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年 7 月 22 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2012 年 10 月 1 日南丫島附近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報告》  

跟進工作的最新情況  

 

 
目目  的的   
 
 本文件向委員闡述自上次於 2013 年 5 月匯報至今，海事處

就提升海上安全的工作進展。  
 
 
背背  景景   
 
2. 政府當局在 2013 年 5 月 27 日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匯報

《2012 年 10 月 1 日南丫島附近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調查委

員會＂）報告》的跟進工作，包括海事處已全面覆檢第 I 類別載

客船隻即所有渡輪、小輪和街渡的救生衣設備及渡輪和小輪的船

隻結構，加強在驗船、批核圖則和日常巡查船隻方面的工作，有

關提升本地載客船隻安全的中、長期措施，委託船級社及海事顧

問進行獨立的審計覆核及基準參照調查，與及設立「海事處制度

改革督導委員會」（“督導委員會＂）監督推動海事處進行全面

性的制度檢討和改革等。  
  
  
近近期期進進展展   
 
3. 在過去兩個月，海事處與業界透過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及其

轄下的小組委員會先後舉行了五次會議，就各項短、中、長期改

善措施的落實計劃，進行討論，包括技術可行性和相關配套的安

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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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實施的改善措施  
 
4. 經詳細討論後，海事處將會首先在第一階段實施以下具體改

善措施：  
 

(a) 規定所有載客超過 100 人的船隻在黑夜時間及能見度

較低時，駕駛台除船長外，須加派一名瞭望員當值，

而高速船則在任何時間都須有一名瞭望員在駕駛台當

值。所有負責瞭望工作的海員須至少每五年進行一次

視力測試；  

 
(b) 規定所有載客超過 100 人的載客船隻必須備存應變部

署表，讓每名船員知悉發生緊急事故時其須執行的職

務；  

 
(c) 在釐定渡輪或小輪的最低安全船員人數時，除了應付

一般緊急情況外，亦必須考慮應付在其他特定緊急情

況（包括撞船、觸礁、棄船等）所需的人手；並將指

定的特定緊急情況與人手編配水平要求具體列明，以

方便業界遵行；  

 
(d) 加強船上救生衣的相關指示，例如規定船東為每件救

生衣印上船名，展示足夠標誌以標明救生衣的位置，

利用視像或圖文說明示範如何取得、穿着和使用救生

衣；以及  

 
(e) 規定水密門須裝設警報器並連接至駕駛室，以顯示水

密門的開關狀況和水密門處於開啓狀態時發出警報。

水密門亦應以適當標記標明。  
 
5. 以上措施無需修訂法例，可通過行政安排和修訂相關工作守

則落實執行。海事處會在今年第三季度內與業界完成有關實施細

節 的 討 論 ， 並 會 在 今 年 9 月 修 訂 相 關 工 作 守 則 (Code of 
Practice)。大部分改善措施 (即上述的 (b)、 (d)、 (e)項 )會於新修訂

的工作守則公布六個月後實施；至於涉及增聘船員、相關培訓和

視力測試的措施，則將於新修訂的工作守則公布後一年實施，以

便營辦商有充裕時間作好所需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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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及較長期措施  
 
6. 至於其他中期及較長期的建議改善措施，包括由調查委員會

委任的專家證人 Captain Nigel R Pryke 和 Dr Neville Anthony 
Armstrong 提出的 73 項建議，海事處正積極跟進包括着手修訂有

