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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执法记录仪的国际化之路
沈锦雯

（上海海事局，上海 200000）

摘　要：介绍执法记录仪在海事行政执法中的应用以及在国际上的推广情况，研究制定中国海事标准的执法记录仪（简

称海事执法记录仪）的技术标准和使用标准，探索在全球海事当局中推广海事执法记录仪的必要性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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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初，上海海事局开始在船舶安全检查以及其他海

事行政执法中推行使用警用标准的执法记录仪，要求检查人

员使用记录仪全程记录检查过程的音频视频。其后，执法记

录仪在全国直属海事系统内陆续推广，各单位制定了相关规

章制度，不断规范执法记录仪的使用和管理。目前，全国 14

个直属海事局和部分地方海事局已在船舶安全检查和日常行

政执法中使用执法记录仪。上海海事局还就此开展的深入研

发和国际化的推广工作，具体阐述如下：

1 执法记录仪的国际化之路
1.1 在 T-MOU 的推广情况

基于港口国监督检查中使用执法记录仪的经验和做法，

上海海事局于 2016 年 9 月第一次向 T-MOU 第 27 次港口国监

督委员会（PSCC）会议提交《执法记录仪在中国港口国监督

中的应用介绍》的提案，引起与会代表和 T-MOU 秘书处的极

大兴趣。中国的执法记录仪初次走出国门，走进 T-MOU。

2017 年，上海海事局制作调查问卷，在全国船舶安全检

查员中开展使用执法记录仪的调研。基于调研结果，上海海

事局再次向 T-MOU 第 28 次 PSCC 会议提交了《执法记录仪

在 PSC 活动中的应用分析》的提案，介绍其使用效果。

2018 年，上海海事局研发了具有防爆和测氧功能的升级

版执法记录仪，基于研发实践，向 T-MOU 第 29 次 PSCC 会

议提交了提案《升级版执法记录仪在中国港口国监督活动中

的应用介绍》，并现场演示了该记录仪的功能。会后，日本、

新加坡、智利和香港的代表各带一台试用，试用后反馈了相

关改进意见，并建议制定适合船舶安全检查和海事行政执法

的专用执法记录仪的国际标准，供各港口国当局参考和使用。

根据反馈，上海海事局探索制定海事执法记录仪的国际

标准。2019 年 9 月，向 T-MOU 第 30 次 PSCC 会议提交了提

案《多功能海事执法记录仪的研发和评估介绍》，介绍了功

能更完善的海事执法记录仪预期的技术标准和使用标准。会

议决定成立由中国任组长的海事执法记录仪研究和应用会间

工作组，协同澳大利亚、智利、日本等当局，完善海事执法

记录仪的技术标准和使用标准，研究和探讨未来在亚太地区

使用和推广的相关事项，交第 31 次 PSCC 会议讨论。

1.2 在 IMO 的推广情况

2017 年 10 月，IMO 举办了由各港口国监督备忘录秘书

处和数据库管理层参加的第 7 次港口国监督研讨会，会上，

T-MOU 秘书处提交了关于港口国监督检查中使用执法记录仪

的文件并进行了介绍，引起 IMO 秘书处和参会代表的热烈讨

论。通过讨论，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在船舶安全检查中使用执

法记录仪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范船舶安全检

查行为，从根本上避免和减少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二是保

存客观证据。执法记录仪录制的船舶缺陷、船员操作和演习

过程、船舶违章行为，如遇争议或申诉，尤其是滞留船舶时，

这些证据将是应对可能发生的争议或申诉的客观证据。如果

滞留公正，将使实施检查的海事管理机构在应对争议或申诉

中处于有利地位。但由于各国文化的差异，对执法记录仪使

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隐私保护尚存在分歧。

2019 年 7 月，IMO 综合履约分委会（III 分委会）举行第

6 次会议，关于协调全球港口国监督活动和程序工作组的报告

（III 6/WP.4）显示，在港口国监督检查中使用执法记录仪的

相关事宜将在 2020 年召开的第 7 次 III 分委会上讨论。

经过我国多年的努力，执法记录仪开始走进 IMO，走向

应用服务器负责接收和解析各种实时数据，并负责将处理过

的数据发布给客户端应用；移动应用程序后台管理服务器负

责为移动终端用户提供数据访问支持服务；同时根据业务使

用需求，在各监管中心配置监控终端，客户端直接访问监控

中心服务器获取数据，实现各项软件功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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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并得到众多海事主管当局乃至行业机构的认可，影响

