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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对海上安全形势的影响

孔凡东

（秦皇岛海事局，河北 秦皇岛 066002）

【摘 要】 世界金融危机给航运业带来巨大冲击，航运企业纷纷采取应对措施，为应对海上

安全新形势给海事监管部门带来的新挑战，进而给海上交通安全带来影响，分析船舶航行安全的

新问题，提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保护海洋环境的对策：海事部门应积极应对，快速反应；加强对在

建船舶质量的监管；开展对封航船舶和锚泊船舶的安全管理；重点对船员适任情况实施检查；安全

管理体系审核时调整审核重点；强化对船舶拆解活动的安全监管；优化船队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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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以来，世界航运业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

击，市场急剧萎缩，海上货运量、运价以及船舶流量持

续低迷。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各航运企业纷纷采取

多种应对措施，以求度过经济严冬。虽然，航运企业采

取的措施是一种市场经营行为，但其给海上船舶航行

安全带来很大影响，并成为近期海上交通安全新动向，

亦给海事监管工作带来很大影响。

1 企业经营措施对海上安全形势的
影响

船舶封航现象突出

由于市场萎缩，很多航运企业缺少货源；同时，低

迷的运价使得船舶运输入不敷出，一些企业被迫采取

封航措施，以求降低成本、渡过难关。这类现象在规模

较小的企业比较多见，如浙江、福建等省沿海水域，经

常可以看见封航船舶整排地停靠于码头，或集中锚泊

于海况相对平静的遮蔽水域。船舶封航后仅有一两个

人留守，没有船员值班。在恶劣天气情况下，船舶易发

生碰撞或走锚事故。虽然封航船舶一般锚泊于远离航

道和锚地的海域，但一旦船舶发生走锚以致失控，会对

他船安全和邻近海域的交通安全造成威胁。

港口锚泊船舶明显增多

由于缺乏货源，船舶在航率大幅下降，大量船舶抛

锚等货，一些船舶少则十几天、多则几个月才能进港装

货，造成锚位紧张。以秦皇岛港为例，2009 年 1—3 月，

锚泊船舶持续逾 160 艘，达到见缝插针、拥挤不堪的程

度。船舶起锚进港显得非常困难，碰撞险情和事故时

有发生。一些船舶不得不选择在锚地以外抛锚，甚至

在靠近航道水域的地方或直接在航道内违规抛锚，对

港口交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这类问题在长江和珠江

航道尤为突出。

船员工资降低，航运业裁员现象严重

为应对经济危机，降低经营成本，航运业几乎同步

降低船员工资。由于大量船舶封航或短期停止营运，

大批船员被裁减，造成船员情绪普遍不稳定，并导致船

员与企业之间矛盾加剧。同时，现阶段船舶违章案件

明显增多，反映出一些船员工作热情和责任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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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船员无证、持假证或租用证书的违法行为也

