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  
第 12 次会议记录  

 
日 期：  2012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五）  
时 间：  上午 10 时正  
地 点：  海港政府大楼 24 楼会议室 A 
 
 
出席者  

主 席：童汉明先生  海事处副处长  

委 员：罗愕莹先生  船舶建造及维修业代表  
 张多马先生  造船业代表  
 钱华春先生  船舶检验业代表  
 （代黄立帆先生出席）  
 陆北鸿先生  海员训练机构代表  
 黎海平先生  海员团体代表  
 王妙生先生  货船经营人代表  
 郭德基先生  小轮及观光船只经营人代表  
 翟国梁先生   渡轮船只经营人代表  
 卢浩然先生  驾艇游乐者代表  
 樊树荣先生  内河货运经营人代表  
 （代曾纪威先生出席）  
 黄容根议员， S.B.S.， J.P. 渔业代表  
 李善昌先生  香港警务处代表  
 梁荣辉先生  海事处总经理／本地船舶安全  
 陈卓生先生  海事处总经理／港务  

秘 书：黄佩莹女士  海事处行政主任（委员会及总务）  
 
 
列席者  

 姜绍辉先生  港九水上渔民福利促进会  
 黄耀勤先生  香港货船业总商会  
 何志盛博士  香港小轮（集团）有限公司  
 彭华根先生  香港渔民互助社  
 郭志航先生  海上游览业联会  
 李诚庆先生  西贡街渡商会  
 程岸丽女士  小轮业职工会  
 胡家信先生  香港船务职员协会  
 陈和柏先生  香港鸭脷洲机器同业公会  
 郑瑞祥博士  海洋技术顾问有限公司  
 谭永珠先生  珠江中转物流有限公司  
 陈玉莲女士  香港领港会  
 王世发先生  海事处总经理／船舶注册及海员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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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汉斌先生  海事处高级海事主任／牌照及关务  
 王永洪先生  海事处高级海事主任／船只航行监察中心  
 李建邦先生  海事处高级海事主任／海港巡逻组 (1) 
 
 
因事缺席者  

 何沛玲女士  海事保险业代表   
 
 
I. 开会辞  
 
1.  主席带领各委员和列席者在会议开始前默哀一分钟，悼念 2012 年 10 月

1 日南丫岛对开撞船事故的罹难者，并向死伤者家属致以慰问。  
 
2.  主席其后欢迎所有与会者出席会议，并特别欢迎以下人士：  
 

(a)  代内河货运经营人代表曾纪威先生出席的樊树荣先生；  
(b) 代船舶检验业代表黄立帆先生出席的钱华春先生；以及  
(c) 海洋技术顾问有限公司的郑瑞祥博士。  

 
 
II.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3. 第 11 次会议已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举行，会议记录已先后于 2012 年 6

月和 7 月分发给委员传阅以供通过。该份会议记录无须再作修订，获得

通过。  
 
 
III. 续议事项  
 

会议文件第 2/2012 号－提升供应本港的船用轻质柴油标准  
 
4.  主席报告，在提升本地出售的船用柴油质量方面，政府已与本地海事业

界成立工作小组。小组成员议定了轮机测试程序，让轮机在受控的实验

室环境下接受测试，以确定使用低硫柴油的技术可行性。有关测试预计

在 2013 年第一季完成，如测试结果令人满意，环境保护署（环保署）

会制订相关规管工作的推行计划。此外，环保署应工作小组的要求，曾

于 2012 年 9 月 21 日为本地及内河船舶经营人举办低硫柴油技术研讨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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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文件第 2/2011 号－建立一套更有效管理本地領牌船只载运危险货