越来越广。

2 上海海事对执法记录仪的创新
鉴于警用标准的执法记录仪不防爆和无测氧功能，既无

法在油船、化学品船、气体运输船等危险品船上使用，也不

能保护检查船舶上封闭处所检查人员的人身安全，2018 年，

上海海事局研发了具有防爆和测氧功能的升级版执法记录仪，

经试用状况良好。为验证该记录仪的创新情况，2019 年 3 月，

上海海事局委托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进行了该记录仪的

国内科技查新和水平检索，查新和检索结果显示升级版执法

记录仪在新颖性和先进性方面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

（1）新颖性：科技查新报告的查新结论显示，该委托项

目涉及的升级版执法记录仪具有防爆和氧气探测功能，除见

在该委托单位应用报道以外，未见其它国内文献述及，在国

内具有新颖性。

（2）领先水平：水平检索报告的检索分析结论显示，该

委托项目涉及的升级版执法记录仪在适用于船舶安全检查方

面的主要功能总体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由于国外海事主管当

局在港口国监督检查中尚未正式使用执法记录仪，因此可以

断定，升级版执法记录仪在国际上同样具有新颖性和处于领

先水平。

3 海事执法记录仪的技术标准和使用标准
3.1 技术标准

海事执法记录仪预期的技术标准应包括基本功能和拓展

功能两部分。其中基本功能方面应不低于《单警执法视音频

记录系统第 2 部分：执法记录仪》（GA/T 947.2-2015）规定

的录音录像、存储、充电、信息传输等功能。

拓展功能方面，海事执法记录仪应包括适合船舶安全检

查和行政执法的功能，一是防爆和防静电。为使海事执法记

录仪能适用于所有船型，应采用防爆和防静电设计。二是四

合一气体探测及报警装置。配备测量氧气、一氧化碳、可燃

性气体或蒸汽、硫化氢浓度的模块及报警装置，当船舶某处

所上述 4 种气体中的任何一种超出设定值时，即时发出声响

报警，提醒检查人员撤离。三是多种数据传输模式。录制的

音频视频既可通过数据线由人工传输到储存装置，也可通过

工作站或无线模式进行数据的自动传输。四是采用一体化设

计。记录仪和四合一气体探测装置为一体化设计，并在记录

仪上设有开关，需要时开启，不需要时关闭，以节约电池容量；

小巧轻便，既便于携带，又有助于保持最佳拍摄角度。

3.2 使用标准

为规范海事执法记录仪的使用，以及使用过程中可能会

遇到一些特殊情况，设定记录仪的使用标准是十分有必要的。

使用标准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记录和告知：检查人员应在登轮之前开启执法记录仪以

记录整个检查过程的音频视频，直至检查结束离船后方可关

闭。登轮后，检查人员应当明确告知船长或相关船员本次检

查活动实施全程音视频记录。

特殊情况的处置：特殊情况下，如涉及国家机密、商业

秘密或个人隐私的，可暂停使用海事执法记录仪，例如检查

船员舱室或处理与海事劳工公约有关投诉举报事宜时。

管理：海事执法记录仪记录的数据应受到保护，未经授

权，使用人不得更改、删除、外泄录制的音视频资料。其次，

按要求保存录制的音视频资料，如遇当事船舶逃避、拒绝、

阻碍检查人员实施检查，或者发生争执、纠纷，或当事船舶

对检查规范性、公正性提出异议，并可能进行投诉、举报时，

应适当延长保存时间。

4 后续国际推广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从目前的反响来看，各港口国当局对于 PSC 检查中使用

执法记录仪所带来的积极因素是持支持态度的，但因文化背

景的差异，以及当地缺乏使用执法记录仪的法律支持，使得

执法记录仪在推广过程中还面临一定的挑战。建议通过提案

的形式，将技术标准和使用标准向 IMO 提交，促动 IMO 制定

建议 PSC 检查中使用海事执法记录仪的相关通函。因通函为

建议性的，易于为部分缔约国接受。在部分缔约国采用该通函，

在检查中使用海事执法记录仪一段时间形成一定影响后，我

国再递交提案，将技术标准形成决议，把使用标准纳入港口

国监督程序。其次，通过 T-MOU 向 IMO 和其他港口国监督

备忘录持续推进和宣传海事执法记录仪的技术标准和使用标

准，不断提升海事执法记录仪在 IMO 和其他备忘录的影响力，

为未来全球推广做好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