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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渔业是高风险行业,安全事故多发频发,且损失严重,尤其以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更为突出,具

有突发性、多样性、严重性和处置难等特点。这些事故严重危害了渔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

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针对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展开系统研究,减少事故发生是渔业安全生产

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渔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基于此,文章就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原

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预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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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响水上交通安全的相关

因素 

1.1区域性水文和气象条件 

由于我国水域广阔,每个水域都会

有自身特色的水文和气象条件,之间存

在的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水上

交通的安全性。例如南方区域春夏季大

都会是多雨和潮湿的气象条件,而在冬

春季就会常常出现大雾,这会对船舶的

航行视线造成严重的影响。同时风力以

及风向随季节性的不断改变、潮汐的不

断变化都会给水域的交通安全造成较

大影响。 

1.2通航港口的建设情况 

随着水上交通的不断发展以及水上

运输行业的进步,我国的港口逐渐开放,

水域开放程度在不断增加,这就造成了

安全管理的水域范围越来越大,管理难

度在不断增加。另外,随着技术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特种船舶要进出港口,这就

要求增加港口的航道,造成很多开放水

域并不是非常熟悉,水内布满了暗礁,这

就会造成航行安全风险。 

1.3船舶交通量影响 

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经济发展需求

的上升,水运船舶种类在不断上升,现阶

段水上运输船舶种类主要有：渔业类船

舶、旅游类船舶、客货运输类船舶、渡

口类船舶以及采矿类船舶等。除了船舶

种类不断增加外,由于经济发展的需求

船舶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这些都极大

提升了水上交通量,造成交通管理难度

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越来越大。 

1.4船舶质量以及船员素质的影响 

某些私营的渔船和从事运输的船舶

质量相对比较差,同时船员的素质相对

较低,这些都会造成水上交通安全的问

题。这些船舶从整体结构到操作性能都

是比较差的,甚至某些船员不了解水上

交通的相关规定,很多光是凭借经验进

行操作,这就极大的增加了水上交通事

故发生的概率。 

2 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原因

分析 

2.1渔船自身安全隐患突出 

部分事故反映了渔船自身存在安全

隐患。如渔船擅自进行非法改装和更改

作业类型,降低了船舶稳性,加之部分渔

船超出核定航区生产作业,驾驶人员在

大风浪中航行缺乏应有的驾驶经验和操

纵技术,极易造成自然灾害、风损、自沉

等事故的发生,十年间这几类事故起数

占较大等级以上事故起数的85.6%o另外,

针对省内渔船火灾事故这几年呈上升趋

势,分析发现,渔船厨房防火结构及液化

石油气钢瓶安放是引起火灾的重要原因,

对此很多地区已开展全省渔船厨房火灾

隐患整治工作。 

2.2从业人员岗位技能不足 

溺水事故是除自然灾害事故外导致

死亡人数 多的事故类型,主要由于船员

缺乏安全意识和自救技能,甲板作业时不

慎跌落入水。机械损伤事故是事故发生起

数 多的事故类型,事故起数在各年所占

比例很高,分析其主要原因,一是渔船上

没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作业岗位

的操作规程缺失；二是渔业船员工作强度

大,疲劳过度易产生操作失误；三是很多

普通船员并非专业渔民,不懂操作规程和

安全操作技术。从其他几种类型事故的情

况也可以看出,渔船船员操作技能及应急

能力较低与事故的发生存在较大的关系。 

2.3渔船安全管理不到位 

有几类事故的多发也反映出渔船安

全管理上存在一些问题。自然灾害事故

反映出有关部门在灾害应急防范能力上

还有待提升,对于事故多发海域和气象

异常海域的灾害预报预警工作不足。风

损事故很多是无知无畏酿成的悲剧。碰

撞事故普通存在值班瞭望不到位,说明

一些地区渔船编队(组)作业制度执行不

力、渔船隐患排查不彻底、渔船所有人

和船长对自身主体责任认识和落实不足,

部分渔业管理部门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视

不够,履职监督不到位。 

3 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预防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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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提升从业人员岗位技能,压降一

