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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引航员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引航员管理，提高引航员素质，保障水上交通安全，

保护水域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引航员任职、培训、考试和评估的管理活动。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引航员管理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依照本办法负责统一实施全国引航员管理工

作。

负责管理中央管辖水域的海事管理机构和负责管理其他水域的地方

海事管理机构(以下统称海事管理机构)，依照本办法规定具体负责引航员

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引航员，是指取得引航员的任职资格并受聘于引

航机构的人员，包括一级引航员、二级引航员、三级引航员。

第二章 引航员任职

第五条 按海港和内河两个系列，引航员任职资格分为一级引航员、

二级引航员和三级引航员。

海港引航员的引领范围是沿海港口及附近水域，内河引航员的引领范

围是内河港口和航线。

第六条 引航员按下列规定权限引领船舶：

（一）海港、内河一级引航员可以在各自的引领范围内引领任何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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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港二级引航员可以引领总长小于 250280 米的船舶，内河二

级引航员可以引领总长小于200 米的船舶；但是总长等于或者大于180

米的客船除外；

（三）海港三级引航员可以引领总长小于 180200 米的船舶，内河三

级引航员可以引领总长小于150 米的船舶；但是客船和载运散装一级危险

货物的船舶除外。

第七条 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管理机构或者省级交通主管部门所属

的海事管理机构可以根据本辖区港口、航道、通航环境、特定类型船舶的

实际情况以及引航员的任职年限等因素，在本办法第六条规定范围内制定

各类别、等级引航员引领的船舶种类和尺度的具体规定。超出本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引领船舶种类和尺度的，应当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批准。

第八条 引航员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取得引航员的适任证书后，才

可以引领相应种类和长度的船舶。

第九条 申请一、二、三级引航员的适任证书，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持有船员服务簿；

（二）符合船舶驾驶员体检要求；

（三）经过相应的适任培训，并通过相应的考试和评估；

（四）具有本办法规定的水上服务资历和良好的安全记录。

第十条 申请引航员的适任证书，应当向海事管理机构提出，并提交

下列材料：

（一）引航员的适任证书申请表；

（二）船员服务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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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 12个月内的船员体格检查表；

（四）近期直边正面5 厘米免冠白底彩色照片2 张；

（五）引航员适任考试、评估成绩单。

第十一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行政

许可决定。对于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应当签发相应类别、等级和引

领范围的引航员的适任证书；不符合规定的，不予签发引航员的适任证书，

退回申请材料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引航员的适任证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适任证书编号；

（二）持证人的姓名、出生日期、出生地点、持证人签名；

（三）适用范围：类别、等级、引领范围；

（四）签发机关名称和签发官员署名；

（五）签发日期和有效期截止日期。

第十三条 引航员的适任证书有效期不超过5 年，有效期截止日期不

超过持证人 65周岁生日。

第十四条 申请引航员的适任证书再有效的，应当在引航员的适任证

书有效期截止日期之前6个月内提出申请，满足下列条件，并提交本办法

第十条第（一）至（四）项规定的材料：

（一）完成规定的最低引领船舶艘次或者里程；

（二）具有良好的安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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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满足前款第（一）、（二）项规定条件的，通过了发证机关按

照本办法附件一《引航员适任考试科目、评估项目表》规定的抽查科目和

项目的考试和评估的，也可以申请引航员适任证书再有效。

第十五条 海事管理机构在收到引航员的适任证书再有效申请后，应

当在 15日内完成审核，对符合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条件的，换发相应的

引航员的适任证书。

第十六条 引航员的适任证书损坏的，可以到海事管理机构办理换发

证书事宜，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换发引航员的适任证书申请表；

（二）近期直边正面5 厘米免冠白底彩色照片2 张；

（三）被损坏的引航员的适任证书。

第十七条 引航员的适任证书遗失的，可以到海事管理机构办理补发

证书事宜，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补发引航员的适任证书申请表；

（二）在原发证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刊登的引航员的适任证书遗失公

告；

（三）近期直边正面5 厘米免冠白底彩色照片2 张。

第十八条 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管理机构或者省级交通主管部门所

属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根据本辖区港口、航道、通航环境等情况，确定引

航员晋升等级、引领范围变更和保持引航员的适任证书有效所需的最低引

领船舶艘次或者里程，并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备案。

第三章 引航员培训、考试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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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申请引航员的适任证书，应当完成引航员适任培训。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不定期对引航员进行知识更新培训。