物机制的建议  
 
5.  主席报告，“更有效管理本地領牌船只载运危险货物机制”正式实施

前，已于 2012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先以自愿参与性质推行。海事处

经密切监察提交危险货物通报的情况，并与相关运载危险货物船舶的经

营人协调后，认为有关机制试行效果理想。陈卓生先生进一步补充，在

2012 年 7 月至 9 月期间顺利提交海事处的危险货物通报共 2 023 宗，相

信已涵盖本地船只在该机制强制实施首三个月内运载危险货物的大多数

航次。鉴于试行阶段的经验，海事处相信有关机制已达到预期目的。他

感谢所有相关运载危险货物船舶的经营人予以合作。委员同意此项目可

予删除。  
 

会议文件第 3/2012 号－连系九龙东－环保连接系统  
 
6.  主席报告，土木工程拓展署在 2012 年 5 月 11 日与来自香港货船业总商

会、港九电船拖轮商会、香港渔业联盟、海上游览业联会、新界货运商

会有限公司、香港中流作业商会有限公司及昂船洲公众货物装卸区的十

名业界代表进行咨询会议，征询他们对该署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初步意

见。有关研究拟调查避风塘的使用情况，并探讨其它可行措施，以安置

使用观塘避风塘的受影响船只。上述研究将于今年稍后得出初步结果，

届时土木工程拓展署将再次咨询业界，以寻求一个在技术上可行而又为

业界所接受的解决办法。此外，若干业界人士出席了 2012 年 5 月 26 日

的公众参与工作坊。黄耀勤先生获邀担任工作坊的客席讲者，向参加者

阐释航运业界对观塘连接桥的关注。  
 
 
IV. 新议事项  
 

会议文件第 5/2012 号－促进本地船只及航行安全的改善措施  
 
7.  主席表示，在南丫岛对开海面发生的撞船事故导致 39 人丧生、 87 人受

伤，全港市民均对事故非常关注。他期望航运业界支持和配合各有关方

面（包括警方、海事处和独立调查委员会）根据相关法定程序及行政指

引所进行的调查，同时指出本委员会应尽早探讨及制订促进船只及航行

安全的可行措施，尤应针对运载大量乘客的渡轮／小轮进行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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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席其后概述和报告海事处在惨剧发生后为促进海上安全而采取的多项

实时措施，包括抽查渡轮、小轮、街渡和出租游乐船只；发信予渡轮服

务营办商、商会和渡轮船只的船长，提醒他们须遵守海上安全规定且有

责任确保海上安全；就载客船只的安全标准与渡轮和小轮公司成立工作

小组；加强船上安全意识的推广教育工作；以及为船舶经营人、船长和

船员举行研讨会以提高他们的安全警觉性和紧急应变能力。  
 
9.  主席指出，除以上实时措施外，海事处已确定十项有助进一步促进船只

航行及操作海上安全的课题／拟议长远措施，并将之载列于会议文件。

相关小组委员会及工作小组会就该等课题／拟议措施详加商议，再于随

后数月向本委员会汇报所得结果。他请委员就上述事宜发表意见，或提

出任何有助改善海上安全的新措施。  
 
10. 由于现时未有确定的意外成因可资参考，郑瑞祥博士关注就海上安全所

作检讨的成效和全面性，姜绍辉先生对此同样表示关注。姜先生又表

示，现行的海事指引及规例与现有的船只及航行安全制度，均是根据政

府和业界累积多年的运作经验所订立及改良，一直行之有效，能为有关

方面提供足够的保障。他担心政府及业界会过分受传媒的批评及社会期

望所影响，以致进行检讨时未能作出专业判断，令检讨工作偏离正确方

向。  
 
11. 主席响应谓，各有关方面有必要彻底调查撞船事故的成因，而在调查报

告完成之前，本委员会应尽早就政府和业界在不同范畴须予改善的地方

提出具体建议，以堵塞海上安全工作存在的漏洞，防止意外再次发生。  
 
12. 与会者就十项课题下的改善措施进行漫长而积极的讨论后，得出以下要

点：  
 

( i)  合格证书  
 

(a) 王世发先生简述检讨现时适用于船长资格考核的考试纲要和制度的

目的，表示检讨主要是为了提升船长的专业水平及增进其航海知

识。预料检讨的其中一项议题是考生是否须要修读进修课程或参加

实习试以取得证书。相关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将包括渡轮、小轮、街

渡及出租游乐船只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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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姜绍辉先生认为，尽管本港水道狭窄且近年往来船只数目增加，但

大部分船长对驾船在海港内航行已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谴责部分

船长驾驶态度及手法欠佳，并认为这是大部分意外的主要成因。他

质疑改良或收紧考试制度能否有效消除海上事故的人为因素。  
 

(c) 程岸丽女士同意，就有关船长牌照及证明书的事宜进行讨论，属正

确的做法，但认为现行的船长考试制度已经很全面，足以测试考生

的船只操作技术。她担心进一步加强考试纲要会令人不愿入行，而

业界人手本已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她同意姜先生的意见，认为大

部分船长熟悉船只操作，但须提升紧急应变能力及危机处理技巧。  
 

(d) 翟国梁先生建议在例如每一个五年期内为已领有证明书的船长提供

进修训练课程，以增加他们在航行安全、紧急应变及危机处理方面

的专业知识。黄容根议员补充，应为各类型船只的船长提供包含船

只操作技术及安全意识的进修或能力培训课程。他又建议邀请渔业

代表加入小组委员会，共同商讨此事。  
 

(e) 主席总结谓，探讨有助提高船长安全意识及改善其驾驶态度的措施

是明智的做法，并指可考虑在考试纲要加入这方面的内容。委员同

意合格证书的细节应由相关小组委员会进一步研究。  
 

( i i)  船员工作条件  
 

(a) 王世发先生表示，现时载客船只船员一般按“一天当值、一天休

班”的模式工作。当局将进行研究，审视船长及船员在轮值方面的

工作模式。  
 

(b) 程岸丽女士非常关注现时本地船只船员的工作条件，同意应详细检

讨船员的工作时数、航程之间的休息时间、用膳时间及薪金水平。

她指出，现时对大部分船员而言，连续工作 15 至 16 小时而没有休

息的情况并不罕见，而这种工作模式容易导致船员过度疲劳。黎海

平先生对程女士的意见表示赞同，认为由于近年香港水域的交通日

趋繁忙，这种工作模式为船长身心带来巨大压力。他又建议船只营

运公司为船员提供有关紧急应变及危机处理的训练，以及定期发出

航行安全通告以作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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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姜绍辉先生表示，应根据船只业界不同范畴的实际运作情况检讨船

