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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10 月 31 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的决定，新修订的《渔业法》已于 2000 年 12 月 1 日开始施行。新《渔业法》第 26 条明确规定：“制造、更

新、改造、购置、进口的从事捕捞作业的船舶必须经渔业船舶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下水作业。具体

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1］为了加快《渔业法》配套法规的制定，完善渔业法律法规，保障渔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防止水域环境污染，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渔业船舶检验体系来进一步加强渔业船

舶法定检验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1 背景

1.1 船舶检验概念

船舶检验是通过对船舶及船用材料、机械、设备等的监督检验和试验，使船舶具备保证安全航行和

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的技术条件，以保证海上船舶、船上人命财产安全和海洋免遭船舶污染。按照国际惯

例，船舶检验工作有两种性质，一种是“法定检验”，另一种是“入级检验”。“法定检验”就是船籍国政府

法令规定的监督检验，由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政府验船师）或政府授权的有资格人员（一般授权给船级

社验船师）执行。“入级检验”是船舶为了获得某种船级，船主自愿申请接受某个船级社规定的检验，以

求取得该社的船级。

1.2 发展情况

渔业船舶的监督检验工作自 1979 年 6 月开始，由交通部移交农业部负责。20 多年来，我国的渔业

船舶检验事业随着捕捞业的发展而发展，并随着外海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远洋渔业的发展和渔船修造

业的科技进步而逐步壮大。

从表 1 可以看出［2］，改革开放初期，全国统一的渔船检验机构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渔船检验工作的

正式开始。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海洋捕捞渔船以近海作业的小型木质机动渔船和少量的钢质机



动渔船为主，海洋机动渔船总数仅约 5 万艘。在明确了渔船检验工作由水产部门负责后不到一年里，全

国沿海省（市、区）在原船舶管理站的基础上，相继建立起渔船检验队伍，为渔船检验工作的开展奠定了

组织基础。同期的渔船检验工作以 44 . 1kW 以上渔船的换证检验和群众渔船航行、信号、救生、消防等

安全设备配备为重点，全面开展了渔船检验工作。《渔业船舶监督检验细则》作为渔船检验工作第一个

规范性文件，在初期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使渔船修造质量有了明显提高，降低了事故的发生。

表 1 中国船舶检验业发展大事记

Tab.1 The important events on inspection of Chinese fishing vessels

年 份 主要事项 备 注

20 世纪

50 年代 -
70 年代

渔船检验部门对渔船专用产品开展了初步检验工作 1957 年山东渔船检验部门对船厂生产的渔船配套产品进

行检验，但没有签发产品证书，70 年代末，各地着手开展发

证工作

1978 年 国家水产总局成立，下设渔政管理局，内设安全处，负责渔

港监督和渔船检验工作，使全国渔船检验工作有了归口管

理

山东受理淄博生产的 8300C 型 440kW 柴油机的检验申请

1979 年 国家水产总局规定渔船检验系统对“水产系统生产的渔业

船舶用的主要船用产品和材料执行监督检验，技术条件符

合规定的发给合格证书”

标志着 渔 船 检 验 部 门 正 式 开 展 渔 船 用 产 品 检 验 工 作。

1980 年渔船检验部门为淄博柴油机生产的 8300C 柴油机

颁发了全国渔船检验系统的第一份船用产品证书

1984 年 全国渔船检验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积极开展船用产品检验

的要求，并明确了工厂认可和产品形式认可的工作程序，

收费标准和各地检验处代码

1986 年对蓬莱电池厂生产的船用铅酸蓄电池颁发了全国

渔船检验系统第一份渔船船用产品形式认可证书

1990 年 农业部渔业船舶检验局成立，局内设产品检验处，标志着

渔船产品检验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至 1992 年全国已有辽宁、山东、江苏、上海、福建、广东的

