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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船舶登记制度简介 

    船舶登记制度是由规范船舶登记的法律、法规形成的一项制度。其特点是以船舶为对象，以围绕

船舶产生的法律关系为客体。依据有关国际公约和各国法律规定，船舶登记指对船舶所有人、经营

人、船名、船舶技术性能数据等内容进行登记。我国船舶登记制度起源于国民党政府于1931年实施的

《海商法》。1983年《海上交通安全法》第5条规定：“船舶必须有船舶国籍证书，或船舶登记证书，

或船舶执照。”只有通过登记，才能取得船舶国际证书或船舶执照。船舶登记的目的在于：“确定船

舶的国籍和船籍港，保证船舶所有人对登记船舶的所有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加强国家对船舶的监督管

理。”根据各国现行法律，船舶国籍登记按照登记条件划分，可分为严格登记和开放登记。严格登

记，是指登记国对申请船舶登记规定一定的限制条件，如对船舶所有人、船员国籍的限制以及登记时

所需文件的要求等等；开放登记指登记国对船舶登记方面的要求较宽松的登记制度，也称为国际船舶

登记制度。船舶到开放登记国去登记，就叫做“方便旗船”。 

    我国是采取严格登记制度的国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规定了办理船舶登记必

须向主管机关提交大量文书、证书及有关材料，要求非常严格。由于这一原因，加上经济方面的一些

考虑，造成我国大量较新较好的船舶到开放登记国去登记，成为“方便旗船”。这种方便旗船的弊端

以及给海运事业带来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对船东而言，由于方便旗船大多雇用廉价船员，

容易受到国际运输工人联盟 (ITF)的检查，如处理不当会造成罚款或使船舶正常营运受到影响；二是

各国一般不允许方便旗船经营国内航运业务，因而悬挂方便旗便会限制船舶的经营范围和灵活性；三

是由于现阶段方便旗船舶状况一般不好，使得方便旗船在航运发达国家易受PSC的检查，影响船舶的正

常营运，造成维护费用的增加；四是方便旗不能享受到本国和他国所签定的航运协议的优惠，加之方

便旗国一般都是弱小国家和地区，一旦船舶遇到风险，船旗国无法给船东提供适时的援助；四是船舶

一旦挂上方便旗，我国就无法对其进行管理，影响了我国船队规模。因此，应采取适当措施，逐步限

制本国船舶到开放登记国进行登记。 

    笔者认为，可以参照国际上一些主要航运大国的做法，创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国际船舶登记制度。

国际登记制度是指在本土某地开设主要针对本国国际航行船舶的登记处，并实行一种比现行登记要求

宽松、方便，比开放登记国要求严格的新的船舶登记制度，以吸引本国和外国船东在该处登记，并在

该制度框架内对悬挂国旗的远洋船舶提供优惠。 

在我国实施国际船舶登记制度的意义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航运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可以极大地吸引

我国和外国船东的船舶悬挂我国国旗，从而不断扩大我国船队规模，巩固航运大国的地位，为经济发

展和国家安全提供充足保障。其次，吸引大量船舶来我国登记，可以极大地改善我国船舶的技术状

况，有利于维护我国旗船队的形象，提高市场竞争力，从而降低船舶PSC滞留率。再次，能够极大地增

加船舶登记费和船舶检验费收入。随着在我国注册的船舶和公司的增加，能极大地增加船员和航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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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从业人员的就业。最后，实施该制度能够促进我国海事管理部门船舶监督管理水平的提高和船舶检

验机构的壮大，逐步和国际上先进的监管方法和手段接轨。总而言之，实施国际船舶登记制度会对我

国产生巨大影响，既有上述有利的一面，也有弊的一面，比如说，实施该制度可能会造成我国船舶关

税的减少，但笔者认为随着登记船舶的增多，登记费、检验费、公司管理税费的增加会逐步抵消关税

的损失，总的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 

如何在我国实施国际船舶登记制度 

    实施国际船舶登记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还需要很多辅助条件。  

    一是要加快制定我国的《国际船舶登记条例》。就船舶的登记条件(包括所有人的条件、经营管理

要求、船员的国籍等)、登记程序、登记费用等进行相应规定，这可以参照国际上现行做法结合我国国

情来制定。对船舶技术状况特别是船龄可以适当放宽，但必须以船舶检验机构认可满足适航性和安全

性要求为前提；对船舶检验机构不要求中国船级社(CCS )为唯一机构，对国际船级社协会中各船级社

的检验应予以认可；而实际上，中国籍船舶船东从管理角度出发，大都愿意在中国船级社入级；对于

船员国籍可以不作严格限制，因为中国船员工资低，中国船东绝大部分都聘用中国船员，外国船东从

经营成本考虑，也会大量使用中国船员；对于经营管理，必须规定船舶主要经营机构须在中国境内注

册登记，管理人员多数应为中国公民。 

    二是要应加快我国《航运法》的制定。依法规范注册船舶的经营航线，对于在 《国际船舶登记条

例》条件下注册登记的船舶，规定其只能经营国际航线，不得从事国内运输。而对于全部资本为中国

的船舶，只有在交纳进口船舶相应的关税等税费后，方可经营国内航线，以维护国内沿海运输权。  

    三是要合理确定我国“国际船舶登记地”。合理地确定我国的国际船舶登记地，对能否有效地实

施船旗国管理，相对独立地行使特别管理权，是能否顺利开展国际船舶登记的关键。从我国国情来

看，海南省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经济特区，具有独特的地理条件和良好的港口条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国家给予了海南航运业发展的一些优惠政策（一度使全国各地许多投资人在海南设立航运公司并

利用海南运力指标的宽松环境来增添船舶），加之海南省的航运管理环境和水平经过较长时间发展已

得到了极大优化，便于相对独立地实施特殊政策，因此，把海南省作为我国实行特殊登记制度的地点

是十分恰当的。  

    概括起来，我国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在具体实施上应有如下要点：一是登记地是海南省，船籍港为

其各主要港口，由交通部授权海南海事局依法行使国际船舶登记的监督管理职能，审核、受理国际船

舶登记业务，并向交通部备案。二是由船舶所有人、光船承租人或其授权的合法代理人提出登记申请

(包括申请表、所有权证明、公司主营业地址、股东国籍及出资比例、未经抵押材料等)，海南海事局

主管部门应在收到申请后限定期间内给予答复。三是进行登记的船舶仅限于商业目的并经营国际航

线。四是登记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的主营业场所必须在中国境内，且75%以上雇员为中国公民。五是对

所雇佣的船员不进行国籍限制，但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适任证书。六是对船龄没有严格限制，但

对超龄(按交通部标准)船舶，必须每年接受中国船级社或我国认可的国际船级社的安全性和适航性检

验，如不合格，则注销登记。七是进口船舶免除关税和增值税。八是登记船舶不得经营国内航线，但

对于出资人全为中国公民的船舶，在补交相应关税和增值税后可经营国内航线。九是船舶登记费用按

初始登记费和年度费收取，数额以与方便旗登记费相当为宜。  

    总之，加快我国现有船舶登记制度改革，利用我国加入WTO的有利条件，制定一系列国轮优惠政策

并以实施国际船舶登记制度作为补充，可以有效地壮大我国航运实力，进而能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和确保国家安全、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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