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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航行于内河的船舶造成水环境污染，会直接影响周边甚至是流域居民的生产生活。在长江保护法出台的大背景

下，内河船舶防污染策略需标本兼治、重在固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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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通过，并在今年 3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全法共分九章

96 条。其中，第四章水污染防治包括第 43~51 条。 其

实早在 2016 年 5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令第 25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

境管理规定》施行。长江保护法进一步从国家层面对内

河污染防治成文立法。

1 船舶造成的内河水环境污染物

船舶对于内河的污染主要包括生活垃圾、操作垃

圾、含油污水及污染危害性货物泄露等。资料表明：

全国每年生活垃圾的产生量约 40.8 万吨；生活污水约

5420 万吨；含有污水约 438 万吨 [1]。如此庞大的污染物

数量，除一些有利益分配的污染物如油污水被回收外，

数量惊人的污染物被直接偷排至内河水域，性质恶劣，

社会影响巨大，清除代价极高。

定要特别注意油轮的特殊要求。如严格检查油轮的《油

类记录簿》和《海洋污染应急计划》内的记录内容是否

与实际情况相符合。油轮上的电器设备、便携式灯具、

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透气装置等是否满足公约

和主管机关的要求。对于油轮船员的监督检查除了对船

员是否持有特殊培训证书的检查外，还应该重点检查船

员的实际操作是否满足消防、防污染方面的具体要求。

4 结语

随着油轮数量的增加和油轮吨位的不断增大，我国

油轮防污染的工作必将越来越严峻。只有提高加深责任

意识，建立完备的应急管理系统，尽早实现核心技术的

突破，提高监管的力度和效果，才能推进我国油轮防污

染工作的快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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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生活垃圾

内河船舶上产生的生活垃圾包括：生活固体垃圾和

生活水，这两类垃圾都禁止直接排放至内河水域。

1.1.1 生活固体垃圾

生活固体垃圾有食品残余、食品包装盒（袋）、纸

屑、硬纸板、玻璃、纺织品废品、非金属、电子垃圾等。

1.1.2 生活污水

通常包括任何型式的排出物，如厕所和小便池的和

其他废弃物；医务室（药病房间等）的面盆、浴室等处

所排水孔的排出物；装有活动物处所的排泄物；和 / 或

混有上述排出物的其他废水。

1.2 操作垃圾 

 操作垃圾包括甲板垃圾、垫舱物料、装卸过程中

固体泄露物、船舶日常保养产生的铁锈、油漆等。

1.3 含油污水

根据《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的定义，

系指含有任何油分的混合物。

1.3.1 机器处所舱底水

船舶在运营过程中的“跑、冒、滴、漏”现象产生

的含油废水。也包含维修工作中产生的油污染的水。

1.3.2 货油水

通常是油货船操作过程中产生的含油废水，包括洗

舱水、含有油分的压载水等。

1.4 污染危害性货物泄露

这不仅仅是我国水路运输中所指的危险品。污染危

害性货物是指直接或间接排放或泄露进入水体，影响或

损害水体质量和环境质量，从而产生损害生物资源、危

害人体健康等有害影响的货物 [2]。一旦发生泄漏事件，

社会影响恶劣，清除困难。

2 目前船舶造成内河水污染现状

国际公约尤其是国际防污染公约（MARPOL73/78）

对国际船舶的规范要求和规范运行为内河船舶（注：非

海进江的海船）提供了标杆。促进了内河船舶防污染工

作的巨大进步，比如对内河船舶 400 总吨及以上的运营

船和 150 总吨以上的油船参考国际航行船舶须配备相应

的防污设备以及证书 , 包括但不限于油水分离器、油分

浓度报警器、排油监控装置 , 以及油类记录薄、垃圾记

录薄、油污应急计划等。调研中发现：

（1）近年来 , 长江水系、珠江水系小型船舶数量

急剧增多，但由于各项法规 、制度不够完善 , 致使这部

分船舶缺少防污要求和监管 , 严重增加了内河水域环境

的污染 。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 , 小型船舶的污染总量

已超过大中型船舶的污染总量。

（2）内河船舶大多数船员的垃圾乱丢乱扔的生活

习惯、素质较低、环保意识淡薄 , 侥幸心理作祟。另一

方便，监督部门和人员监管不到位，有地方执法人员一

罚代管，在船员中觉得无所谓，逮到花点小钱就搞定了。

（3）防污染设备不满足要求或防污染设备仅仅用

于检查和船舶发证需要，油污水直接偷排偷放至河情况

时有发生。

（4）相关管理部门职责不明晰 。根据《防止船舶

垃圾和沿岸固体废物污染长江水域管理规定》第三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长江水污染防治和固

体废物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交通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防治船舶垃圾污染长江水域的监督管理工作；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沿岸城市生活垃圾清扫、