渔船检验部门设立了专司产品检验工作的科室，其他各省

也有专人负责产品检验工作

1992 年 渔业船舶检验局结合渔船检验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渔船

船用产品检验计费规定”，经国家物价局、财政部批准发布

实施

1996 年 农业部 2 号令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监督检验

管理规定》，其中第 10 条明确规定了“涉及渔业船舶及人

命安全和防止船舶水域污染环境的重要设备须经渔船检

验主管机构认可后才可装船”。

1997 年 农业部渔业船舶检验局发布了《渔船船用产品检验规则》，

并对产品工作程序做了进一步规定。

同时，也加强了对检验人员的业务培训，相继编制了 18 种

产品检验须知，供验船师在工作中使用

1998 年底 渔船检验部门受理检验的生产厂达 235 家，其中 110 家已

取得农业部渔业船舶检验局认可证书。
1998 年全国共检验产品达 10.6 万件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剧增，渔船的数量、规格、建造材料

和船用设备发生了明显变化，根据不同的捕捞品种和作业方式设计、建造的新型渔船相继投入生产，如

钢丝网水泥渔船在南部沿海得到较广泛应用、玻璃钢渔船进入开发研制阶段。以 8154 型尾滑道拖网冷

冻渔船为代表的一批大功率钢质渔轮建成，使渔船生产作业和航行的技术条件明显改善。渔船数量的

增加、装备水平的提高，不仅对渔船检验提出新的要求，也促进了渔船检验事业的发展。从事检验工作

的机构和专业技术人员增加，检验手段改善，检验规范和相关技术文件的颁布，逐步适应了科技成果在

渔船上的推广使用。渔船检验人员完全承担了我国研究设计和建造的各类渔船的审查和检验任务，多

次实施了出口渔船的建造检验和进口渔船的初次检验。

自我国远洋渔业跻身国际市场以来，经我国渔船检验部门检验的 1000 多艘远洋渔船分别驶进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鱿鱼钓船、大型拖网加工捕捞渔船、金枪鱼钓船、运鲜船、各类渔业辅助船

和渔政船。

在沿海渔船检验工作的带动下，我国内陆地区的渔船检验工作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也开始起步，

截止目前已基本覆盖主要内陆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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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关国际公约

对船舶实施法定检验，是国际通用的一项制度，其宗旨是通过对船舶实施质量技术监督，保证船舶

具备安全航行、作业的技术条件，从而保障船舶及其船上人命财产的安全，同时防止船舶污染水域环境。

为了贯彻船舶检验制度，世界各国缔结了一系列国际条约，如《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1966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73 / 78 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鉴于渔业船舶

和渔业工业的特性，世界各国还专门就渔业船舶缔结了《1977 年国际渔船安全公约》及其《1993 年托雷

莫利诺斯议定书》。我国现有 1600 多艘远洋渔船在世界各国海域和公海作业，公约将对我国远洋渔船

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农业部渔业船舶检验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局）代表我国政府一直致力

于该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制定工作。截止目前，该议定书已获 8 个国家签署和批准（德国和摩洛哥签署，

古巴、丹麦、冰岛、意大利、挪威和瑞典批准）。与此同时，欧盟和南美 11 国分别宣布开始执行《1993 年托

雷莫利诺斯议定书》并要求进入他们海域作业的外国渔船要按《议定书》规定标准检查，世界各国也大都

通过其国内立法建立船舶法定检验制度。

2 我国在渔业船舶检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主要原因分析

图 1 2000 年我国海洋捕捞渔船状况统计

Fig.1 The statistiC on inspeCtion of Chinese marine
fishing vessels in 2000

2 .1 渔业船舶的当前状况

我国是渔业大国，同时也是渔船大国。据统计，

2000 年全国拥有机动渔船 487 297 艘，非机动渔船

487 576 艘，总计 97 万多艘，其中海洋机动渔船 28
万多艘［3］。

2000 年农业部渔业船舶检验局开展首次全国

海洋渔船普查，结果表明：沿海 1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共有海洋捕捞渔船 24 . 43 万艘、541 × 104t，主