關的工作守則，當中主要涉及海事處審圖和驗船方面的技術修

訂，包括圖則審批準則、改裝船體結構或設備的監管、救生設備

的安排、破損穩性的評估、水密分艙的設計要求等。海事處預期

於明年第二季完成相關修訂。  
 
7. 此外，部分建議措施涉及法例修訂，需要較長時間實行，同

時亦需要業界配合，故此海事處正與業界商討該等措施的跟進。

從整體方向而言，業界普遍認同有需要提升載客船隻的安全和加

強海上航行安全的措施，但對實際執行所可能引發的影響 (例如

人手供應及營運成本等 )，則表示憂慮。當中，業界尤其關注中

小型載客船隻營商環境可能面對更大壓力的問題。業界就若干具

體建議所表達的看法及意見如下－  
 

(a) 安裝船舶自動識別系統（AIS）、避碰雷達和甚高頻無

線電－調查委員會報告建議，應規定所有獲准載客超

過 12 人的渡輪或小輪安裝甚高頻無線電；獲准載客超

過 100 人的船隻，則須安裝 AIS、避碰雷達和甚高頻

無線電。海事處認為裝設 AIS 的船隻能讓其它船隻

（包括遠洋船舶）檢測到其航行情況，在有需要時及

早作出避碰行動；且有關航行資料更可作日後計劃交

通管理之用。至於安裝雷達則可讓船隻偵測到交通狀

況，有助預測與其他船隻是否有碰撞風險並可及早採

取避讓行動，提升航行安全。雷達於能見度不佳 (濃霧

或大雨 )時，其效能更為顯著。而甚高頻無線電的裝設

可讓船隻於緊急情況時向航行監察中心及鄰近船隻尋

求協助或與前來處理海上緊急情況的政府船隻 (如水警

和滅火輪 ) 對話和通報情況。不過業界普遍反對在船

上裝設 AIS。他們表達的憂慮關乎安裝費用、員工使

用有關設備的知識、船上可供安裝的地方有限，以及

利用 AIS 協助避碰的效用。海事處即將就安裝雷達和

甚高頻無線電諮詢業界，由於措施會增加營運成本，

預料業界的反應會與建議安裝 AIS 的情況相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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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實際駕駛操作測試－海事處建議規定首次申領船長一

級證明書以操作某些特定船隻的人士，須接受以模擬

駕駛系統進行的實際駕駛操作測試。業界擔心此建議

或會減低新人投身船長行列的意欲，令現時的人手短

缺問題更為嚴重。業界亦關注測試費用水平，並擔心

考生或可能因不熟悉如何使用模擬駕駛系統而影響測

試結果。海事處認為實際駕駛操作測試有助優化現時

的筆試／口試模式以證明船長的能力。該處現正與職

業訓練局探討為有關測試建立模擬駕駛系統的安排；

以及  

 
(c) 本地載客船隻船員作息安排－海事處建議應讓船員在

連 續 執 勤 六 小 時 後 休 息 最 少 30 分 鐘 ， 以 及 在 一

更 24 小時內的總累積執勤時間應以 13 小時為上限。

船員工會支持建議，但渡輪經營者關注建議會帶來招

聘困難、員工開支上升和渡輪班次須作改動的問題。

他們希望維持現時“工作一天、休息一天＂和其他休

息細節的安排。  
 
8. 海事處認為上述措施對提升載客船隻安全至為重要。基於安

全至上的前提下，乘客安全必須為優先的考慮。處方會與業界商

討實施細節，包括制訂落實時間表。  
 
9. 此外，海事處正積極推展提高強制第三者風險保險的保額及

考慮應否設立海上交通意外援助計劃的建議。第三者風險保險的

保額方面，業界憂慮提高目前最低保額水平會引致保費增加，影

響業界的營運。海事處與業界現正研究不同方案的保費水平。海

上交通意外援助計劃方面，海事處已聘請顧問公司研究成立基金

的技術細節，包括援助計劃的涵蓋範圍及不同方案的徵費水平

等，以供當局和業界進一步探討。  
 
獨立的審計覆核和基準參照調查  
 
10. 海事處委託海外專家勞氏船級社，就海事處圖則審批及驗船

程序進行獨立的審計覆核，並作出風險評估和提出改善建議。海

事處亦委聘海事顧問進行基準參照調查，以比較香港與新加坡、

澳洲悉尼和英國修咸頓港口對其本地載客船隻的安全要求，並提



5 

 

