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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技术管理是基础、安全控制是核心、成本控制是目的的管理理念，并

针对我国船舶管理公司的现行管理体制、管理模式提出了船舶安全与技术管理信息系统的设

计方案，对推进我国船舶管理信息化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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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自 2000 年初，国家经贸委提出“十五”期间国有企业实现信息化管理的要

求以来，船舶管理信息化已经列入我国航运企业“十五”规划之中，信息化是中

国与国际接轨、实现船舶管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航运界正在对国有航

运企业船舶管理信息化工作的现状进行评估，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力求在“十五”

期间国有航运企业实现船舶管理信息化。为此，我国航运界提出了“依靠技术创

新，为经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科技保障”的战略方针，并加强了对企业信息

化与技术创新工作的领导与投入，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船舶管理领域的信息化与

技术创新工作与经营管理领域相比明显滞后，与我国在国际航运界的地位不相

符，与世界著名航运企业和船舶管理公司相比有明显差距。 

近几年作者参于了我国几大船舶管理公司船舶管理信息化的推进工作，对我

国船舶管理公司的现行管理体制、管理模式、管理理念，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

并在船舶管理信息系统设计与开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与实践，取得了一定工作经

验，提出了船舶管理信息系统设计原则应注重：技术管理是基础、安全控制是核

心、成本控制是目的的管理理念。 

 

2.系统结构简介 

 
根据我国船舶管理公司现有的网络设备及业务情况,系统硬件构架设计充分

利用现有资源，采用分布式拓扑网络。数据库服务器在内部通过集线器、路由器

等路由设备同中间件进行数据交互，在外部通过 Web 服务器通过 Internet 同终

端进行数据交互。船舶数据通过卫星通讯方式定期同岸上服务器进行数据交换，

保持船岸数据的一致性与资源共享。系统结构如图 1： 



 

图 1.系统结构 

3.系统功能设计方案 

按我国船舶管理公司的现行管理机构设置与业务流程要求，船舶安全与技术

管理信息系统分成机关版与船舶版二个版本，分别用作公司与船舶的业务管理。

其中船舶版以技术管理、安全控制为主，注重船舶设备的维护与各种维修、检验、

检查工程的安排与过程控制，设备安全状态监测与评估，油品消耗，按公司安全

质量体系要求做好各项工作，并为机关管理系统提供各种所需数据；机关版注重

对所属船舶技术管理工作的监督、船舶安全工作的监控、船舶备件、物资供应与

控制，对所属船舶进行成本核算与控制，并为决策层提供决策依据。图 2 为机关

版船舶安全与技术管理信息系统用例图。机关版系统主要模块的功能如下： 



 
图 2.系统用例图 

3.1 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完成工作卡生成、计划安排、工单执行、工单报告、备品消耗、备

品申请、备品到船登记、备品库存管理与用户所需的各种输出（上报报表、公司

内部报表、各种自定义查询输出等）等与设备维修保养管理工作过程控制有关的

工作任务。 
3.2 备件管理                                                                        

备件管理主要功能是完成备件申请单、备件询价、备件定购、备件跟踪、定

单付款、统计与用户所需的各种输出（上报报表、公司内部报表、各种自定义查

询输出等）等与备件管理工作过程控制有关的工作任务。同时，备件管理还对备

件仓库进行管理，包括统定仓库和保税仓库。 
3.3 证书管理                                                                        

证书管理主要功能是完成证书录入、证书检验信息录入、证书检验、证书船

检周期刷新、用户所需的各种输出（上报报表、公司内部报表、各种自定义查询

输出等）等与证书管理工作过程控制有关的工作任务。 
3.4 油品管理                                                                        

油品管理完成油品消耗（燃料油、润滑油）管理，节油量（奖）管理，油品

检验管理，设备油品趋势分析，综合查询、分析、统计与用户所需的各种输出（上

报报表、公司内部报表、各种自定义查询输出等）等与船舶油品管理工作过程控

制有关的工作任务。 



3.5 修船管理                                                                        
修船管理完成修船申请、计划安排、修船过程控制、费用控制、分析、统计

与用户所需的各种输出（上报报表、公司内部报表、各种自定义查询输出等）等

与修船管理工作过程控制有关的工作任务。 
3.6 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主要功能是完成外部检查、内部检查、海事处理、航海保证、综合

查询、分析、统计与用户所需的各种输出（上报报表、公司内部报表、各种自定

义查询输出等）等与船舶安全管理工作过程控制有关的工作任务。 
3.7 物资管理                                                                        

物资管理实现各种船舶物资供应定额分配、费用计划制定，物料费用、油漆

费、化学品费用、绑扎费用按内、外购费用类别进行管理与过程控制，对主要供

应商报价的综合管理，综合查询、分析、统计与用户所需的各种输出（上报报表、

公司内部报表、各种自定义查询输出等）等与船舶物资管理工作过程控制有关的

工作任务。 
3.8 热工参数管理                                                                    

热工参数是对船舶主、副机各类热工参数的采录登记，以备查询和热工报表

输出，以及对设备的趋势分析与故障分析，实现对设备的预知维修。 
3.9 干部船员管理                                                                    

干部船员管理完成干部船员（船长、轮机长、驾驶员、轮机员等）基本资料

登记、任职记录登记、报批登记、谈话记录、综合查询、分析、统计与用户所需

的各种输出（公司内部报表、各种自定义查询输出等）等与船舶干部船员管理工

作过程控制有关的工作任务。 
3.10 体系文件管理                                                                   

体系文件管理完成体系船舶管理公司体系文件录入（导入）、更新、查询；

船舶体系文件录入（导入）、更新、查询，船舶管理报表模板的管理，本模块的

管理由安全质量办公室提供管理文件资源、更新信息与内容，用户只有查询、浏

览、调用文件与报表的权利。 
3.11 通导管理                                                                       

通导管理完成工程单管理、通导设备订购、通导设备库存管理、通导证书管

理、单船通导设备管理、工程费用统计与用户所需的各种输出（上报报表、公司

内部报表、各种自定义查询输出等）等与通导管理工作过程控制有关的工作任务。 
3.12 费用管理                                                                       

费用管理实现船舶费用预算、船舶费用计划的分配、部门、公司年度计划的

制定，机务五项费用实际支出控制，计划与实际完成情况的上报，公司五项机务

费用使用分析与用户所需的各种输出（上报报表、公司内部报表、各种自定义查

询输出等）等与船舶费用管理工作过程控制有关的工作任务。 

4.结束语 



船舶安全与技术管理信息系统应用软件与一般企业使用的 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 企业资源计划）软件有所不同，它注重船舶的安全管理、设备完

好率、后勤保障与成本的过程控制，属技术性管理为主的应用软件，以及行业的

特殊性，系统开发以联合开发形式进行为好，开发人员对船舶管理业务流程的熟

悉程度与双方友好合作是系统开发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 

管理应用软件总要与特定的管理模式相适应，管理模式又是随着市场形势的

变化和公司经营管理目标调整而不断变化发展的，所以我国船舶管理信息化应用

软件的开发既要注意实用性，先进性、科学性、可靠性，又要具有前瞻性与可持

续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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