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引航员注册和任职资格管理办法》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航员注册和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引航员注册和任职资格管理办法》”），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为便于公众更好地理解《
引航员注册和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有关内容，记者就相关内容采访了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王金付
副局长。

·目前我国引航管理工作的现状：  

港口引航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为确保港口、船舶和设施的安全，多数国家实行强制引航。我
国海上交通安全法规定：外国籍船舶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或者在港内航行、移泊靠离港外系
泊点、装卸站等，必须由主管机关指派引航员引航。  

交通部先后于1980年颁发了《海港引航工作条例》、2001年颁发了《船舶引航管理规定》
，规范我国引航工作，促进了我国航运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实行强制引航制度，确保国家的主权。  

二是实行“一个港口一个引航机构”的原则，保证了船舶和和港口的安全，促进了港口的健
康发展。目前我国现有引航机构35家，主要承担我国沿海、长江、珠江和黑龙江界河等外贸船舶
和部分内贸船舶的引航工作。  

三是规定了引航员考试、发证制度，加强了引航员管理，使引航员素质得以保证，保障了水
上人命财产安全和保护水域环境。目前，我国共有引航员1479名，其中高级引航员296人，一级
引航员224人，二级引航员300人，三级引航员317人，助理引航员342人。

·《引航员注册和任职资格管理办法》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近年来，随着引航管理体制改革和引航事业的飞速发展，原有的引航员选拔、培养、使用和
管理制度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现有的国际公约和航运发展实践对引航员的
素质要求明显提高；由于实行地域管理，原有的引航员培训、考试要求在全国各地不尽一致，同
一等级引航员的素质有所差别；引航员流动频繁，需要建立一个促进引航员有序流动的渠道；尽
管对引航员的等级进行了划分，但缺少一个统一的分级标准；多年的引航实践表明，引航员的素
质需要提高，对引航员的管理需要加强，等等。  

国务院于2007年3月28日第172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以下简称《
船员条例》），并于9月1日生效。《船员条例》第70条规定：“引航员的注册、培训和任职资格
依据本条例有关船员注册、培训和任职资格的规定执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制订
”，这就为出台引航员注册和任职资格管理办法提供了法规依据。

·制定《引航员注册和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必要性：  

多年来我国的引航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随着航运经济的发展、行政管理理念的进步
，尤其是针对引航工作和引航员队伍建设和管理存在的问题，需要制定专门的引航员注册和任职
资格管理办法，其必要性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船员条例》制定前，有关引航员的管理主要依靠一系列的部颁规章和行业性文件加以
调整，缺乏上位法，《船员条例》的颁布，为引航员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引航员的界定和引航权限。目前，我国引航员引领船舶类别、尺度各港
口要求不尽相同，不利于引航队伍健康发展。  

三是需要改变引航员队伍入门渠道，保证引航员队伍的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培养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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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员的模式是从航海院校招收驾驶专业毕业生直接做助理引航员，引航员普遍缺乏航海资历，引
航事故频繁发生。参照国际惯例，吸纳航海经验丰富的大副、船长加入引航员队伍，可以提升引
航员整体素质，保证引航工作安全、高效。  

四是引航员晋升等级、引领范围变更和保持引航员适任证书有效所需的最低引领船舶艘次或
者里程要求要针对各港口引航工作的实践进行细化，确保引航员队伍健康、可持续发展，满足港
口生产经营的需要。

·《引航员注册和任职资格管理办法》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  

《引航员注册和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海事管理和航运发展的一件大事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的颁布实施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全面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保证国家主权，促进航
运经济的发展，保障船舶引航工作的安全、高效实施。  

二是有利于加强引航员管理，提高引航员素质，保证引航员队伍可持续发展。  

三是有利于保障水上交通安全和保护水域环境。  

四是有利海事机构规范引航员管理，依法履行职责，不越位不缺位。

·《引航员注册和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主要有哪些规定要求？  

《引航员注册和任职资格管理办法》是根据行政许可的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
及航运发展的要求颁布实施，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了引航员注册制度。引航员的注册与船员注册有相似的地方，但由于引航工作的特
殊属性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引航员注册是进入引航员队伍的必备程序，通过注册的申
请人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引航员，可以登船以引航员的名义开展工作，同时海事管理机构可以通过
注册加强对引航员的工作资历和安全记录进行管理。但与船员注册的显著区别在于，船员一旦注
册，可以独立地在船上从事某岗位的工作，而通过注册后的引航员是助理引航员，只能在一级或
者二级引航员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并不具备独立引航的能力，其工作的本质是学习引航。引航员
注册的特殊之处，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考虑的：一是助理引航过程是引航员引航生涯中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而这个经历无法复制；二是只有引航员才能在船舶通过口岸检查前登上外轮，从事
引航工作；三是引航员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以引航员的身份进行学习引航，可以更好地保
护引航员的合法权益。此外，由于引航员的特殊性，规定了必须是引航机构的人员方可申请引航
员注册，这对于加强引航员的管理，规范引航员的流动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明确引航员引航权限，保证引航安全。将引航员分为一级引航员、二级引航员和三级引
航员，按引领水域范围将引航员分为海港和内河两大系列，引航员按其权限引领船舶，从引航员
资格上保证引航安全。  

三是完善引航员入门和资历要求制度。本办法兼顾引航员要具备一定航海资历和保留引航站
直接招收学生培养引航员的传统培养模式，对引航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加强了引航员引航
资历的要求，保障引航员素质。  

四是完善培训、考试、评估和发证制度，保证引航员素质。引航员需要参加引航员适任培训
，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和适任岗位能力，并参加海事管理机构组织的引航员考试评估，成绩合格
后，才能申请引航员适任证书。  

五是完善监督管理制度，赋予了引航机构培训、管理和使用引航员的职责，保证引航工作安
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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