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的监督管理工作。内河船舶造

成的污染防治工作仅仅依靠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现在的

海事局）监督管理远远不能达到内河防污染的效果。

（5）海事部门人员 、财力严重不足可能无法满足

不断增长的船舶防污工作的需要。地方海事管理部门在

编制及经费计划仅只针对水上交通安全及秩序管理工

作 , 而没有考虑到船舶污染防治的需要 。因此 , 现有队

伍、经费及设备显然无法适应内河船舶防污管理和监督

工作的需要 , 客观上限制了防污工作的执法力度。

3 船舶造成内河水污染的防治策略

3.1 提升服务意识

经 2017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 59 条明确规定：船舶排放含油污水、生活污水，应

当符合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从事海洋航运的船舶进入

内河和港口的，应当遵守内河的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 [3]。

船舶的残油、废油应当规范回收，严禁直接或间接排入

水体；严禁向水体倾倒船舶垃圾；当船舶装载或运输油

类或者有毒货物时，应积极采取防止溢流和渗漏的有效

措施，防止货物落水造成水污染。既然禁止排放和倾倒，

港口和码头就需要完备的接收措施。设施应该是容量大，

便捷，可以做到应收尽收；对于回收价值高，分类得当

的垃圾应当给与提供方适当的奖励。

3.1.1 污染物回收再利用

废品废水回收再利用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积极引导船上人员合理

进行固体垃圾分类，污染水分离。要充分考虑到不同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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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实际，不做一刀切，努力照顾船方需求，提升岸上服

务意识。

3.1.2 物料及污染物跟踪机制

源头控制污染物总量，需要不断形成和建立跟踪

机制，充分利用大数据和现代物联网技术手段，跟踪船

方物料、伙食、油水的实时动态。简单举例说明，在 N

港上一箱 24 袋装方便面，当这一箱方便面在 S 港消耗

完时，应提供 24 只方便塑料袋和一个外包装纸箱，这

个工作可以做到如此极致。该机制形成后，船方垃圾一

定不敢乱排乱丢，废水废液亦是如此。

3.2 强化法律武器

目前，我国现行的内河水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有

《水法》《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

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及一系列地方水资源法律法

规，充分说明水资源保护的极端重要性和严峻性。

3.2.1 健全法律法规

任何一部法律的出台有其背景性和现实性，也不是

立一部法即可解决所有问题，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比

如，长江保护法中第五十一条：“国家建立长江流域危

险货物运输船舶污染责任保险与财务担保相结合机制。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

门制定”[4]。保险与财务担保机制需要具体是指什么，

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操作，需要制定可执行、具体的实施

条例。

我国内河船舶 60% 以上为 400 总吨以下的小型船

舶，广泛分布于长江、珠江等内河水系和京杭大运河沿

线等内河水域，对此类船舶的排放控制要求严重缺失，

极大阻碍了内河船舶水污染防治、保护内河水域环境的

工作进程，亟需出台管理要求予以规范。为落实和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系

列批示指示精神，打好防污染攻坚战，对 400 总吨以下

的内河船产生的污染行为进行规范，具体包括如何船上

储存、处理（尤其是分类）、排放和交送岸上或移动专

用设施的环节。尽最大可能将污染物产生、流通、接收

规范化。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已实施的《400 总吨以下内河

船舶水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就是对交通运输部制定和发

布的《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港口经

营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配合生态环境部修订发布《船

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GB 3552—2018），授权

部海事局制定发布内河船舶技术法规的有力补充，但对

现有船舶尚没有专门的管理办法。而本办法的出台，可

以说封堵了“污染大户”，疏通了污染环节。

3.2.2 加强执法力度

有法可依，只是解决了有法、执法依据的问题。加

强执法则真正显示法规的威严和效果；执法不严，玩忽

执法，以罚代法只会减损法律效力，甚至变成“影子法”、

“废法”。各地方政府及监管部门应加大执法队伍、执

法素质建设，建设成文明执法、廉洁执法队伍。

3.2.3 船舶污染责任保险与财务担保相结合机制

根据《长江保护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禁止在长江

干支流上运输剧毒化学品和国家规定的禁运危化品，源

头禁止；对于可以在长江干支流运输的危险品货物，应

购买船舶污染责任强制保险和财务担保措施。这有助于

解决当前船舶污染事故处置经费来源不明的难题。同时，

危化品运输船舶需要遵守有关禁运规定，配合地方政府

的管控。

4 结语

船舶造成内河水污染问题事关流域人民生产生活

的问题，时刻不能懈怠，在控制污染源总量的前提下，

完善接收设施，提升服务意识，全流程监管。日常生活

中，广泛宣传环保意识，达成社会共识，人人都是环保

的受益者，不可以污染水环境；法治社会，善法善治，

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人人做到不能污

染水环境、不敢污染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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