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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海上交通安全法》9月1日起施行 

 

《海上交通安全法》是我国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基础法律。现行《海上交通安全

法》于 1983年 9月 2日通过，于 2016年 11月 7日修正。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1年 4月 29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海上交通安全法》。新修

订的法律将于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现总结协会/船东可能关心的新法修订的重要内容，以供参考。 

 



一、 章节变化 

 

现行的《海上交通安全法》共十二章 53条，修订后共十章 122条。 

 

 

章节 现行版 修订版 

Ⅰ 总则 
总则 

1-8条 

Ⅱ 船舶检验和等级 
船舶、海上设施和船员 

9-17条 

Ⅲ 船舶、设施上的人员 
海上交通条件和航行保障 

18-32条 

Ⅳ 航行、停泊和作业 
航行、停泊、作业 

33-56条 

Ⅴ 安全保障 
海上客货运输安全 

57-65条 

Ⅵ 危险货物运输 
海上搜寻救助 

66-79条 

Ⅶ 海滩救助 
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 

80-87条 

Ⅷ 打捞清除 
监督管理 

88-94条 

Ⅸ 交通事故的调查处理 
法律责任 

95-116条 

Ⅹ 法律责任 
附则 

117-122条 

Ⅺ 特别规定  

Ⅻ 附则  

 

 

 

 



二、 新增/完善的法律制度 

修订后的《海上交通安全法》增加和完善了以下法律制度： 

 新增了 8项法律制度 

新增了 8项法律制度，分别是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制度、船舶保安制度、

船员在船工作权益保障制度、船员境外突发事件预警和应急处置制度、海上交通资

源规划制度、海上无线电通信保障制度、特定的外国籍船舶进出领海报告制度、海

上渡口管理制度。 

 充实完善了 6项法律制度 

充实完善了 6 项法律制度，分别是船员管理制度、货物与乘客运输安全管理制

度、维护海洋权益有关法律制度、海上搜寻救助制度、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制度、法

律责任和行政强制法律制度。 

 

 

三、 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 优化海上交通条件，提高安全保障水平。 

1. 规定海事管理机构根据需要划定、调整并及时公布船舶定线区等海上交通功能

区域（第十九条）。 

2. 明确国家建立完善船舶定位、导航等海上交通支持服务系统（第二十一条）。 



3. 明确航标建设、维护、保养的行为规范和责任主体（第二十六条）。 

4. 规定强制引航范围，明确引航机构、引航员和被引领船舶的责任（第三十条、第

三十一条）。 

 

关于引航要求  

 

现行版：外国籍船舶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或者在港内航行、移泊以及靠离

港外系泊点、装卸站等，必须由主管机关指派引航员引航。 

 

新版需申请引航情况如下（具体标准由海事管理机构根据港口实际情况制定）： 

 外国籍船舶，交通运输部经报国务院批准后规定可以免除的除外； 

 载运放射性物质的船舶，超大型油轮； 

 可能危及港口安全的散装液化气、散装化学品船； 

 长宽高接近相应航道通航限制的船舶。 

 

 

(二) 强化船舶、船员管理，规范海上交通行为。 

1. 规定中国籍船舶应当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取得相应证书、文书及国籍

证书（第九条、第十条）。 

2. 规定船员应当经过相应专业教育、培训，持有合格有效证书，按照制度规程

操纵和管理船舶（第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第四



十二条）。 

3. 要求中国籍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管理人建立、运行安全营运和防污染管理

体系及保安制度，取得海事劳工证书（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 

4. 船舶航行、停泊、作业需要普遍遵守的行为规则，规定船舶载运乘客、危险

货物以及进行危险货物装卸过驳作业的安全保护措施（第四章、第五章）。 

 

载运危险货物： 

 

 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强制性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安全装卸、

积载、隔离、系固和管理； 

 应当持有有效的危险货物适装证书，并根据危险货物的特性和应急措施的要求，

编制危险货物应急处置预案，配备相应的消防、应急设备和器材； 

 托运人托运危险货物，应当将其正式名称、危险性质以及应当采取的防护措施通

知承运人，并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强制性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

求妥善包装，设置明显的危险品标志和标签；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进出港口，应符合海上安全运输要求、符合所持证书且拟靠泊