机功率 1 222 × 104kW。在这些渔船中，无渔业捕捞

许可证、渔船登记证书、渔船检验证书的“三无”渔船

有 6 .72 万艘、48 × 104t、主机功率 138 . 7 × 104kW；上

述三 种 证 书 不 齐 的“三 证 不 齐”渔 船 5 . 09 万 艘、

105 .8 × 104t、功率 247 . 7 × 104kW。从数量上看，“三

无”渔船占捕捞渔船总数的 27 . 5%，“三证不齐”渔

船占捕捞渔船总数的 20 . 8%，“三无”和“三证不齐”

图 2 船舶检验结果的数量百分比

Fig.2 PerCentage on the statistiC on Chinese marine
fishing vessels’inspeCtion

渔船，加起来占捕捞渔船总数的 48 .3%［3］。

2000 年全国共检验渔船 30 . 1 万艘，占全国 97
万多艘渔船的 31%，其中检验海洋渔船 11 . 7 万艘，

约占全国海洋渔船的 42%［3］。

2.2 主要问题及问题原因分析

2 .2 .1 海洋渔业安全事故频发

渔业船舶检验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从技术层

面上保障渔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是，从上述有

关数据可以看出，超过一半的海洋渔船没有经过法

定检验，这些船的技术状况得不到有效保障，导致了

安全事故频发。如 2000 年 4 月 9 日，辽宁营口市盖

州仙人岛村一渔民在出海途中，船翻人亡，直接经济损失 60 多万元；2001 年 3 月 14 日，同是盖州的一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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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驾驶同一类型的渔船在辽东湾渔区翻沉，船上 11 人全部失踪。经查，上述渔船均没有经过检验。

此外，老龄船舶的安全隐患问题也尤为令人堪忧。与新船相比，老龄船所存在的缺陷较多，经过一

段海上颠簸航行之后，其潜在的缺陷随时可能暴露出来。当然，船员素质和船舶管理水平较低，也是导

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一些小的渔业公司，老龄船舶的比例较高，且往往经济效益差，甚至严重亏损，

无法保证船舶的正常维护和保养，其对船舶的管理也相对比较混乱。这一状况必然导致我国海洋渔业

船舶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并且呈逐年增加趋势。据统计，1986 年全国渔业船舶沉船 160 艘，死亡渔民

384 人，每生产 10 000t 鱼死亡 0 .98 人；1994 年上升到 1 440 艘，死亡渔民 936 人，每生产 10 000t 鱼死亡

1 .73 人；2000 年全国共沉船 801 艘，死亡渔民 678 人，失踪渔民 238 人，给渔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

大损失［4］。

2 .2 .2 逃避检验现象严重

由于渔业经济体制的变革，渔船的所有制结构由以前的国营和集体所有为主，转变为个体和股份制

为主，渔业船舶法定检验工作转变为面对千家万户，监督管理难度加大，逃避检验的现象严重，甚至抗拒

检验的也时有发生。

以“三无”渔船为例。“三无”渔船即无渔业捕捞许可证、渔船登记证书、渔船检验证书的船舶。这类

船舶是未经渔政主管机关登记，不受相关法律法规保护的非法船舶。由于“三无”渔船的存在及参与生

产作业均属于非法，逃避检查和逃避管理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手段。长期逃避监督管理，使得“三无”

渔船往往处于“三差状态”，即船舶技术状况差、船员素质差、船舶管理水平差，且长期以打游击的方式逃

避检验，严重的影响了渔业生产的安全秩序。

“三无”渔船之所以久治不绝，是因为有其一定的生存空间，首先是对“三无”渔船进行有效整治的法

律法规还不完善，特别是操作性不强，渔政监督部门及地方政府都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三无”渔船也

