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CWT 中国水运  2021·09

DOI 编码：10.13646/j.cnki.42-1395/u.2021.09.001

深入贯彻实施《海上交通安全法》
努力推进海运业安全绿色高质量发展

何建中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上

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简称《海安法》），国家

主席习近平签署第七十九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海安法》为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提

供了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法制保障，是引领和推动

海运安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舵”和“航标灯”。

整个立法过程历经近 20 年，凝聚了行业的智慧和力量，

立法成果来之不易。我作为一名曾经的参与者，谈几点

认识和体会。

一、深刻认识《海安法》修订的重大意义

此次修订颁布《海安法》，不仅保障海上人命财产

安全，而且对于保障国际物流供应链畅通、提升海上交

通安全治理水平、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新发展格

局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

《海安法》将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增加了船员权益保护制度，强化了旅客安全运输管理，

强调了将生命救助优先于环境和财产救助，切实把体现

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贯穿于法律制度修改完善的全过

程，体现了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

取向和目标追求。

（二）是提升海上交通安全治理能力的内在要求。

《海安法》在深化“放管服”改革、取消部分行政许可

事项、完善海事监管方式和手段、优化航海保障建设等

方面做出重大修改完善，为提高海事执法服务水平、提

升海上交通安全治理能力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同时，

《海安法》新增了公司安全营运及防污染制度，明确了

地方人民政府的相关责任，强调了社会第三方参与海上

搜寻救助，把过去管理与被管理“二元对立”的管理体

系变为多方参与、共管共治的多元治理体系，有效推动

了海上交通安全治理体系的优化升级。

（三）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航运强国的重要抓手。

《海安法》强化了海事系统服务保障海上运输的主要职

责，拓展了海上运输活动全过程监管范围，规范了海上

交通安全管理秩序，为推进海运业安全发展、绿色发展、

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航运强国提供了有力

的法治保障。同时，《海安法》对我国缔结或加入的国

际海事公约进行了系统性的国内法转化，实现了国内法

律制度和国际法律制度的有机统一，更加明确地向国际

社会表明我国积极推进海上执法合作、履行国际义务、

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海洋公共安全与秩序的立场，

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我国海运业高水平开放、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深刻理解《海安法》修订的丰富内涵

《海安法》在现行法的基础上，围绕维护海上交通

秩序和保障船舶航行安全的目标，主要从应对海上交通

安全管理新形势、顺应航运国际化发展新需求、统筹国

内国际法律新制度、构建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新体系等方

面，进行了修改完善。

（一）优化海上交通条件，提高安全保障水平。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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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明确国家建立完善

船舶定位、导航等海上交通支持服务系统。三是明确航

标建设、维护、保养的行为规范和责任主体。四是规定

强制引航范围，明确引航机构、引航员和被引领船舶的

责任。

（二）强化船舶、船员管理，规范海上交通行为。

一是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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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规定船员应当经过相应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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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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求有关船舶所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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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明确船舶航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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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严控行政许可事项，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一

是精简整合现行法律法规设立的涉及海上交通安全管理

的行政许可事项，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将船舶安全

检验改为第三方机构检验发证。二是为履行《国际海事

劳工公约》，拟新设海事劳工证书核发许可。三是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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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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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完善海上搜救机制，健全事故调查处理制度。

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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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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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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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规定海上交通事故

分类标准、调查主体、原则、程序等。

三、深刻把握《海安法》实施的三大关系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要深刻把握好《海安法》实

施的三大关系，助力保障国际物流链畅通、推进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构建海上交通安全新发展格

局。

（一）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严格落实《海安

法》各项条款，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持续筑牢安全体系、

夯实本质管理基础，着力构建全方位立体化水上交通运

输安全保障体系，推行全要素“水上大交管”动态监管

模式。强化船舶、船员、船公司的本质安全管理，完善

海上搜寻救助管理机制和海上事故调查处理制度，建设

现代化综合航海保障服务体系，提升现代化海事测绘能

力，着力强化海上交通安全保障的“基本功”。

（二）把握好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海安法》立足

当前海上交通安全服务现状，明确深化“放管服”改革，

持续优化航运业营商环境。要严格控制行政许可事项，

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持续优化服务机制和手段，用

好“互联网 +”“一网通办”等载体，实现行政审批事

项“一网通办”和远程申办。要着力推动京津冀、长三

角、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支持先行示范区、海南

自贸港等改革试点建设，逐步推广自贸区海事管理制度

创新与示范经验。

（三）把握好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海安法》

既统筹衔接了国内法规制度，又有效转化了缔结的国际

公约，为行业内外开展海上交通安全治理提供了坚实的

法律基础。要加强与地方政府、渔业渔政、自然资源等

部门互助协作，加大与海警、公安等部门联合执法，加

强对航运企业监管服务，着力构建共治共享共赢的水上

交通安全共同体。积极拓展与重要海运国家、“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等开放合作，主动融入全球海上交通安全治理。

同时，加强深远海海事服务保障能力，完善水上通道规

划及航海服务保障体系，全面维护好国家海洋权益。

修法不易，实施好更需各方协调，持续努力，真正

做到依法执法守法。中国航海学会作为航海领域的科技

社团，将团结引领广大航海科技工作者，践行法治精神，

传承安全文化，努力实现“让航行更安全、让海洋更清

洁”的愿景目标。

（作者系中国航海学会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