港有相应资质，经海事管理机构许可，并报告进出港口和停留时间等相关事项，

得到许可后方可实施；定船舶、定航线且定货种船舶可申请办理一定期限内多

次进出港许可； 

 船舶、海上设施从事危险货物运输或者装卸、过驳作业，应当编制作业方案，遵

守有关强制性标准和安全作业操作规程，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从事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过驳作业应符合的条件： 

 

 船舶应符合海上交通安全与防治污染海洋环境的要求； 

 拟过驳的货物符合安全过驳要求； 

 参与人员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过驳作业能力； 

 拟作业水域底质、周边环境适宜开展过驳作业； 

 过驳作业对海洋资源及附近军事目标、重要民用目标不会构成威胁； 

 有符合安全要求的过驳作业方案、安全保障措施和应急预案。 

 

传染病应急处置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船舶的疫情防控问题引发各方关注。修订后的《海上

交通安全法》第四十条明确规定：“发现在船人员患有或者疑似患有严重威胁他人

健康的传染病的，船长应当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在职责范围内对相关人员采

取必要的隔离措施，并及时报告有关主管部门。” 

 

(三) 严控行政许可事项，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1. 取消 12 项行政许可事项，将船舶安全检验改为第三方机构检验发证（第九

条）。 

2. 为履行《国际海事劳工公约》，新设海事劳工证书核发许可（第十四条）。 



 

 

3. 明确海上施工作业、船舶载运危险货物进出港口、海上危险货物运输或者装

卸过驳作业等 3项许可的适用范围和条件（第四十八条、第六十四条、第六

十五条）。 

4. 明确海事管理机构在船舶超载、威胁港口安全等情形下可采取的强制措施，

要求实施监督检查时避免、减少对正常作业的影响（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 

 

(四) 完善海上搜救机制，健全事故调查处理制度。 

1. 明确海上遇险人员依法享有获得生命救助的权利，规定生命救助优先于环境

和财产救助的基本原则（第六十六条）。 

2. 规定建立海上搜救协调机制，加强海上搜救力量建设，设立海上搜救中心负

责组织、协调、指挥工作，建立定期演练和日常培训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参

与海上搜救工作（第六十八条至第七十一条）。 

3. 规定险情发生后遇险、救援、指挥各方的行为规范，保障搜救行动有序开展

（第七十二条至第七十八条）。 

 

遇险船舶救援 

遇险船舶，从 “采取一切有效措施组织自救”调整为“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少

生命财产损失和海洋环境污染”，不仅要自救，还应尽力防止、减少海洋环境污染事

件。提出船舶遇险时船长的权利及弃船时船长的责任。 

 

 



 

 

 

 

船舶、海上设施、航空器收到求救信号或者发现有人遭遇生命危险的，在不严

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应当尽力救助遇险人员。 

搜救行动的中止、恢复、终止决定由海上搜救中心作出。未经海上搜救中心同

意，参加搜救的船舶、海上设施、航空器及人员不得擅自退出搜救行动。 

 

4. 规定海上交通事故分类标准、调查主体、原则、程序等（第七章）。 

 

 

海上交通事故调查 

 

海上交通事故根据造成损害后果分为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故和

一般事故4个等级。事故等级划分的直接经济损失标准，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会

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海上交通事故中的特殊情况确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

行。 

船舶发生海上交通事故后应及时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并接受调查。 

事故损失较小、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可以依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的规定适用简易调查程序。 

中国籍船舶在本国管辖外海上发生事故应及时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事故情况

并接受调查。 

 

 



 

 

 

外籍船在我管辖范围外发生事故造成我公民重伤或死亡的，海事管理机构根

据缔约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参与调查。 

在海上遭遇恶劣天气、海况及意外事故，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需说明并记录

时间、海域、采取的措施，可向海事管理机构申请办理海事声明签注。 

 

 

此外，新修订的《海上交通安全法》对各类违法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

明确民事纠纷仲裁程序（第九章）。 

 

 

 

四、 总结 

 

新法内容改动较多，规定更为详尽，对船东可能会产生较大影响。建议船东及

时做详细了解。我们随本通函附上法律全文，供参考。 

 

如有任何疑问，欢迎联系华泰及当地分公司。 

 

 

华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