

1990年 1月在 “中船”下水，1993 

年 5月服役。原拟分两批建造，第 
一 批 6艘，按反舰、反潜型建造 ； 

第二批 2艘 ，按防空 、反导型进行 

改进。其舰名定为：“成功”、“郑 

和”、“继光”、“岳飞”、“子仪”、“班 

超”、“张骞”和“田单”。但台海军 

后来决定，取消最后一艘 “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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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建造计划 ，转而寻购装有“宙 

斯盾”作战系统的军舰。在求购 

“宙斯盾”未果后 ，台海军于 1999 

年 7月末又恢复了第 8艘“田单” 

号的建造计划 ，并计划于 2003 

2004年服役。与前几艘相比，“田 

单”号用美制 “捕鲸叉”导弹换下 

了 “雄风”导弹 ，并装备 “标准” 

SM一1MR对空导弹 (垂直发射 ) 

和“密集阵”近防系统。 

1991年，台湾海军与法国政 

府签订购买拉斐特级导弹护卫舰 

的合同，该计划被称为 “光华 2 

号”。其内容包括：台先以 16亿美 

元向法国购买 6艘没有武器装备 

的舰体 ，自行装备舰载武器；再以 

18亿美元购买技术和材料 ，由台 

湾“中船”组装 10艘舰。该型舰命 

名为康定级，首舰于 1992年 2月 

在法开工建造。至 1998年 ，6艘 

舰已全部交付并编队服役。 

“光华 3号”计划为建造 12 

艘 500吨锦江级大型巡逻艇，以 

取代原有的 10艘“山”字号快艇 ， 

并填补台海军在护卫舰与快艇之 

间的舰型空档。该型艇由台湾联 

合船舶设计发展中心负责设计 ， 

首制艇于 1993年开工建造，目前 

已全部建造完毕。该舰的一大特 

点是拥有完备的探测装置和武器 

系统，包括舰载作战指挥系统、l 

套以色列“海眼”红外夜视仪、“雄 

风”II型反舰导弹、40毫米舰炮 、 

反潜声呐和深弹。 

“光华 5号”计划是建造 10 

艘 1500吨级的小型护卫舰。计划 

首制舰在国外建造，后续舰根据 

国外技术在岛内建造。目前 ，该 

计划吸引了多家欧美厂家竞标。 

台海军“光华 6号”计划是研 

制一型 180吨级的大型隐身导弹 

快艇。新型导弹快艇除采用类似 

法 国拉斐特级舰的线型设计外 ， 

还在艇体表面涂上可吸收雷达波 

的隐身涂料 ，从而减少了雷达和 

红外特征。由于使用新型螺旋桨 

而使噪声大幅下降。该艇能够以 

3O节 的速度航行 1482千米。艇 

上装备 4枚 “雄风”II型反舰导 

弹。将用于取代海鸥级快艇。 

“光华 8号”计划。该计划为 

美国向台湾出售 8艘潜艇的军售 

项 目。目前，台湾海军已向美方 

说明了包括作战构想、战术需求 、 

吨位范围、人员和 自动化程度、适 

航性和潜航性能、作战系统、通讯 

系统等潜艇使用需求，并希望将 

8艘潜艇 中的 6艘 以技术移转方 

式在台湾建造。而台湾“中船”公 

司也表示 ，该公司已汇集各国造 

船厂建造潜艇的相关资料 ，对于 

潜艇建造从下料、制造 、装配及下 

水测试等整个生产过程已相当了 

解和掌握 ，独立建造潜艇艇体已 

没有技术问题。 

4．结论 

台湾造船界经过多年发展， 

已建成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军民 

结合的科研力量。在民船科研 

上 ，通过稳定的经费投入和一系 

列科研计划，在船型研究和制造 

工艺上取得较为突出的成绩 ；在 

军船科研方面，通过引进国外技 

术和 自身努力，其海军装备的自 

给率也在不断上升，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过去武器装备完全依赖 

进 口的状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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