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船舶保安规则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8/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80_308008.htm 交通部令(2007年第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船舶保安规则》已于2007年3月12

日经第3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部长 李盛霖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船舶

保安规则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国际航行船舶保安管理，

根据经过修订的《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以下简

称“SOLAS公约”）和《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

以下简称“ISPS规则”）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

则适用于下列从事国际航行的中国籍船舶和从事国际航运业

务的中国公司以及进入中国管辖海域的外国籍船舶： （一）

客船； （二）500总吨及以上的货船； （三）500总吨及以上

的特种用途船； （四）移动式海上钻井装置。 适用本规则的

船舶以下简称船舶。 本规则不适用于军用船舶和仅用于政府

公务用途的船舶。 第三条 交通部主管全国船舶保安工作。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负责具体执行SOLAS公约和ISPS规则规

定的缔约国政府船舶保安主管机关的职责。 交通部在沿海设

立的海事管理机构按照本规则具体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

责管理船舶保安员和公司保安员的培训，对通过规定的船舶

保安培训并经考试合格者，签发相应的培训合格证； （二）

接收船舶海上保安信息，并在法定的职责内按照规定的程序

采取相应的行动； （三）向已经进入中国领海或者已经报告

拟进入中国领海的船舶提供相应的保安信息，向相关部门通

报保安信息，并按照法定职责采取相应的行动； （四）实施



船舶保安监督管理，检查《船舶连续概要记录》、《国际船

舶保安证书》、《临时国际船舶保安证书》、保安报警装置

、保安演习以及本规则规定的其他船舶保安事项，检查已经

批准的船舶保安计划以及修订内容的有效性； （五）对船舶

保安员、公司保安员实施监督管理；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事局规定的其他船舶保安职责。 第四条 本规则下列用语的

含义是： （一）特种用途船，是指根据船舶功能的需要而载

有12名以上特殊人员（包括乘客）的机械自航船舶，包括以

下类型： 1．从事科研、考察及测量的船舶； 2．用于海上人

员训练的船舶； 3．不从事捕捞的鲸船及鱼类加工船； 4．不

从事捕捞的其他海洋生物资源加工船； 5．设计特点与作业

方式与第1目至第4目相类似的其他船舶。 （二）船港界面活

动，是指船舶与港口之间的人员来往、货物装卸或者接受港

口服务时发生的交互活动。 （三）船到船活动，是指从一船

向另一船转移物品或者人员且与港口设施不相关的行为。 （

四）保安事件，是指威胁船舶、港口设施或者船港界面活动

、船到船活动安全的任何可疑行为或者情况。 （五）保安联

络点，是指由交通部公布并设立在各直属海事管理机构的联

络点。船舶、公司可通过该联络点向海事管理机构就船舶保

安事项请求建议或者援助，报告关于其他船舶、动向或者通

信的任何保安问题。 （六）保安等级，是指可能导致保安事

件或者发生保安事件的风险级别划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