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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船舶年度检验方式 加强营运船舶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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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杭州港是我国水运事业的发祥地之一，它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连接省内的嘉兴、宁波、温州和省外的上海、江

苏等长江沿岸主要省市及广东、福建、海南等沿海港口，在地缘、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与上海及长三角各城市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形成了广阔的经济腹地。杭州港的发展定位是全国内河枢纽港，今后将重点发展集装箱运输。

其四个港区按照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的原则统筹规划，协调发展，以提高旅游客运品位为重点，以率先

基本实现现代化为目标，全面发展成开放型、智能化、综合性的多功能的现代化港口。为了扩大其影响力，在全国运

输网，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综合运输网的建设规划中明确指出：杭州港建设总投资47.91亿元，新建泊位356个，规划期

限为18年，预计到2020年货物吞吐量达到8189万吨，旅客吞吐量80万人次，到2020年实现“黄金水道”工程，适度超

前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形成与全市现代化建设相适应、与国家及省水运发展相衔接的现代化水运格局。 

二、目前杭州港船舶检验存在的问题 

杭州港的发展，除了硬件设施的建设外，在软件管理上也是要相应发展的。而在港口营运管理方面，杭州港船检

机构的现行体制存在以下多方面的问题：各船检分支机构的业务归省市船检局主管,但其行政主管却是当地的港航管理

部门,管理人员无权审查已经做出的船舶检验结论；管业务的省市船检局虽有管理职责,但由于对验船师在人事、资质

上无法制约,难以有效管理。上级船检机构不定期的检查和抽检等方式,远不足以对下一级船检机构形成有效的监督制

约。船检体制不顺,造成了管理上的不顺。上一级船检机构难以对下一级机构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使得地区内的检验

人员不能做到合理调配,面对出现的检验问题也难以处理到位。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化,船舶制造业以多种所有

制形式出现后,船舶检验、航运管理和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使船舶检验机构重收费、轻检验的现象

日趋严重。 

三、关于杭州港在船舶检验方式上的几点建议 

杭州港想要解决相应的问题，完成“黄金水道”的目标，不仅要扩大港口的基础建设，而且要重点抓船舶检验这

一块，加强营运船舶的管理工作。 

船舶检验是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对于普遍存在的这些问题，主管机关应坚持从实际出发，严格遵守船舶检验的有

关制度和措施。根据船舶年度检验的办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

术规则》，严格执行船舶年度检验办理的下列程序： 

（1）船公司应根据船舶检验期限向所在地区地方海事机构提交年度检验申请； 

（2）区、县地方海事机构审核后，上报市地方海事局； 

（3）市地方海事局根据船舶年度检验项目及船舶类型指定验船人进行检验； 

（4）验船人员查阅检验申请及船舶基本资料； 

（5）验船人员根据检验规程、检验项目登船检验； 

（6）验船人员出具检验报告； 

（7）检验合格船舶，由市地方海事局核发船舶检验证书或签注年检合格印章。 

但是，地方船检部门的体制复杂,船检机构还存在水网地区验船师数量不足,非水网地区验船师资质不够的问题。

一方面验船师普遍缺乏,另一方面船舶检验业务量却逐渐加大,加之交通部海事局出台了对验船师的过错追究制度,增加

了验船师的压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为确保船舶年度检验的质量，更要加大对船舶检验工作的领导与监督管理力

