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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由于值班人员不足或值班人员过度劳累等有关配员问题所导致的船员过失与海上事故时

有发生，深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很多公司未完全尽到满足船舶安全和保护海洋环境所需安全配

员的职责。本文通过分析现行船舶配员制度存在的缺陷，按照公约有关文件的规定，提出完善船舶配

员制度的积极建议。 

现行船舶配员制度之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于2004年以交通部第7号令公布，对中国籍船舶具有普

遍的约束力，是主管机关对船舶配员进行管理的主要文件，该规则第4条规定，该规则所要求的船舶安

全配员标准是船舶配备船员的最低要求，除对客船客运部最低配员进行规定外，该规则仅对船舶满足

甲板、轮机、无线电值班要求的最低配员要求进行规定，该规则仅是最低安全值班配员规则。 

    作为主管机关制定的普遍适用的强制性法规，考虑到航行海上船舶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规则无

法对各种船舶除值班外的其他安全及防污染操作所需安全配员做出规定，但规则规定了公司应考虑到

船舶除值班之外其他安全及防污染操作所需的安全配员，正如规则第5条规定，该规则并不免除船舶所

有人为保证船舶安全航行和作业增加必要船员的责任，公司应根据船舶的具体情况自己确定船舶的实

际最低安全配员。 

    但事实上，随着航运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燃油价格高居不下，船员工资不断增长，减少船员数

量成为船东降低船舶营运成本的一大选择。目前，公司基本上未尽到或未完全尽到根据船舶的具体实

际情况确定满足船舶安全和保护海洋环境所需的安全配员责任，经主管机关审批的最低配员要求因具

有强制性，才变成公司为所属船舶配备船员不得不遵循的唯一依据。船舶所有人负有为保证船舶安全

航行和作业增加必要船员的责任变成一句空话。 

    与此同时，相关监督规定的不完善与现场监督的不到位使得公司上述不恰当的行为得不到纠正，

多年来甚至普遍认为，公司只要为船舶配备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要求的船员就已经尽到了公司的全部责

任，公司从来不认为在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要求的基础上合理多配船员是公司应尽的义务，相应的，随

意增减多于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要求的那一部分船员也极少引起监督机关的注意。 

    其实，主管机关也为督促公司履行上述职责做出了部分间接规定，其中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船船员值班规则》，该规则对船员的最长工作时间和最少休息时间做出了规定，同时也要求船上做

好船员工作小时和休息时间的记录，以备主管机关检查，以保证有关工作和休息时间的规定得以执

行。这种检查每六个月进行一次。但上述规定因操作性不强、检查执行难度大等原因而几乎成为摆

设，直到最近，因多起事故的发生与配员有关，才引起主管机关的重视，以专项整治的形式开展配员

检查。 

    对规则的审视使我们看到了进一步修改完善相关规定的必要性，事故的频繁发生也突显了修改、

完善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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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上述问题有赖于进一步完善现有的配员制度，现有配员制度在进一步落实公司合理配员责

任、制定更全面的安全配员标准、制定更合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船员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制度及完善

相应的监督管理法规等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相应地，应对现有最低安全配员规则、海船船员值班规

则及其相应的监督管理法规进行修改，以保证为船舶合理配备船员。 

    1．制定全面考虑值班及其他船舶安全与海洋环境保护操作的安全配员标准 

    IMO显然注意到了考虑某一船舶的安全配员时，值班安排仅仅是其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而不

是唯一的考虑因素，其他船舶安全与海洋环境保护操作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1999年11月25日IMO通过