第二十条 从事引航员培训业务的机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船员条例》的规定，取得引航员培训许可证件。

第二十一条 引航员培训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的引航员培训科目、大纲

以及水上交通安全管理、防治船舶污染、船舶保安等要求，在核定的范围

内开展引航员培训，确保引航员培训质量。

第二十二条 申请引航员考试、评估，应当向海事管理机构提出。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提前3个月公布引航员考试、评估计划。

第二十三条 申请各类别、等级引航员的适任证书的考试科目和评估

项目按本办法附件一执行。附件一规定的考试科目和评估项目按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我国缔结或者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规定的要求进行调整

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公布。

引航员适任考试、评估和发证规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另行制定

并颁布。

第二十四条 海事管理机构收到书面考试申请和相关资料后，对于符

合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至第三十条规定条件的，于考试开始之日 5日以前向

申请人签发准考证。

第二十五条 持有海船甲类一等大副适任证书并且在相应等级船舶

上实际任职不少于12个月的，同时具有不少于12个月的助理引航资历，

可以参加海港三级引航员适任考试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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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海船甲类一等大副适任证书或者内河船舶一等大副适任证书并

且在相应等级船舶上实际任职不少于12个月的，同时具有不少于 12个月

的助理引航资历，可以参加内河三级引航员适任考试和评估。

引航机构直接招收的船舶驾驶专业大专及以上应届毕业生，取得海船

甲类一等或者内河船舶一等二副适任证书，同时具有不少于18个月的助

理引航资历，可以参加相应类别的三级引航员适任考试和评估。

第二十六条 持有三级引航员的适任证书，并且具有不少于36个月

相应引航资历，达到规定的最低引领船舶艘次或者里程的，可以参加相应

类别的二级引航员适任考试和评估。

持有海船甲类一等船长适任证书并且在相应等级船舶上实际任职不

少于 12个月的，同时具有不少于 12个月的助理引航资历，可以参加海港

二级引航员适任考试和评估。

持有海船甲类一等船长适任证书或者内河船舶一等船长适任证书并

且在相应等级船舶上实际任职不少于12个月的，同时具有不少于 12个月

的助理引航资历，可以参加内河二级引航员适任考试和评估。

第二十七条 持有二级引航员的适任证书，并且具有不少于36个月

相应引航资历，达到规定的最低引领船舶艘次或者里程的，可以参加相应

类别的一级引航员适任考试和评估。

持有海船甲类一等船长适任证书并且在相应等级船舶上实际任职不

少于 60个月的，同时具有不少于 12个月的助理引航资历，可以参加海港

一级引航员适任考试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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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海船甲类一等船长适任证书或者内河船舶一等船长适任证书并