正是钻了管理上的空子；二是有些部门并没有真正担负起自己的管理责任，监督管理不严，甚至有地方

保护主义。三是“三无”渔船的船主绝大多数是个体经营者或规模较小的合伙经营者，一般的资产规模

都很小，为了达到获得最大经济利益的目的他们往往不择手段的压低成本以提高竞争力［5］。

2 .2 .3 “沙滩造船”屡禁不止

长期以来，我国沿海的一些沙滩上，在既无设计图纸，又无技术装备和技术力量的情况下，粗制滥造

渔船的现象屡禁不止，人们称之为“沙滩造船”。为获取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观念所驱动，“沙滩造船”屡禁

不止。沙滩船厂的一般资产规模都很小，为了达到获得最大经济利益的目的，他们往往想方设法压低成

本以提高竞争力。随之便出现看似顺理成章的怪圈：为了压低产品成本 必然采用最低投入 导

致船舶及设施达不到安全标准 不具备条件、主观上也不愿意申办船舶登记（包括船舶检验） 形

成“三无”船舶 必然逃避检查和管理。此外，购买沙滩渔船的船主多为个体经营者或规模较小的合

伙经营者，为追求经济利益，不惜冒安全风险，主动选择低价位的渔船承担作业。

“沙滩造船”逃避了法定检验，这样造出的渔船安全性能很难得到保障，从而给海上的安全留下了极

大的隐患。由于“沙滩造船”，“三无”渔船层出不穷，渔船盲目增长的势头得不到有效控制，国务院在《关

于清理、取缔“三无”渔船的通告》中曾明令予以禁止和取缔，但是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此却没有规定。

3 建议

3.1 加强渔业船舶的法定检验工作并对船龄加以严格限制

渔业船舶的法定检验主要是针对建造、更新、引进及营运中的渔业船舶，对因某些特定事由的渔业

船舶也要实施临时检查；同时为保证渔业船舶的作业质量，对涉及渔业船舶安全航行、作业和防止水域

环境污染的重要船用产品也要实施法定检验，这也是国际通用的做法。

此外，对船舶的船龄加以严格限制主要是指依据国际海事组织有关法律法规精神，制定出符合我国

国情的有关营运和生产船舶船龄限制的法律法规，并加强其执法和整改，彻底解决我国老龄船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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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问题。

3.2 科学实施渔船报废制度

国家实施渔船报废制度和渔民转产转业工程，有利于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科学实施渔船报废制

度一定要统筹规划、突出治本。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制定长远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并将其列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渔船的赎买和拆解、清污、投放人工渔礁要具体分工、联动运作，以保护渔业生态

环境；二是制定鼓励渔民转产转业的扶持政策，引导捕捞渔民向海水养殖、水产品加工与流通、休闲渔业

上转移，特别是深水网箱养鱼、国际鲜销运输、创汇渔业等。此外，要加强渔民的培训，提高其自主创业

能力。

3.3 提高渔船检验机构的执法力度，杜绝“三无”渔船的产生

面对“三无”渔船日益严重的逃避检验的现象，现行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法律责任都没有明确规

定，因而渔船检验机构执法力度明显不够，处罚手段缺乏。为此，要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使处理“三无”

渔船的法律法规形成体系，执法部门对“三无”渔船的处理既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又有切实可行的执法手

段。摆正渔政监督管理部门的位置，从履行国家监察职能的角度出发，切实做好“三无”渔船的监督处罚

工作。

3.4 加强渔业船舶设计和修理单位资格认可管理和建造企业许可管理

渔业局有关部门目前正着手加强渔船检验的法制建设，根据新《渔业法》的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加大处罚力度，打击“沙滩造船”，从而更好的保证渔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然而，对渔业船舶实施法定检验，只是政府介入了渔业船舶的建造和营运管理的一个环

节，渔业船舶质量的好坏，安全和防止污染的性能如何，其基础还是在于从事渔业船舶设计、修造的单位

和组织资质如何，因此，为了确保渔业船舶的设计和修理质量，对从事渔业船舶设计和修理的单位和组

织实行资格认可。另外，考虑到整顿、取缔“沙滩造船”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对渔业船舶建造企业实行更

为严格的管理，即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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