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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质量船舶的形成原因 

    船舶作为一种特殊交通工具，从设计、建造到营运，必须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验等监管。在

各个环节中，只要任何一方未按照标准和规范要求进行都可能产生低质量船舶。 

    1.追逐高额经济利益 

    “汽笛一响，黄金万两”。近两年来由于能源、原材料比较紧张，国内水上运输市场行情看涨，

谁有船谁就能发财，成了很多人的共识，于是各地滩涂造船便蜂拥而上，大量低质量船舶应运而生。 

    究其原因，一是滩涂造船成本低廉。其用料不规范，材料使用率高。据调查，在武汉建一艘500吨

级的船，滩涂船废料约为总材料的1%～2%，而正规船厂约为总材料的15%。其次，用工价格低廉，滩涂

造船厂几乎没有专业技术人员，甚至操作员工都是未接受培训的当地农民，劳动力成本极低。二是生

产周期短，滩涂造船，工人可以昼夜生产，歇人不歇工连续作业。在武汉建造一艘700吨级的船，滩涂

造船只需四个月，而当地正规船厂则要需要八到十个月。三是偷逃国家税收等等，滩涂造船的成本不

到正规船厂的一半。一艘8000吨级的船舶，滩涂造船只需4000万元，而正规厂需要1亿元。 

    地方保护也给低质量船舶另辟蹊径。据知情人透露，每艘船办证，船检有5000元甚至更高收入。

于是，在利益面前，地方船检便可能放松对造船设计审查，忽视对造船过程中的质量控制。造一艘船

能去一两次已经很不错了，有些甚至不检验就发证。地方政府虽然也考虑安全，但更多地是关心造船

产业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能带给地方多少财政收入，能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能带动多少配套产业

的发展。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江苏省共有船厂740家，两年半建造7761艘船舶，年均建造

船舶3014艘；浙江省共有船厂476家，建造7554艘，年均建造3021.6艘；安徽省有50家船厂，建造5800

艘，年均建造2320艘；河南省共有14家造船厂，建造877艘，年均建造350.8艘。仅2004年，温州造船

量超过了100万吨，其中乐清市就超过30万吨，年产值30亿元。在这些数据背后，是一艘艘低质量船

舶、一个个“水上隐性炸弹”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南通海事局低质量船舶联合整治资

料显示，7月份检查57艘船舶，单船平均缺陷率达12.6项，10艘船舶被禁止离港，滞留率高达17.5%。

利益的角逐，让地方政府、船检、工商、船厂、船东等摒弃了本该遵循的游戏规则，片面追求眼前的

经济利益，却把安全扔在了一边。 

    2.船检监管缺位 

    船舶检验向来被认为是保证船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但体制沉疴、市场变化等因素使船舶检验的

监管缺位，也是低质量船舶产生的一大主要原因。国内船舶检验分为CCS（船级社）和地方船检两块，

除CCS理清体制、实现国际接轨外，地方船检因为体制原因，与航运管理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

系，使有些地方船检重收费、轻检验现象日趋严重。一些省市海事、船检存在裙带关系，无法独立开

展工作，其技术性、公正性、权威性逐渐退化，船舶检验质量不能得到保证。 

    而另一方面，船检机构人力、物力资源不足的矛盾十分尖锐。有的地方一个验船师一年要检验300

艘左右的船，严重超负荷工作，其检验质量可想而知。正规造船企业—般都有一整套比较先进的质量

管理体系，而滩涂船厂却没有任何保障。另外，部分水网地区验船师严重不足，而非水网地区又是资

质不够，人员结构不合理，异地检验、异地发证的出现，更导致了船舶检验演变成为一种形式。  

    3.海事监督管理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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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安全检查是保证船舶安全的最后防线。交通部海事局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

检查规则》和《小型船舶安全检查规定》，要求对营运船舶加强监管，对低质量船舶可以实施行政强

制措施。但现实是大部分国内航行船舶船况不佳，特别是内河船舶和沿海小型船舶，船东经济承受能

力差，限制了海事部门安全检查的实际功效。 

    另一方面，各地海事部门船舶安全检查执行力度不统一，给低质量船舶提供了可乘之机。哪儿安

全检查松，船就往哪儿跑。严格安全检查吓跑了低质量船舶，却给港口生产单位带来运输难的问题。

来自码头单位、甚至地方政府的压力以及海事部门基于船舶规费征收等方面的考虑，使得内河船舶和

沿海小型船舶的安全检查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 

从源头上控制低质量船舶的建议 

    1.健全法规、体制建设  

    滩涂造船缘于我国造船行业管理上的漏洞，即准入门槛低，没有明确的行业管理部门和行业管理

标准。虽然国务院明确“船舶建造质量安全监管由国防科工委负责”，但国防科工委的工作主要集中

在国有大中型船厂，而对地方小船厂重视不够，有的地方没有国防科工办。为此，建立健全造船相关

的行业法规、体制成为低标准船舶控制的第一要件。一是要明确造船行业主管部门职责；二是建立和

完善造船行业准入制；三是明确船厂、船东、船检（验船师）等相关责任方的法律责任；四是改革地

方船检体制。变分区而治为垂直领导、统一管理，最终消除异地检验、异地发证顽疾，统一检验标

准。 

    2.实施分级管理 

    分级管理的概念最先由CCS针对低质量船舶提出的，是通过船舶审图、检验，将不同安全技术状况

的船舶用不同船级符号标识出来。这一方面可以方便船舶检验工作，另一方面实行按船舶安全等级确

定保险费率，做到“好船低保、差船高保、坏船不保”，通过经济杠杆来控制低质量船舶。 

    这里所述分级管理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海事部门也要按照检验、船龄、船东管理水平、安全检

查记录等建立船舶分级制度，实施分级管理。比如，对低质量船实施到港或离港前强制检查，而对符

合要求的船舶采用抽查方式。同时借鉴公路超载车治理经验，调整各项规费收取标准，让低质量船增

加航运成本，自动退出航运市场。 

    3.建立区域合作机制 

    可以借鉴国际上港口国监督的区域性合作模式，协调同一区域的监督管理力量，如船检、海事、

国防科工办等建立长期的区域合作机制，信息共享，统一执法标准。通过集合所有执法单位的力量，

集中治理，让低质量船舶无处藏身。 

    4.提高船舶管理水平 

    目前大部分船舶处于低水平营运管理状态，“夫妻船”、个体船、挂靠经营等比比皆是，船员素

质普遍偏低，只求效益、漠视安全。要改变这一状况，只能通过强化船员培训、发证来保证船员素质

的逐步提高，减少因管理水平差造成低质量船舶出现的概率。 

    5.重视安全文化建设 

    重视和加强安全文化建设是长效管理的思路，必须坚持。通过加强《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宣传和贯彻力度，让人们逐步养成良好习惯和观念，由管理对象转变为管理动力。 

    控制和消除低质量船舶是建立水上交通安全长效管理机制的基础工作。考虑到目前的生产力发展

水平，完全消除低质量船舶任重而道远。但只要有完善的法制保障，各职能管理部门体制顺、责任

明、理念新，加强合作，齐心协力，就一定能有效控制低质量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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