且在相应等级船舶上实际任职不少于60个月的，同时具有不少于 12个月

的助理引航资历，可以参加内河一级引航员适任考试和评估。

第二十八条 申请同类别适任证书变更引领范围考试和评估的，应当

具有不少于 6 个月的申请引领范围的见习引航资历，同时达到规定的最低

见习引领船舶艘次或者里程。

第二十九条 海港引航员可以申请相同等级的内河引航员的适任证

书。

海港引航员参加内河引航员适任考试和评估的，应当具有不少于 6个

月的申请引领范围见习引航资历，同时达到规定的最低见习引领船舶艘次

或者里程。

第三十条 内河引航员可以申请海港三级引航员的适任证书。

内河引航员参加海港三级引航员的适任证书考试和评估的，应当具有

不少于 3 个月的申请引领范围见习引航资历，同时达到规定的最低见习引

领船舶艘次或者里程。

第三十一条 参加适任考试和评估的，经考试、评估后，有部分科目

或者项目不及格的，可以在自初次考试、评估的准考证签发之日起3 年内

申请补考。逾期不能通过全部考试、评估的，所有已考科目和评估项目的

成绩失效。

第三十二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公布考试、评估成绩。

第四章 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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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引航机构应当建立引航员技术档案，记载引航员的培

训、适任证书、引航资历、安全记录以及健康状况等信息，并保持连续有

效。

第三十四条 引航机构应当加强引航员任职资格管理，如实记录引航

资历和安全记录。

引航机构应当每年将引航员的引领船舶艘次或者里程数及安全记录

情况报海事管理机构备案。

第三十五条 引航员在引领船舶期间应当携带引航员的适任证书。

第三十六条 引航员中断引领船舶12个月及以上，重新引领船舶之

前，应当完成不少于1 个月的见习引航，通过引航机构组织的考核。

引航机构对上述过程应当保持完整的记录。

第三十七条 引航员在任职期间发生承担对等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

重大及上水上交通事故，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对其进行适任评估。评估不合

格的，海事管理机构可以根据评估的实际情况要求其重新参培训和考试，

考试不合格的，不得引领与其适任证书级别相适应的船舶。

发生上述事故后，引航员在发生事故前的本等级引航资历不能作为申

请考试、评估的引航资历。引航资历自发生事故后重新开始计算。

第三十八条 被吊销适任证书的引航员，自被吊销证书之日起5年后，

可以申请参加比其被吊销的引航员的适任证书级别低一等级的引航员适

任考试和评估。

第三十九条 除海事管理机构依法实施外，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不得以

任何理由扣留引航员的适任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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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为每个引航员建立技术档案，反映引航

员培训、考试、评估、适任证书、引航资历、安全记录、违法记录等信息，

并保持信息的完整、连续和安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引

航员的适任证书、培训合格证的，由海事管理机构吊销有关证件，并处

2000 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引航员的适任

证书、培训合格证的，由海事管理机构收缴有关证件，处2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还应当没收违法所得。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引航员在引领船舶时，未持有相应

的引航员的适任证书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2000 元以下

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引航员未按照水上交通安全和防治

船舶污染操作规则引领船舶的，由海事管理机构处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给予暂扣引航员的适任证书 6个月以上 2 年以下

直至吊销引航员的适任证书的处罚。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引航机构不如实记载引航员的培

训、适任证书、引航资历、安全记录以及健康状况等信息并保持连续有效

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海事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单位

或者其上级主管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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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违反规定签发引航员的适任证书；

（二）不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三）不依法实施行政强制或者行政处罚；

（四）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其他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为：

（一）引航是指持有有效适任证书的引航员，在引航机构的指派下，

从事的引领相应船舶航行、靠泊、离泊、移泊、锚泊等活动；

（二）总长是指自船舶最前端至船尾最后端间的水平长度；

（三）一级危险货物是指《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根据各类危险

货物的危险程度划分为的一级危险货物；

（四）引航员的适任证书是指证明持证人具备引领证书所标明的引航

范围内的相应类别、等级船舶的能力的资格证书；

（五）引航员适任培训是指适任考试考前培训、雷达观测和模拟器培

训；对于海港引航员，还包括自动雷达标绘仪培训；

（六）适任考试是指采用书面或者电子方式对引航员进行理论知识、

概念、原理等内容的考察，以考核申请人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应用能力；

（七）适任评估是指以考察引航员综合运用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为主

要目标，通过相应设备或者实船操作、听力测验、口试以及水上服务资历

和业绩考核等，对申请人进行的技能考核；

（八）引航资历，是指持有不同等级的引航员的适任证书期间所引领

船舶的艘次或者里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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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良好的安全记录，是指在截止申请引航员的适任证书有效日期