的A.890（21）号决议附录一《安全配员原则》中，除值班外的其他船舶安全与海洋环境保护操作得到

同等的重视。根据附录二《适用安全配员原则指南》，确定一艘船舶的安全配员标准应建立在能够以

适当的责任标准履行其职责的基础上，这些职责在《STCW规则》有详细描述，包括：航行；货物操作

和积载；操作船舶并照料船上人员； 轮机工程；电气、电子和控制工程；无线电通信；维修保养。指

南还进一步指出，确定安全配员标准还应预先考虑船上船员完成分配给的任务所需工作时间和休息时

间，考虑到满足工作高峰期间合格船员和其他船员数量需求。 

    在修订配员规则时，应考虑充分引用上述IMO文件的相关规定，以附件等形式详细列明船上的操

作，这些操作可以根据船舶的实际情况进行增减，但公司在申请配员证书时应对增减理由进行说明；

同时，配员要求还应留有余量，以满足工作高峰期间合格船员和其他船员数量需求。 

    2． 要求公司建立动态标明船舶配员标准程序 

    准确地测算出某一船舶的合理最低安全配员，首先应考虑到如何尽可能地归纳并罗列出船舶所有

涉及的安全及防污染工作，尽可能地反映出船员的全部工作量，使配员标准的测算与船上工作实际尽

可能相符合。主管机关在对现有最低安全配员规则进行修改时，首先应考虑如何准确测算船员的全部

工作量。事实上，最了解船舶特点和所需的实际工作量的应是公司和船长，主管机关应通过强制性规

定，要求公司建立动态标明船舶配员标准的程序，该程序应包括:列出船舶全部（或接近全部）有关船

舶、船员、旅客、货物和财产安全及保护海洋环境的工作内容，并计算出船上的工作量；预先考虑船

上船员完成分配给的任务所需工作和休息时间，满足工作高峰期间合格船员和其他船员数量需求，确

定配员标准，并据此向船舶配备船员；对船舶配员是否实际满足要求、是否遵守了船员工作及休息时

间规定等进行验证；验证结果作为公司维持或修改配员标准的输入；上述活动记录的保存以备进一步

审视。 

    建立这样程序的目的，就是将工作量的测算建立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以获得最接近实际的工作

量，保证配员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3． 制定更合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船员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制度 

    在确定安全配员标准时，对船员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做出规定与测算船舶全部工作量具有同等的

重要性。船员最长工作时间或最短休息时间规定，能够有效限制公司、船长延长船员的劳动时间的随

意性，让船员得到充分的休息，以保持持续良好的精神及身体状态履行安全和防污染职责，避免因疲

劳值班或操作造成事故，达到船舶安全和保护海洋环境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了船员的休息

权利意味着增进了船舶安全与海洋环境保护。 

    最近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30条规定，船员在船工作时间应当符合国务院交通主

管部门规定的标准，不得疲劳值班。目前交通主管机关尚未制定专门的船员在船工作时间标准，仅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值班规则》中引用了STCW公约的部分相关规定。前面介绍过，该规定因操

作性不强、检查执行难度大等原因而几乎成为摆设，其与STCW公约、《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规定的

异同点可见本文附表，从比较中可看出《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的规定更具体和具有可操作性。建议

主管机关对现有船员值班规则进行修改或制订专门的船员在船工作时间标准时，充分考虑IMO、ILO、

ITU和WHO相关文件特别是《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对船员享有的工作时间限制和休息时间保障的规

定，着重考虑如何让公司在合法使用船员劳动的基础上合理配备船员以满足船舶安全和海洋环境保护

的要求。 

    4．完善相应的监督管理法规 

    在完善上述法规规定的基础上，主管机关应制定相应的监督管理规定，以保证上述规定的执行，

这些规定应包括：主管机关应对公司提交的最低安全配员标准申请进行评价；主管机关应复审并在船



舶无法持续遵守有关休息时间的规定时撤回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所有低于安全配员标准的和实际

上无法持续遵守有关休息时间规定的船舶应被要求禁止离港直至其满足安全配员要求；在对公司进行

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时，应审核公司是否建立动态确定船舶配员标准的程序及该程序是否得到实际执

行。 

    总之，船舶安全和海洋环境保护有赖于适任船员保持持续高效的工作，船舶配员制度与船员是否

能够保持高效地工作息息相关，在合理使用船员劳动以保障船员权利与合理配员以节省工资成本开支

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是我们持续追求的目标，是保障海上安全和保护海洋环境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宁德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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