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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合金焊接而成。艇底形状的特征是有多条纵向棱状条肋，使艇底部横向呈阶梯状。这种“阶
梯”所引起的横向斜升总高度有可能比具有相同面积的光滑艇底的斜升大得多，以此提供一个
较小的进水角以减少波浪的冲击。“阶梯”阻碍水沿艇体由龙骨到舭部的横向运动，以减少飞
溅以及当艏部产生下沉运动时能起到气垫缓冲作用。据称，这种“多棱形”艇体在风浪中能发
挥高速并有良好的航海性能，在１ｍ波高的海情下可以达到３４．７ｋｎ（１ｋｎ＝１ｎｍｉｌｅ／ｈ＝
１．８５２ｋｍ／ｈ）的全速航行。这种多棱形艇体问世以后，对后来的深 Ｖ形游艇艇体产生重大
影响。

与此同时，日本综合了二次大战时使用的高速艇船型的优缺点，研制成功了耐波性优良的
“波形艇体”。德国雷申（Ｌｕｒｓｓｅｎ）船厂对高速圆舭型艇体作了改进，成为意大利游艇的主流
形状。

二战结束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间，世界游艇的年销售量约为３　１００艘，销售金
额约５　２７０万美元。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世界游艇市场销售为１０多亿美元。其中７１％为木
质结构的小型机动艇和帆艇，少量为铝质结构的机动艇，大部分是作为现代游艇萌芽特征的舷
外挂机动力艇。以美国为例，１９６５年，舷外挂机销售量就达到６４．２万台，是美国当时历史上
舷外挂机年销售量最高纪录，并且至今未被打破。

二、第二阶段：现代游艇成长期

进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世界经济迎来了战后第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西方发达国家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拉动了游艇经济的发展，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现代游艇的成长期。从制造材料上
说，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半期以胶合木结构为主，在后半期，玻璃钢材料和工艺逐步成熟，对现代
游艇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这个时期，现代游艇的发展以美国和意大利厂商为代表。最为显著的技术创新是“飞桥”
（Ｆｌｙｉｎｇ　Ｂｒｉｄｇｅ）的发明和复式驾驶控制台的出现。这项源于美国人的发明原本用于渔船，它
使得游艇露天体积和面积都增加了３０％，并因此革命性地改变了摩托游艇的类型。

在意大利［１］，１９６８年出现了第一批装备复式驾驶控制台的游艇。它们分别是Ｂａｇｌｉｅｔｔｏ
１６．５０、Ｉｔａｌｃｒａｆｔ　Ｘ４４和Ｔｉｇｅｒ。所谓复式驾驶控制台是指飞桥（甲板）上设置的第二套驾驶台，

它具有与座舱中驾驶台联动的功能。

１１．５ｍ的游艇Ｔｉｇｅｒ是著名设计师Ｐａｏｌｏ　Ｃａｌｉａｆｉ最初的作品之一，由 Ｍａｎｇｉｎｉ公司为

Ｐｉｃｃｈｉｏｔｔｉ制造（图１－２）。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这时候艇体外板都是采用航海胶合板制作，只有体积很小的艇才
会采用玻璃钢材料。这种用胶合板制造的游艇的外观线条很生硬，表面平坦，缺乏柔和的曲线
过渡。这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外观设计方面受到的最为明显的限制，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
期，这种外观生硬的线条才转向更为柔顺、美观的曲线。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意大利等国从美国引进玻璃钢材料和艇的制造技术，导致游艇制造
技术的革命性变化。玻璃钢材料以其色彩鲜丽、亲和力好、高强度、容易成型和可批量生产等
特点，为世人所青睐。以玻璃钢为材料制造的游艇开始进入市场，并得以迅速发展。形成了完
善的制造、销售、修理、服务、金融、保险等综合配套的工业和市场体系。加上游艇展览会活跃，

游艇俱乐部、游艇码头应运而生。世界游艇年销售金额达到１６亿美元，其中玻璃钢游艇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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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最初出现的飞桥驾驶台（ＴＩＧＥＲ艇·１９６８年）

占到了６９％。

三、第三阶段：世界游艇高速发展期和四大板块的形成

从１９７３年开始，世界出现了能源危机，航运和造船业都出现了一个低迷的时期。这个刚
刚兴起的游艇热潮随着第一次油料冲击而有所消退。日本１９７４年原定举办的第１３届游艇展
览会被迫中止。这种游艇业的低迷现象直到１９７５年才慢慢复苏。随即进入一个为期十五年
的高速发展期。