时有发生，导致船员整体素质下降，这也是违章案件和

事故增多的重要因素之一。

船舶修理以及日常维护保养的资金投入减少

据了解，自 2008 年初开始，不少航运企业对船舶

进厂修理项目进行大幅削减，缩短船舶在坞时间。同

时，各企业减少船舶日常维护保养费用，物料供应也保

持在最低限度内。此举直接影响船舶安全状况。

新造船交船受阻

在航运市场异常红火的 2006—2007 年，大批航运

企业扩大船队规模，同时也吸引其他企业投身航运市

场。各船厂均接到大量船舶订单，船舶建造业空前繁

荣。然而，随着市场急转直下，运价和船价也大幅跳

水，不少航运企业宁可损失定金也不愿接受那些在高

价位时订下的船舶，因此很多船舶订单被取消，新造船

交付受阻，一些在建船舶工程也受到影响。一些船厂

被迫降低船价以便船舶能顺利完工并找到买家，船厂

利润自然受到严重影响。为此，一些中小型船厂为降

低成本采取降低材质等不良手段，导致新造船舶质量

下降，为未来船舶航行安全埋下隐患。

拆船数量剧增

目前，整个航运市场运力极度过剩。如何处置多

余运力，除了封船外，拆解老旧船舶成为一些企业特别

是大企业的首选措施。拆解船舶不仅降低经营成本、

回笼资金，又能就此调整船队结构，增强企业抵御风险

的能力。据了解，国内某知名远洋公司自 2008 年下半

年起已陆续拆解 4艘海岬型船和 1艘巴拿马型老旧船，

拆解吨位达 70万载重吨，另有 10艘干散货船已纳入拆

解计划。据悉，全球范围内，仅 2009 年前 2 个月就有

167 艘船舶被卖予拆船厂，削减运力达 520 万载重吨。

航运企业的这种选择促成全球范围内船舶拆解业的繁

荣，使之成为经济萧条环境下最红火的行业之一，我国

的拆船企业亦在受惠之列。然而，拆船数量的剧增给

安全监管和海洋环境保护带来不小压力，成为当前行

业法律规范缺失情况下安全监管的难题。

可见，金融危机带来的不仅是对航运企业的巨大

冲击，也给海上交通安全带来新问题，对海事监管工作

提出新挑战。

2 建 议

海事部门应积极应对，快速反应

剧烈的市场波动导致海上安全形势迅速变化。海

事部门对这种形势的变化应积极研究对策，调整工作

重点。

加强对在建船舶质量的监管

低质量船舶因其天生缺陷成为威胁海上人命安全

的重大隐患，一直以来是海事部门专项整治的对象。

其不仅是航运市场繁荣时期追求短期效益的产物，也

是市场萧条催生的不良产品，因此有必要对在建船舶

实施质量监管。对船舶实施建造检验是保证船舶质量

的有效手段，对此，海事部门已出台相关规定。为保证

这些规定的落实，笔者建议，对拟建船舶实施备案制

度，要求船厂必须将造船计划报备当地海事部门。海

事部门应加强对船厂的现场检查，检查在建船舶是否

申请建造检验及检验机构是否认真履行检验工作等。

开展对封航船舶和锚泊船舶的安全管理

对锚泊状态的封航船舶，应通知航运企业指导其

寻找码头停靠；对不能停靠到码头的船舶应视为锚泊

船舶，督促船舶配备充足的船员，加强锚泊值班。对于

等货的锚泊船舶，在锚位紧张时应临时指定水域用于

船舶抛锚；对随意抛锚影响通航安全的船舶应予以行

政处罚；对造成事故的船舶要严肃追究其责任；同时加

强对锚泊船舶的值班检查，通过无线通话、现场登船等

手段，检查值班船员人数和值守情况等。

重点对船员适任情况实施检查

检查船员持证情况，可对部分船员进行人证对照；

对可疑证书进行专业甄别。在安全检查工作中，加强

对船员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检查，督促船员注重技

术学习。

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时调整审核重点

要审查航运企业是否裁减安全管理体系中涉及的

人员；是否减少必要的人员培训；特别要注重对企业在

船舶维护保养和岸基支持方面的审核，防止其因减少

投入而造成船舶技术状况恶化。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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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对船舶拆解活动的安全监管

船舶拆解是一项复杂的、技术要求较强的经营活

动，具有较高的安全和环境污染风险。《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赋予环保、海事等部门

对防止拆船污染环境实施监管的职责。除此以外，国内

尚无其他法律法规对拆船活动的安全管理进行规范。

因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从

事船舶拆解行业的企业经营资质作出具体规定，以规

范拆解行为，保证拆解过程中的人命安全与环境保护。

优化船队结构

市场低迷时期是企业加速淘汰老旧船舶、提升船

队整体质量、提高市场竞争力的时机，并且有利于削减

运力、加速资金回流和促使市场回暖。建议政府出台

相应的鼓励政策，引导更多的航运企业自发地对船队

结构进行优化调整；落实《老旧船舶监督管理规定》中

的措施，对达到使用期限的船舶实施强制报废处理，严

禁篡改船龄等非法行为。

3 结 语

金融危机给航运业带来冲击，进而对水上交通安

全产生影响，也必将对海事监管理念、发展模式等产生

深远影响。海事部门必须认清新形势，适应新变化，及

时调整战略部署，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制定科学、有效

的针对性措施，充分保障海上安全，保护海洋环境。●

系，所以海事管理机构可以有效地调动与协调救助船

舶，从而保障搜救行动的及时性，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

延误、推托和拒绝海上搜救的现象。

当发生较低等级的海上安全事故时，法律应当规

定海事管理机构可直接组织、指挥和协调现场海上搜救

工作，无需得到海上搜救中心授权，从而强化海事管理

机构海上搜救职能。通常，发生较低等级事故的险情较

简单，海事管理机构完全有能力独立组织、领导和指挥

海上搜救工作。相反，倘若在这种情况下，海事管理机

构仍需得到海上搜救中心的指示或授权才能采取行动，

则很可能贻误救助时机，使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

完善补偿机制，充分调动社会救助力量积极性

纵观西方国家的海上搜救制度，一个明显的特点

就是其搜救力量社会化程度很高。据统计，目前，英国

99%的海上搜救工作由社会力量完成，海上人员安全

救助主要依靠皇家救生船协会这一社会组织负责实

施，海上和海岸警备队仅负责搜救的指挥协调。海上

和海岸警备队所领导的 400 支海上搜救队伍、3 500 名

搜救志愿者以及皇家救生船协会拥有的逾 5 000 名志

愿者，为英国海上人命救助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虽然我国的海上搜救工作也主要依靠社会力量，

但对社会力量参与搜救缺乏相应的补偿机制和政策支

持，导致社会力量参与海上安全救助的积极性不高。

社会搜救力量，比如船公司，一般并非希望获得高额的

报酬，只希望搜救成本能够得到补偿。但是，在目前这

种海上搜救法律制度下，社会搜救力量的成本支出无

法得到补偿。同时，船公司迫于海事管理机构的压力

不得不进行海上搜救，但由于缺乏资金保障，以致搜救

的积极性甚至搜救的效果受到影响。因此，完善社会

搜救力量的补偿机制、提高其海上搜救的积极性已迫

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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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AIS 资源。东海 AIS 系统在东

海海域设立AIS基站，通过有效信息共享，洋山深水港

区及附近水域所有装有AIS设备的船舶均能在AIS终

端上有效显示，弥补雷达信息的不足。

④VTS 资源。目前洋山深水港区及附近水域设有

洋山 VTS 中心，基于上述雷达视频回波、AIS 信息显

示、VHF 高频通话、CCTV 视频显示等有效监控手段，

通过强大的信息处理系统进行信号合成，保持全天

24 h 不间断监控和值守，能够为船舶定线制的实行提

供技术保障。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洋山深水港区作为上海建设国际航运

中心的主战场，从港口定位和发展趋势来看，在洋山深

水港区及附近水域建立船舶定线制是必要的；从洋山

海域的客观条件来看，建立船舶定线制是可行的。在

洋山深水港区及附近水域建立船舶定线制，必定能提

高船舶通行效率和提升港口竞争力，有效保障船舶航

行安全和保护海洋环境，适应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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