出建議。  
 
11. 勞氏船級社獨立審計覆核的結果顯示，海事處品質管理系統

大致符合 ISO 9001： 2008 的規定，並無發現嚴重不符規定之

處 。 不 過 ， 審 計 覆 核 顯 示 海 事 處 有 四 個 輕 微 不 符 規 定 之 處

和 19 個可予改善之處。處方已採取行動修正不符規定的情況和

跟進改善建議。該四個程度輕微的不符規定之處涉及下列範疇：  
 

(a) 海事處本地船舶安全組舉行會議的次數（過往的會議

是不定期舉行，約每兩個月一次）；  

(b) 針對服務表現不符規定的特許驗船師 1所執行的管制程

序欠缺明確懲處機制；  

(c) 查訪特許驗船師所屬公司的次數，及複驗特許驗船師

檢驗工作的複驗比率；以及  

(d) 抽查本地船隻的頻率及安排。  
 
而 19 個可予改善的範疇包括進一步跟進投訴、委託驗船師、驗

船情況查核、驗船及報告、船上核對檢查、發出證書、複核檢

查、培訓、量度儀器的控制、審批圖則、內部溝通及採購程序。

詳見附件一。  
 
12. 另外，由海事顧問公司進行的本地載客船隻基準參照調查

結果指出，與其他港口相比，香港港口相當繁忙，載客船隻的流

量名列前茅。由 2007 至 2012 年，第 IV 類別船隻中的出租遊樂

船的數目增加了五倍，由 106 艘增至 593 艘，而本地載客船隻每

日接載 135， 000 人次。以每海里發生意外的人數而言，在香港

港口內乘船是安全的。  
 
13. 基準參照調查比較香港及其他三個港口在發牌、船隻設計、

安全要求、船員考核、船員作息、船員人數、海上交通管理等方

面。調查發現各港口互有相似之處，就安全和其他方面而言，各

港口對較大型且通常速度較快的渡輪類型要求最為嚴格，而船隻

                                                
1  海事處處長根據《商船 (本地船隻 )條例》 (第 548章 )第 7條可特許獲認可資格的人士

出任特許驗船師。特許驗船師可按照該項特許或承認中指明的服務範疇，為指明類

別的本地船隻批准圖則和進行檢驗或檢查。一般而言，該等本地船隻的類別包括

(a)第 II類別船隻，但高風險船隻除外； (b)第 III類別船隻；以及 (c)獲發牌可運載不

超過 60名乘客並擬用作出租以收取租金或報酬的第 IV類別船隻，但超過 150總噸或

新類型船隻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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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越小、載客量越少，要求就較爲寬鬆。海事顧問也提出若干

提升海上安全的建議，涉及範疇包括船員培訓和資歷要求、體檢

要求、視力測試、航海儀器、船隻監控、救生衣配備、載客名

單、安全管理系統、遊樂船設計要求和載客船隻船員的工作時數

規範等。這些建議大致上與調查委員會的建議和正與業界商討的

十項中、長期措施一致。詳見附件二。  
 
其其他他跟跟進進工工作作   
 
14. 海事處制度改革督導委員會自今年 5 月成立後，在過去兩個

月內，已舉行了五次會議。另外，委員亦到海事處各組別考察，

了解該處內部運作。委員會經過討論，認為部門改革工作可分兩

方面進行，第一方面是有關處方在工作程序上的改進。第二方面

則是有關制度性和結構性的事項，包括處方的整體組織架構及部

門在人力和培訓方面的事宜。目前海事處面對頗為嚴重的人手短

缺及招聘困難問題，督導委員會將重點探討對策。海事處亦已積

極接觸海外海事專家，提供專業意見。  
 
15. 此外，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 5月 27日的會議上宣布，有關對

海事處人員進行的調查會改由運輸及房屋局直接負責，以確保調

查的程序完全客觀以及公正。由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運

輸）領導的調查小組經已成立並展開工作。  
  
  
徵徵詢詢意意見見   
 
16. 請委員就以上跟進工作提出意見。  
 
 
 
 
 
海事處  
運輸及房屋局  
2013 年 7 月  
 



附件一  

 
勞氏船級社審核報告  

 

編號  審核結果  跟進工作  

 輕微不符規定之處   

1 海事處本地船舶安全組定期內部會議過

往 約 每 兩 個 月 舉 行 一 次 。 然 而 自

從 2012 年 4 月並無紀錄顯示有舉行這

些會議。  

 

定期會議將會每兩星

期舉行一次。  

2 對特許驗船師的檢驗發現了幾項檢驗缺

失。其中一個案的特許驗船師在過去兩

年曾收到 8 次警告及被通知進行驗船時

有嚴重的缺點，但未有採取懲罰行動。  

 

海事處會嚴格遵守所

訂程序。  

3 並非所有特許驗船師均按要求每年都被

查 訪 及 編 纂 年 度 的 表 現 報 告 。 未 能 達

到 10%複驗特許驗船師的檢驗工作。未

有編纂檢驗及審圖覆檢結果。  

 

海事處會嚴格遵守所

訂程序。  

4 缺乏抽查檢驗本地船隻的預定計劃。  海事處會每年抽查檢

驗 1%的船隻。  

 

 可予改善之處   

1 未有為特許驗船師的質素及審批圖則訂

立目標或質量量度。  
海事處將會探討成立

品質管理制度，包括

量度品質檢驗的不足

之處。  

 