在这个时期中，游艇设计的创新思想不断通过设计大师的作品演绎出来。逐步形成现代
游艇的特征和格调。

１９７５年，世界经济开始复苏，那时的日本游艇界致力于开发低价、经济的游艇作为目标，

把目光集中在了日本远古渔业者使用过的“和船”上（日式的小型渔船）。这个时期，由于东发
株式会社开发１．５ｈｐ舷外挂机以来经过了约２０年的历程，日本舷外挂机的功率也按照１０，

２０，４０，５０ｈｐ的顺序逐步大型化，许多渔业者使用了安装舷外挂机的渔船。于是用这样的渔
船改造成了钓鱼游艇。这种类型的游艇因经济适用而得到急速推广。不用说，因为日本人确
实喜欢钓鱼，也喜欢吃鱼，恰好有了日本人喜欢的游艇。从那时起，玩船这一娱乐方式，从一部
分有钱人的娱乐转变成了普通人们的娱乐。１９７９年，开始了用钓鱼船拖着延钓绳来钓金枪鱼
的称为“Ｂｉｌｌｆｉｓｈｔｏｕｒｎａｍｅｎｔ”的钓鱼竞赛活动。

正是在１９７５年，意大利Ａｌｆａｍａｒｉｎｅ造船厂制造出Ｂｒｏｎｔｅ　４０型游艇。该艇由索尼·列维
（Ｓｏｎｎｙ　Ｌｅｖｉ）和弗朗哥·哈瑞尔（Ｆｒａｎｃｏ　Ｈａｒｒａｕｅｒ）设计。这是一款很有意思的艇（图１－３），它
是开放式的，具有摩托艇和渔船的功能，尤其是防风玻璃的使用具有原创性，这是由一整块水
晶做成的。

Ｔｅｃｈｎｅｍａ　６５型游艇（图１－４）于１９７８年由意大利Ｐｏｓｉｌｌｉｐｏ造船厂制造，它由吉恩尼·佐
康（Ｇｉａｎｎｉ　Ｚｕｃｃｏｎ）设计。该艇现代、优雅和精致的线条标志出摩托游艇的另一个重要里
程碑。

意大利Ａｌｆａｍａｒｉｎｅ造船厂在１９８２年推出了一个惊喜的Ｃｒｏｎｏｓ　８３型游艇（图１－５）。该艇
由弗朗哥·哈瑞尔（Ｆｒａｎｃｏ　Ｈａｒｒａｕｅｒ）设计，这是第一艘完全意义上的宽体或整体横梁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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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意大利Ｂｒｏｎｔｅ　４０型游艇（１９７５年）

图１－４　意大利Ｔｅｃｈｎｅｍａ　６５型游艇（１９７８年）

图１－５　意大利Ｃｒｏｎｏｓ　８３型游艇（１９８２年）

艇，桥楼室从头贯穿到尾部，外表紧凑连贯，没有侧边的过道，以确保内部空间尽可能地宽敞。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玻璃钢材料的使用已日趋成熟。对新材料的运用自如和玻璃钢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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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表现力促使设计师们采用更为流畅的线条，而非传统的几何图形。１９８３年，一项技术记
录显示出新材料的潜力：Ａｚｉｍｕｔ　１０５Ｆａｉｌａｋａ艇的长度为３０．８０ｍ，是当时最大的由玻璃钢模
具制造的游艇，该记录保持了好些年。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西方各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游艇购买力大幅度提高，美国、西
欧、北欧游艇市场对各类游艇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亚太地区游艇制造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日本很快就成为第二大游
艇产品出口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出口２万多艘游艇而成为第三大游艇出口地。

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世界游艇市场形成以美国、西欧、北欧、亚太地区为主的四大板块，世
界主要游艇生产消费国都处于空前繁荣时期。１９８１年美国游艇总销售金额达到８１亿美元，
到１９８８年总销售金额已高达１７９亿美元。

四、第四阶段：稳定成熟期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部分国家游艇市场进入调整阶段，但国际游艇市场处于稳定发展的
状态。９０年代，游艇向大型化发展，大量的航空、航天先进科技渗入游艇，游艇的附加值不断
提升，出现了巨型游艇（即尺度不断增长，装修不断奢侈，科技含量不断提升）。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意大利的游艇业进行了重组，这一变化集中体现在三大领袖集团的形
成：Ａｚｉｍｕｔ、Ｆｒｒｒｅｔｔｉ（法拉帝集团）和 Ｍｏｃｈｉ　Ｃｒａｆｔ。

