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附件 2

关于《小型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编写说明

一、总体情况说明

小型船舶检验制度创新研究与试点工作，是交通运输部海事

局按照 2020 年全国船舶检验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关于深化

改革推进船舶检验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推进船舶检验管理制

度改革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保障该项工作有法可依，交通运

输部海事局在深入开展全国船舶登记、检验和事故统计，先后走

访 12 家省级船检机构、20 余家分支机构，书面调研 68 家单位，

完成约 16 万字的调研报告和 9 份专题研究报告的基础上，组织

编制了《小型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编制《小型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的主要目标是在现有船舶检验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小型船舶检验

工作的特点，在保障船舶安全前提下，实行分类管理，简化检验

内容，调整检验周期，优化检验流程，研究建立小型船舶检验管

理制度。

编制《小型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的总体思路是针对船舶检验工作中存在的“船多人少”“船舶检

验没有实行分类管理”等突出问题，要通过小型船舶检验制度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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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系统性设计，调整小型船舶法定检验的工作范畴、程序和手

段等，把船检技术资源集中用在最需要、最要紧的船舶图纸审查、

建造检验上，进一步提升船舶检验效能。

二、制度性设计说明

《小型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编

写工作聚焦小型船舶特点，反映小型船舶的社会需求，其制度性

设计主要包含以下方面：

1.明确船舶相关方责任。

通过明确船舶相关方责任，将船检从技术服务角色中脱离出

来，回归船舶法律法规的执行者、监督者角色。

2.兼顾船舶安全性和合规成本。

好的检验制度和技术要求是在保障船舶安全的前提下，能节

省合规成本，为船东船民带来运营成本的下降。船舶安全涉及的

因素很多，应从系统性的角度考虑船舶整体安全保障问题。

3.实行船舶分类分级检验制度。

按照安全风险对船舶进行分类，不同安全风险等级的船舶执

行不同的检验制度和技术要求，确定免于营运检验、低中高频次

检验的船舶类别。

4.加强新造船舶图纸审查和建造检验。

重视船舶的出生质量，通过船型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

控制源头质量，将工作重心放在前期的“防”而不是后期的“堵”。

5.优化国内小型船舶营运检验间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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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船舶安全技术状况和诚信制度情况，对风险性极低或生

计船、自用船，应免于营运检验，重点放在建造检验质量控制上；

对于中、低风险船舶，船底外部检查应考虑取消，并适当取消换

证检验期间的年度检验；对于高风险船舶，可保持现有检验模式，

但考虑到尺度问题可适当简化检验项目。

6.调整船舶检验管理性制度。

从提高检验效率的角度，梳理现行船舶检验机构、人员、技

术法规设置的合理性，并进行调整。结合船舶自检制度、诚信管

理制度，改变船舶现场见证这种单一的检验形式，借助科技手段

丰富船舶检验的方式。

三、主要条款说明

《小型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主

要条款说明：

1.明确检验条件。法律法规要求登记的小型船舶，船舶检验

机构应依申请开展船舶检验和发证工作。可以不登记的，船舶检

验机构不予受理检验申请。

2.结合各级海事管理机构诚信管理制度，推动船舶设计、建

造与修造单位和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的质量诚信管理。

3.落实船舶相关方自检和适检条件评估制度，鼓励船舶检验

机构结合质量诚信记录，在职责权限内为小型船舶提供更为简

约、便民、高效的检验和发证新举措。

4.推动船舶建造质量证明书代替船舶法定证书安全与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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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记录部分使用，简化法定证书内容。

5.鼓励规船舶检验机构为规模化、集约化程度较高的船舶建

造单位，提供更为合理、便捷、高效的检验发证服务。

6.按照风险管理的原则实行营运检验差异化管理。加强四类

重点船舶等高风险船的检验，对于未达到特别定期检验的中低风

险船舶，适当取消年度检验、中间检验、船底外部检查等。

7.实施结合诚信管理的船舶安全承诺声明。

8.允许各地因地制宜通过检验替代解决上船难、船舶进坞

难、船舶回港难等问题。

9.推动省内航行船舶检验及其管理职责下放。

10.解除验船师工作限制，鼓励地方通过安检员职责调整扩

充营运检验验船师队伍。

11.制度创新采取先放后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