度，并开展验船人员适任考试、持证上岗和船舶检验机构的资质认可等工作，对验船质量重点对船舶建造检验进行了

检查和整顿。对不具备资质条件、未持证现职验船人员，要进行定点、定时段的集中培训，在培训考试合格后，才可

申请验船人员初级适任资格考试。在对验船人员进行考试发证、对船舶检验机构进行资质认可的基础上，最好实行人

员工作过错追究制度，开展针对船舶检验质量的检查和整顿。依照相关规定，验船师应按专业、分种类、划等级，根

据其资历条件实行统一标准、统一程序的考试、评估。获得相应专业、类别、等级适任证书者，才可从事限定范围内

的船舶检验工作，并承担相应的技术责任。  

除此之外，还要加强检验管理规范检验行为。主管机关应重点加强了对国内航行船舶的检验管理，使用全国统一

制定的《国内航行船舶检验证书》和与证书相配套的《船舶检验发证管理系统》，对船检登记号的授予给予规范。对

散装液化气体船和全国客滚船要进行全面检查，组织专家进行研讨，提出整改意见。另外，海事局还应加强建造船舶

的检验和管理，要求建造船舶必须按规定申请建造检验，严禁异地检验等，并对救生筏检修站进行整顿。 

四、杭州港在船舶年度检验方式上的改革 

针对目前营运船舶的管理现状，为加强运输船舶管理，规范船舶检验行为，营造航区水运市场“公平、公正”的

环境，杭州市船舶检验处应按照“集中设点、定点检验、定时抽查、力量整合、现场监管”的原则对现行船舶年度检

验方式进行改革。在钱江、富阳、桐庐、建德、萧山5个航区设立船舶年度检验受理点，在各检验点配备相应的验船

师，对钱江水系运输货船实行定时定点检验。由现场验船师按照交通部海事局对营运船舶年度检验的要求对船舶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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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性进行检验，并对船舶的主尺寸进行复量，在现场检验点由验船师出具船舶年度检验报告和船舶主尺寸复量表。检

验完毕的船舶由船籍所在地的各签证机构根据检验报告签发船舶适航证书。 

杭州市船舶检验处对全处的验船师可以通过电脑系统进行统一调度，对船舶检验报告实行网上传送和电子签名，

并在对验船师的日常管理和考核、检验船舶的动态监管、检验过程监督和投诉处理、规范化操作等方面均做出详细的

规定和责任落实。 

改革的具体步骤： 

（1）分别在建德、桐庐、富阳、钱江、萧山、内河、余杭、临安设固定点作为货船年度检验点，并规定每周的一

天作为年度检验日。 

（2）各检验点的验船师由局在全航区的所有验船师调度，指派。 

（3）验船师按局船检处统一制定的检验要求对船舶进行检验，并出具统一格式的检验报告。 

（4）由局船检处或通过电脑将检验资料移交船籍港的船检部门，对已进行过年度检验的船舶进行签证、入港船舶

的换发证书和收取船舶检验费。 

年度检验的申请控制表由检验现场发放或在网上下载，现场验船师现场受理。验船师在接受申请后，按船检有关

规定和杭州市船舶检验处的要求对船舶进行检验和船舶主尺度进行复量，验船师如实填写检验报告和船舶主尺度的复

量记录，并签名。条件成熟可直接在杭州市港航局的综合系统上录入。 

为便于船籍港船检部门对辖区内货船管理，船检港航部门应对本辖区的货船建立货船检查档案，局建立整个航区

的货船检查档案，各地或各部门对船舶的检查记录存入船籍港的管理部门和港航局的档案里，以便今后的船舶管理。

检查记录应有检查人员的签名。在整个改革活动中，进行如下的控制： 

（1）每个年度检验日将对全局的验船师进行调配，原则上是将验船师分配到其他航区的检验点进行检验工作； 

（2）监察室、船检处不定期、定点对验船师的工作进行考核，记录验船师的年度考核； 

（3）各检验机构必须凭各检验点出具的检验报告和船舶主尺度复量表才能对到期船舶进行签证工作或入港换发证

书工作。 

（4）船舶的检验报告和主尺度复量表必须存入船舶年度检验档案内。 

（5）在检验过程中，对存在有误差的船舶，若在局规定的有效误差范围内，按原证书签发；若超出规定的，则按

实际丈量尺寸签发或局有关规定恢复船舶原状。 

若这种检验方式在该航区得到有效的实施，便可向其他航区推广，既方便了船户在经营地进行船舶检验，又较统

一全省船舶检验的丈量尺度。 

在改革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实践，逐步改进，以保证改革的效果。通过对船舶年度检验方式的改革将会达到以下目

的： 

（1）对现有的船检力量进行整合，提高工作效率； 

（2）加强船舶的营运检验，避免部分管理部门、船户对验船师人为的干涉，使整个航区的船检工作做到“公开、

公平、公正”； 

（3）随机调遣船检人员，有利于单位的廉政建设； 

（4）实行定点定时检验，方便船户； 

（5）统一航区检验标准和尺度，有利于建立长效、规范的机制。 

五、结论 

船舶应经过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检验，持有效的船舶检验技术证书，方可航行，所以船舶检验必须按国家规定严

格实施。但是很多地方因为船检机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检验的实际工作中只是做做形式，没有真正达到船舶检验的

目的。通过对杭州港船舶年度检验的改革，可以改变该港口船舶检验模式，加强营运船舶的管理工作，整治船舶“大

船小证”的现象，为其他港口的营运船舶管理工作提供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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