这些年里，辉煌的业主和富有创意的设计师一起铸就了无数卓越的品牌。在这个对奢侈
品权威品牌越来越敏感的市场中，设计师日益成为重中之重的主角。设计师的作品除了技术
含量以外，还有宣传价值。他的名字也会因此成为其设计的船只品质和风格的一个强有力的
商业代言。

１９９２年，由意大利Ｎａｖａｌｉ　ｄｅｌ　Ｇｏｌｆｏ公司出产的Ｉｐａｎｅｍａ　１５Ｆｌｙ凭借其特立独行的格调
以及柔性流畅的线条在那几年的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Ｉｐａｎｅｍａ　１５Ｆｌｙ（图１－６）这一款融入
了很多创新元素：很具有曲线感的门窗结构延伸至船尾，这与当时其他艇体一模一样的结构差
异很大。

图１－６　意大利风格的Ｉｐａｎｅｍａ　１５Ｆｌｙ型艇（１９９２年）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意识增强，一些国家（如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碎，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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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经济又一次陷入低迷。因发达国家人力成本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成本提高，玻璃钢造艇企业
迅速向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转移，使我国以台湾为代表的游艇制造业一下子发展起来，
从来料加工，替人家造船到自有品牌的建立，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向欧、美、日本出口游艇的
同时，本地区的游艇消费也悄然升温，尤其是港澳地区率先一步进入游艇消费时代。

中国台湾嘉鸿游艇创立于１９８７年，正值台湾游艇业巅峰，享有“游艇王国”美名之时。
嘉鸿游艇自１９８７年以３０人创立至今，在短短２０年间，便发展成为全球第六大、亚洲第一的游
艇制造商。旗下现有三家不同船型游艇制造厂，一家ＦＲＰ复合材料厂，一家家具制造厂及一
个美国办事处。现有员工约１　１００名，土地面积约１１０　０００ｍ２，且在持续发展中。嘉鸿游艇以自
创品牌“Ｈｏｒｉｚｏｎ”（图１－７）销往世界各国。欧洲市场为最主要的外销输出地区，其次为北美市
场，亚洲及澳洲。

图１－７　Ｈｏｒｉｚｏｎ系列中的Ｅｌｅｇａｎｃｅ　５３型游艇

对环境的保护，国际上提出了许多控制目标，如发动机的加速噪声要减低至７４ｄＢ以下。

美国对汽油发动机废气排放的规定制定了控制减排目标，并且这个排放标准在不断修正，越来
越严格。日本配合这项活动，推进了４冲程舷外挂机以及直喷型２冲程舷外挂机的开发。现
在，日本国内出厂的舷外挂机，８０％以上是环保型的。世界各国的动力机生产厂商都已投入巨
资研制低排放污染的机型，即“低碳化”，以期满足不断提升的环境保护的要求。

在１９９９年的上海国际船艇展会上，日本本田（Ｈｏｎｄａ）牌舷外机率先打出了“绿色动力”的
大幅标牌。本田公司推出的环保型舷外机以液化气为燃料，据称该产品与四冲程汽油机国家
排放标准比较，其 ＨＣ（碳氢化合物）排放降低了７５％，若与２冲程汽油机国家排放标准比较，

则其 ＨＣ排放降低了９７％。这种液化气环保型舷外机首先在我国著名的风景旅游区———九
寨沟游艇上使用。

关于游艇大型化的趋势在进入２１世纪后更为明显，各大游艇巨头都推出了长度２４ｍ以
上的游艇，国际上普遍把８０ｆｔ（２４ｍ）以上的游艇列为大型游艇，这种游艇的造价高，装饰奢
侈，属于豪华游艇。例如２００４年，山东烟台莱佛士船业有限公司为香港ＬＰＧ公司建造的“亚
洲女士”号游艇（图１－８）成为我国国内制造的最大的私人豪华游艇［４］。该艇造型别致，为新颖
的非对称双体船，与单体船相比具有更好的稳性。“亚洲女士”号长８８ｍ，有６层甲板，主甲板
以上采用玻璃幕墙装饰，内部装修豪华舒适，设有大型餐厅、娱乐中心、健身房等多功能舱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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