2 本地船隻活動及服務的投訴大致上經過

適當調查。但調查方向或行動則局限在

遵守現有法例。而潛在可予改善的地方

則未有進一步跟進。  

 

海事處會藉著投訴的

機遇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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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審核結果  跟進工作  

3 特許驗船師即使從未為任何船隻進行檢

驗，仍可留在認可名單内。  
海事處會考慮設立最

少檢驗基準制以保持

特許驗船師的授權。  

 

4 有部分本地船隻的驗船證明書可能已過

期。雖然船隻並不運作，它們可能亦非

正式閒置，船員或仍需在緊急情況時使

用船上的救生及消防設備。  

 

海事處會設立追蹤驗

船證明有效期系統，

在驗船證明書到期前

通知船東留意。  

 

5 海事處沒有提供認可度板公司的資料清

單，也沒有要求驗船督察在場監察度板

的過程。  

 

海事處會要求船廠向

驗船督察提供認可度

板儀器資料作檢查。  

 

6 現時沒有程序或規定監控船隻在每次檢

驗期間進行未經允許的改裝。  

 

海事處會對所有船隻

進行 1%的抽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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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許驗船師與海事處驗船督察用不同的

檢驗報告方法。  

 

海事處會要求特許驗

船師採用與驗船督察

相 同 的 檢 驗 報 告 方

法。  

 

8 在其中一個個案，中國船級社的檢驗報

告於海事處進行檢驗時仍未收妥，因此

海事處驗船督察未能知悉船級社驗船師

的檢驗結果。  

 

海事處會要求驗船時

需 有 船 級 社 檢 驗 報

告。  

 

9 海事處應考慮制訂有關嵌入圓角及斷裂

遏止孔在船底龍骨的燒焊要求，以防止

因 集 中 應 力 可 能 造 成 的 損 壞 或 擴 散 損

壞。另外，並無檢查文件記錄及／或認

可 之 燒 焊 程 序 及 合 資 格 之 燒 焊 工 人 記

錄。  

 
 

 

海事處將會制定有關

嵌入圓角的要求及船

底龍骨接合燒焊防斷

裂。亦將會要求在檢

查報告表格上作檢查

文件之記錄及確定認

可之燒焊程序及燒焊

工人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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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審核結果  跟進工作  

10 沒有任何裝置可以確定和／或控制出水

的含油量。沒有要求警報或安裝自動停

機裝置。  

 

海事處將會實施適合

方法以決定及／或管

制出水的含油量。  

11 驗 船 證 明 書 按 照 目 前 的 要 求 正 確 地 發

出。不過海事處可考慮以下兩點：  

（ 1）  任何永久壓載目前只記錄重量，

但沒有表明其在船上的位置。  

（ 2）  船上手提式滅火筒的數量和類型

是確定的，但不能確定它們的重

量或體積，是否符合在工作守則

的有關規定。  

 

永久壓載和手提式滅

火器的細節將會記錄

在 檢 驗 報 告 或 記 錄

中。  

 

12 採用了覆檢記錄／監控特許驗船師表現

的 系 統 ， 但 未 有 歸 納 在 質 量 管 理 體 系

內。  

記錄／監控特許驗船

師表現的系統將被納

入 質 量 管 理 體 系 手

冊。  

 

13 海事處可考慮設置特許驗船師持續專業

發展的要求。  
海事處將需要特許驗

船師定期提交持續專

業發展的記錄。  

 

14 職業健康及安全方面，只有一部多種氣

體 驗 氨 機 及 三 部 氧 氣 驗 氨 機

供 12 至 13 名驗船督察使用。而且海事

處的員工很少使用這些儀器。  

 

海事處將要求驗船督

察，如要進入密閉空

間驗船，需要帶同驗

氣機。  

 

15 圖紙審批檔案大致完備，然而需要特別

注意一些由船級社及其它機構負責審批

的圖紙須有正確標記。  

 

海事處將要求由船級

社及其它機構負責審

批之圖紙需正確地標

記。  
 

16 没有清楚提及如何將客戶及法例的要求

告知員工。  

 

品質系統手冊內之資

料將定期傳閱給所有

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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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審核結果  跟進工作  

17 政府物流服務署發出的指引及「物料供

應及採購規則」沒有涵蓋若干服務提供

者例如特許驗船師、特許機構及獲承認

當局的篩選及評估。  

 

「物料供應及採購規

則」不適用於特許驗

船師、特許機構及獲

承 認 當 局 提 供 的 服

務。特許驗船師、特

許機構及獲承認當局

提供的檢驗服務是由

不同監管系統監管。  

 