前 5年内未发生承担对等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一般及以上等级的水上交

通安全事故。

第四十八条 除本办法另有规定外，引航员任职的申请、受理和作出

决定的程序，应当符合《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规定。

第四十九 海事管理机构受理引航员任职申请的权限按照本办法附件

2的规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对附件2 作相应

的调整并报交通运输部备案。

第五十条 引航员的适任证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统一印制。

第五十一条 引航员体格检查按照交通运输部制定的海船船员体检

要求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二一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5 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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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引航员考试科目和评估项目

科目、项目

申考证书

考试科目 评估项目

船

舶

操

纵

船

舶

避

碰

港口情

况与水

文气象

职务与

法规

水

上

交

通

工

程

引航英

语

避

碰

与

信

号

航道

与引

航

引

航

实

操

引航

英语

听力

与会

话

引航引航引航引航

综合综合综合综合

评估评估评估评估

案例

分析

海港三级引航员 ☆ ☆ ☆ ★ ☆ ★ ☆★ ☆ ☆ ☆☆☆☆ ☆☆☆☆

海港二级引航员 ☆ ☆ ☆1★ ☆1★ ☆★ ☆ ☆ ☆☆☆☆ ☆☆☆☆

海港一级引航员 ☆ ☆ ★ ★ ☆ ☆★ ☆ ☆ ☆☆☆☆ ☆

海港引航员引领范

围变更
☆ ☆ ★ ☆ ☆☆☆☆

内河引航员转海港

引航员
☆ ☆ ☆ ☆ ☆ ☆ ☆☆☆☆ ☆☆☆☆

海港引航员抽考 ☆ ☆ ☆ ☆ ☆☆☆☆ ☆☆☆☆

内河三级引航员 ☆ ☆ ☆ ☆ ☆ ☆ ☆

内河二级引航员 ☆ ☆
②

☆ ☆ ☆
②

☆ ☆

内河一级引航员 ☆ ☆ ☆ ☆ ☆ ☆ ☆

内河引航员引领范

围变更
☆ ☆ ☆

海港引航员转内河

引航员
☆ ☆ ☆ ☆

内河引航员抽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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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表中标“☆1”对应的科目对持海港三级引航员适任证书

者免；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1111....带带带带““““★★★★””””号科目为引航员初次入职考试科目号科目为引航员初次入职考试科目号科目为引航员初次入职考试科目号科目为引航员初次入职考试科目，，，，仅需在初次引航员仅需在初次引航员仅需在初次引航员仅需在初次引航员

考试时考该科目，其后无需再进行该科目考试；考试时考该科目，其后无需再进行该科目考试；考试时考该科目，其后无需再进行该科目考试；考试时考该科目，其后无需再进行该科目考试；

2.表中标“☆
②
”对应的科目对持内河三级引航员适任证书者免。

附件二：引航员任职资格管理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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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管辖范围

1 黑龙江海事局 黑龙江省

2 辽宁海事局 辽宁省、吉林省

3 河北海事局 河北省

4 天津海事局 天津市

5 山东海事局 山东省

6 江苏海事局 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重庆市

江苏省（连云港市、盐城市除外）江苏省（连云港市、盐城市除外）江苏省（连云港市、盐城市除外）江苏省（连云港市、盐城市除外）

7 上海海事局 上海市

8 浙江海事局 浙江省

9 福建海事局 福建省

10 广东海事局 广东省（深圳市除外）

11 深圳海事局 深圳市

12 广西海事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

13 海南海事局 海南省

14 长江海事局长江海事局长江海事局长江海事局 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重庆市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重庆市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重庆市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重庆市

15 连云港海事局连云港海事局连云港海事局连云港海事局 连云港市、盐城市连云港市、盐城市连云港市、盐城市连云港市、盐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