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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日政务院发布）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沿

海各港口，由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以下简称中央交通部）

根据贸易、运输需要，并就其吞吐任务、设备能力，分别设

置港务管理局、分局、办事处（以下均简称港务局）， 港务

局之设置与撤销， 由中央交通部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以下简称政务院）核准公布之。第二条 港务局应遵照本条例

之规定负责执行海港行政管理工作与业务事项，并为企业经

济核算单位。第三条 港务局直属中央交通部海运管理总局管

辖，在行政、业务、技术、财务上均受其统一领导，并受当

地人民政府监督与指导。第四条 港务局局长对海港生产与财

务计划之完成，对海港财产设备之使用与维护，对港区安全

与港内秩序以及员工纪律之维持，均负完全责任。为顺利地

执行上述各项工作，得与海军、公安、卫生、海关及其他有

关部门，取得密切联系，协同办理。第五条 港务局局长在其

法定权限内所颁发之命令指示， 有关之机关、 企业、船舶及

一切有关之人员，均须严格遵守与执行。第六条 凡海港港区

内之一切港口设备，均由港务局统一管辖。一切机关、企业

在港区内所有之码头、仓库、附属之办公房屋等，依本条例

第十三条所规定逐步地移交港务局统一经营管理。第七条 凡

国家其他机关、企业如需在海港港区内进行任何工程建筑时

，均须征得港务局之同意。第八条 港务局得根据有关法令规

章，负责监督和指导海港管辖范围内之私营轮船业、船舶、



码头、仓库之一切业务事项。第二章 港区之划定第九条 海港

之陆域，包括港口所占有之土地与该地区内之岸线、码头、

仓库、机械设备、危险品堆存区、燃油料存放区及添油设备

、修船厂、船坞、有关港口工程建筑、淡水供应基地、灯塔

标志等。第十条 海港之水域，包括港口所占有之水面与水下

、船舶出入港口之航道、一切锚地与泊位、 与港口相通并为

港口所需要之汊港支流、 以及与海港将来有发展可能之贴近

水域。第十一条 海港区域之划定，由各港务局根据具体情况

编订港区方案，绘制水陆区域平面图连同说明书，提请当地

人民政府召集有关单位商决后，报请中央交通部审核转呈政

务院批准施行。第十二条 凡港区内铁道线路作为铁路与轮船

间转运货物、旅客用者，为铁路营业线。其专为海港本身调

运货物者，为海港专用线。铁路与海港之分工制度及港区内

火车车辆运转规则，由铁路管理局与港务局协议签订合同办

理之。第十三条 凡国家其他机关、企业在港区内现有之码头

、仓库、附属之办公房屋等，产权暂不变动，原单位仍可继

续持有使用。其所租用港区内之码头、仓库，亦可继续租用

，但应受港务局之统一管理，并为适应国内外贸易发展之需

要，港务局得于适当时期报请当地人民政府决定后，逐步进

行调整、收回和解除其租约。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商业部

在港区内现有之渔业码头、石油码头及其专用仓库产权仍归

各该部所有，其附属之装卸工人亦由各该部领导管理。第三

章 港务局之职权第十四条 港务局之职责： （一）监督各有关

方面遵守国家航运与港务法令，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杜

绝一切破坏上述法令之任何行为。 （二）负责维护港区与航

道一切设备，保持航道与水域之一定深度与宽度，为保证船



舶进出港之安全、提高航行效率而服务。 （三）进行海港各

项建设工作，以保证国民经济发展之需要。 （四）领导管理

装卸工人，组织货物装卸、保管、收发，监督客货运输，组

织汽车、大车、驳船等水陆交通工具，办理货物接送转口业

务。 （五）管理船用燃料、物料、淡水供应及其他对船舶之

服务工作。 （六）组织引水工作，管理与监督船舶之进出港

。 （七）设立与监督海港电台，经常与航船通报气象及联系

海事事宜。 （八）营救遇难船舶、 生命、 货物等，并妥为保

管救出之财产；调查和处理一切海事、海损案件。 （九）办

理船员、引水员考核，发给证书，并办理船舶注册、登记。 

（十）协助船舶登记局办理船舶检查、丈量。 （十一）监督

海港一切工程、机械、建筑设备，并对其进行技术检查及保

养维修。 （十二）监督港内卫生、防火设备及实施防疫检查

与安全卫生工作。 （十三）监督保养海港所管辖之灯火、信

号及警戒设备。 （十四）征收所规定之港口费用及各种规费

。 （十五）监督指导海港管辖范围内之私营轮船业、船舶、

码头、仓库及海港工具持有者之一切业务事项。第十五条 港

务局之权限： （一）根据中央交通部所颁发之法规、命令与

指示，得以港务局名义签订各项有关业务合同。 （二）根据

法令规定，经报请中央交通部批准后，颁布必要之各项章则

办法。 （三）对违反国家航运、港务法令规章之机关、企业

、船舶与个人，进行追究、控诉或执行罚款处分。 （四）对

违反技术安全规定之船员、引水员等，执行警告、记过、降

级或吊销证书之处分。 （五）遇必要时，得采取有效措施，

要求停留港内之船舶与在港区内之机关、企业或个人，以最

迅速之方法，提供所有急救工具或设备，以保障人体健康、



生命、船舶、货物与其他财产之安全，以及航道之通畅。 （

六）对在海港水域、航道或港区附近之沉船、沉物，得要求

原主限期打捞。如其阻碍航行，经公告或书面通知而未依限

办理时，可不经原主同意径行打捞或清除。其所需费用及按

章应纳之其他税款，均在捞获船舶及物品变价所得项下抵偿

，其不足之数，应由原主负担，如有多余当付交原主。 （七

）为港区安全和运转需要，对于在港区内之财产或货物，得

要求物主在一定期限内清除或迁出，但固定建筑物之清除或

迁让，应报请当地人民政府处理之。 （八）对逾期逾限不提

之货物，得依照有关法令章则予以处理。第十六条 船舶发生

下列情况之一时，港务局得禁止船舶离港： （一）违反船舶

证件、船舶现状、装载、供应、装备等有关安全技术条件之

规定或其他法令章则之规定者。 （二）未缴付下列各款项者

： （１）各项港口费用； （２）违反法令规章之罚款； （３

）损坏海港工程建筑、航道标志及港内其他财产之赔偿费。

第十七条 凡未缴付前条款项而被禁止离港之船舶， 如已提出

适当担保品足以抵付各款项时，港务局应即予以放行。第十

八条 船舶损坏海港工程、建筑、航道标志或港内其他财产，

而责任未经判明时，港务局禁止船舶离港之有效期为三天（

自命令送达对方时起至计足七十二小时为止），如满期仍未

判定责任时，应立即予以放行。第十九条 船舶在被禁止离港

期内之一切开支（包括检查、验证等费用在内），均由船方

负担。第二十条 港务局如无任何法令根据，擅自下令禁止船

舶离港，船舶得向港务局要求赔偿由于禁止离港所受之直接

损失，并得保留对港务局之起诉权。第二十一条 港务局如根

据其他机关、 企业或个人之要求禁止船舶离港， 经法院判定



为非法时，港务局得向原要求人提出控诉。第二十二条 港区

内非国家经营之码头、仓库及其附属设备，除由港务局统一

管理与调度外，其他事项概依政府现行法令处理之。第四章 

附则第二十三条 关于港务局法人经济地位与固定资金之规定

，由中央交通部另订章程实施之。第二十四条 关于海军使用

海港办法由政务院另行规定之。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政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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