18 檢 驗 一 艘 船 隻 時 發 現 一 個 儲 物 櫃 存 放

置 250 件救生衣。海事處應考慮容許大

量救生衣放置一處會否妨礙乘客於緊急

時提取。  

海事處將會嚴格執行

當船隻在使用或運作

時，每一救生設備須

放 在 易 於 取 用 的 位

置。  

 

19 對於之前要求的維修項目，最後檢驗時

沒有記錄已完成及滿意結果。  
海事處將會確保對於

之前要求的維修項目

需要適當地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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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基準參照調查  

 

編號  建議  跟進工作  

1 載客船：把客船清晰界定為可運載超

過 12 名乘客的船隻，而不論該船是否

擬作商業用途（為收取租金或報酬而出

租）或作純粹私人用途。這有助提高和

劃一適用於載客船的安全標準。  

 

海事處會研究建議和

諮詢業界。  

2 培訓和發證：  本地領牌船隻的船員只

須參加一次過的考試，在考取所需資格

後便無須再接受訓練或評核。有鑒於

此，建議設立再培訓或評核的制度。  

業界同意規定第 I 類

別船隻的船長須每三

年參加一次為期一天

的複修課程。若考慮

規定若干類型船隻的

船員須接受進一步培

訓，便會諮詢業界。  

 

3 健康證明書：現時並無規定個人健康證

明書須續期。應考慮規定船員定期進行

健康檢查。  

 

海事處會研究建議並

諮詢業界。  

4 視力檢查：現時並無規定須定期進行視

力測試。  
海事處會規定所有負

責暸望的船員須至少

每 五 年 進 行 視 力 測

試。  

 

5 導航設備：某些類別船隻沒有要求備有

甚高頻無線電和雷達。  

 

海事處會研究建議並

諮詢業界。  

6 船隻監察：新加坡海港船隻應答系統

(HARTS)具保安和安全用途。船舶自動

識別系統 (AIS)加上一個這樣的系統，

有助監察香港水域交通，並可更有效為

海事處收集統計數據。  

海 事 處 認 為 HARTS
並 不 適 宜 在 香 港 應

用。海事處正就實施

配備 AIS 的規定諮詢

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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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建議  跟進工作  

7 救生衣：與其他港口相同，香港規定船

隻須為所有成人提供救生衣，但就小童

和幼童提供救生衣的規定則並不適用於

所有船隻。  

 

海事處會規定為船上

每個小童配備小童救

生衣。  

8 乘客點算：就某些類別的船隻而言，現

時似乎並無點算乘客的制度。  

 

海事處計劃引入強制

性規定，要求參與大

型海上活動的船隻上

須備存乘客和船員名

單。  

 

9 安全管理系統：修咸頓和悉尼的港口均

重視安全程序，並對船隻和船公司實施

安 全 管 理 系 統 ， 以 減 少 出 現 問 題 的 機

會，且確保在問題出現時盡快回復正常

運作。  

 

海事處會研究建議並

諮詢業界。  

10 第 IV 類別船隻：香港出租遊艇的數目

在過去五年大幅上升，現在應是時候重

新 審 視 對 此 類 別 船 隻 實 施 更 嚴 格 的 規

定。  

 

海事處會研究建議並

諮詢業界。  

11 工作及休息時間：香港對本地領牌載

客船隻船員的工作時間並沒有特定規

定，但他們的工作時間似乎比悉尼和

修咸頓的船員的工作時間都要長，顯

示香港船員更容易出現過度疲勞的情

況以及其他隨之而來的問題。  

海事處建 議 透 過 指 引

就本地載客船隻的船

員制定當值／休息／

小休安排：  

(i) 船 員 應 在 最 多 六

小 時 連 續 航 行 執

勤 時 間 後 享 有 最

少 30 分 鐘 休 息

時間；  

( i i )  在 一 班 24 小 時

內 總 累 積 的 執 勤

時 間 應 以 13 小

時為上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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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建議  跟進工作  

( i i i )  船 員 每 次 用 膳 應

有 最 少 40 分 鐘

的 用 膳 時 間 （ 用

膳 時 間 亦 算 作 休

息時間）  

 

12 船 隻 設 計 ： 比 較 其 他 作 基 準 參 照 的 港

口，香港似乎並沒有關於第 IV 類別船

隻的穩性和水密（艙壁）分艙的規定。  

 

海事處會研究建議並

諮詢業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