般等级事故 

有调查显示要抑制渔业船舶水上

安全事故数量,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地控

制一般等级事故的发生,特别是机械损

伤和溺水等易发事故。这类事故都是由

于船员个人的不安全行为造成的,所以

必须从提升渔业从业人员岗位技能着

手,保障渔船航行和生产安全。一方面

提高渔业船员的持证率,确保持证上岗,

形成合理的职务结构成,另一方面针对

从业人员岗位技能不足的问题,持续强

化渔业船员培训教育工作。一要加强安

全生产宣传和应急演练,提升渔业船员

安全生产自我保护意识和应急自救能

力；二要重视职务船员和普通船员分类

教育培训,注重岗位意识培养和岗位技

能提升；三要强化实操技能训练,驾驶

人员应熟练掌握各种助航仪器,善于应

对不同通航条件和复杂海况,机舱、甲

板作业人员应熟悉操作机电设备和网

具器械等的操作规程,具备应有的安全

操作水平。 

3.2加大安全设施投入,遏制较大等

级以上事故 

自然灾害、自沉和商船渔船碰撞等

是近年来主要较大等级以上事故类型,

要遏制这类事故必须加大渔业安全设施

投入,提高渔业安全生产应急能力。首先,

要加大渔港基础建设投入,加快现有渔

港改造升级,改善渔船停泊条件,提升渔

港防灾减灾能力；其次,要加强渔船安全

设施投入,保证渔船救生、消防、航行等

基本安全设备配置,实现渔船安全生产

信息系统通讯终端设备配备全覆盖；第

三,要完善渔港渔船动态监管系统建设

及时掌握渔船生产作业动态,确保海洋

渔船联络畅通,提高渔船水上事故险情

救助能力；第四,要完善渔业安全执法装

备投入,开发便捷、高效的执法管理业务

系统,提高渔业安全监管能力,强化水上

安全事故调查和渔业安全生产违法违规

查处工作。 

3.3树立全员安全责任意识,提高风

险管控和事故防范能力 

分析得出,很多事故是由于渔船自

身安全隐患突出,编队(组)作业制度执

行不力导致发生的触损、碰撞、商渔船

碰撞,自沉事故时不能得到 有效的渔

船间的互救,对于事故高发时间段和区

域认识不足,安全管理不到位。这些主要

是因为渔船数量多,大部分为个体生产

单位,分布零散,难以对所有渔船实施可

控、在控和能控的全覆盖式监管。所以

必须构建政府部门和个体渔业生产单位

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落实船东船长安全

责任：一是促进渔船编组生产,掌握渔船

水上生产作业动态,提高渔船事故互救

能力；二是在事故高发的时间段和区域

加强对渔业船员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三

是通过渔船管理组织靠前管理,为所管

渔船提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安全检

查、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服务,促进渔

船开展风险评估、隐患治理等工作；四

是有效推动船东船长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履行法定职责,按规定做好渔船出航前

安全自查,执行进出渔港报告制度,确保

渔船符合安全适航条件。 

3.4强化水运安全监督管理 

现阶段,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水

运行业的竞争也变得的更加激烈,导致

交通程序被破坏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

必须进一步加强水运安全监督管理。尤

其是在船舶检查方面,管理人员要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对船舶和运输人

员进行详细的检查和登记,同时做好运

输人员的资格审查。另一方面,合理的选

用监督形式。在这一点中,要做到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例如,针对渔业和农业船舶

的监管,要着重检查生产设施。而对于工

业作业船舶,则要对施工区域进行实地

监管,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此外,对特

殊物品的运输进行特殊监管,管理人员

要对此类船舶进行严格的审查,避免因

有害物质泄露对周边的水体环境和居民

的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 

4 结语 

总之,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得到

了有效遏制,但一般等级事故数量仍高

居不下、较大等级事故时有发生,给渔民

群众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事故致因

不仅在于水上环境的不利因素和船舶自

身安全条件所限,更大程度上与渔民群

体素质及渔业安全管理不到位息息相

关。近年来虽然在政策、投入上都付出

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与

新时代渔业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新形

势、新要求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渔业安

全生产事关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渔业可

持续发展和渔区稳定,各级政府及部门、

渔业企业和渔船船东均应从事故中深刻

吸取教训,自觉落实渔业安全生产属地

责任、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切实提升渔

业安全管理水平,提高从业人员安全生

产技能,才能有效防范和遏制渔业船舶

水上安全事故发生。 

[参考文献] 

[1]张建雏.浅谈船舶在港口水域安

全航行的影响因素[J].珠江水运,2017,(23): 

87-88. 

[2]黄树坤,彭俊峰.浅谈如何构建水

上交通安全预控体系[J].中国水运(下半

月),2013,13(6):36-37. 

[3]余剑.水上交通安全风险识别与

对策研究[J].中国水运(下半月),2015,(10): 

6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