员工作条件，不同类型船只的船员工作条件不应一样。主席总结

谓，检讨的细节应由相关小组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委员对此表示赞

同。  
 

( i i i)  烟花汇演及其它大型活动进行期间海上交通管制及安全措施的建议

指引  
 

(a) 陈卓生先生特别指出，政府有既定的机制，会于每次有烟花汇演或

大型活动在维港内进行前，与持份者（包括海上游览业代表）成立

工作小组，讨论及制订海上交通管制措施。现时，有关管制措施通

过海事处布告以建议指引的形式，向本地船只操作人员、船东及船

长发出，并无法律效力。他建议就如何收紧管制措施进行检讨，以

确保各有关方面均遵守有关的安全规定。  
 

(b) 黄容根议员同意应进一步加强管制措施，尤其是针对获准进入／停

留在观赏水域的观光渡轮和观赏船数目，以及船只在活动结束后因

争先到达登岸设施让乘客登岸而超速行驶的情况，并指高速船造成

的船浪很可能会危及小型船只。为免船只超速行驶，姜绍辉先生建

议探讨在大型活动举行前以登记方式为船只事先安排／编配停泊设

施的可行性。陈卓生先生响应指有关措施可能会影响商业运作。他

强调，海上交通管制措施始于 90 年代初，十多二十年来不断改

良，至今应已为所有海事服务营办商所熟知。他借机请业界合作，

遵守有关的安全指引。鉴于连串庆祝活动即将于年底举行，他指出

须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商定改善措施以便及时安排宣传工作，

并预期在圣诞节前后将会就收紧的措施作密集式宣传。  
 

(c) 郭志航先生指出，国庆节的撞船事故是发生在烟花汇演观赏水域以

外的海上交通意外，不涉及现时就庆祝活动实施的海上交通管制措

施的任何不足之处，他质疑为此而矫枉过正是否值得。尽管如此，

主席要求业界就是次海难反思，并就所有可能范畴进行检讨，以减

低在各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危险。他亦欢迎业界提出任何长远有助

管制香港水域海上交通的措施。  
 

(d) 何志盛博士指由于并非所有船只均采用水上波段无线电，欲知遇有

紧急情况时海港内是否有专用的广播频道。陈卓生先生答谓，船长

可利用频道 14 通知海事处船只航行监察中心，或拨打水警的专用

电话号码求助。此等资料均在任何大型活动举办前通过海事处布告

广为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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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姜绍辉先生表示，当局应考虑设立机制，就每项大型海上活动进行

安全评估。陈卓生先生响应谓，据他所知，主办单位通常会在每次

举行大型活动前聘请安全主任进行安全评估。主席总结时表示，这

个问题将由相关小组委员会进一步讨论。他邀请委员提出其它船只

航行管制措施，以进一步促进航行安全。  
 

( iv) 最低安全人手编配水平  
 

(a) 梁荣辉先生讲述现时第 I 类别船只（包括渡轮和小轮）的最低安全

人手编配要求，有关要求因应船只的运作需要及其它因素（如船只

大小、马力、最大航速及航程等）而定。他表示人手编配要求将予

检讨，特别会考虑是否有足够人手处理紧急情况。进行检讨时亦会

参考海外（如新加坡）用以厘定当地载客船只人手编配数目的制

度。  
 

(b) 程岸丽女士认为现时载客渡轮人手（三至五名船员）编配不足，促

请当局从速进行检讨。黎海平先生表示赞同，并建议安排一名助理

船长在船上协助船长（特别是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提供协助）。他们

又强调，人手编配不足容易导致船员过度疲劳，并降低他们对交通

情况的警觉性，进而危及船上乘客及其它海上人士的安全。主席总

结谓，应由相关小组委员会全面检讨不同类型载客船只的最低安全

人手编配水平，委员对此表示赞同。  
 

(v) 海上安全的推广教育工作  
 

(a) 委员一致同意应就海上安全、紧急应变，特别是救生设备的使用，

制订长远的推广教育计划。除了定期为渡轮公司的船长和船员举办

研讨会和工作坊外，举办地区安全讲座向市民推广海上安全亦有莫

大作用。  
 

(b) 陆北鸿先生认为，除了政府外，渡轮公司也应该承担提高安全意识

的责任，在客运码头和公众码头播放录像或作示范。至于出租游乐

船只方面，则应在启航前作安全广播。黄耀勤先生建议海事处为研

讨会制作视像光盘，并提供予内河船只的船长和船员，使他们在船

只停靠香港水域时提高警觉。程岸丽女士要求海事处向工会提供该

等研讨会的简报数据，以便上载到工会网站广传。李建邦先生响应

谓，海事处会就公开研讨会的内容协助征求有关讲者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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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主席表示，海事处每年会举办此类研讨会和工作坊至少两次，他呼

吁营运公司及工会为员工安排类似的研讨会，以作响应。详细安排

会由相关小组委员会进一步讨论。  
 

(vi) 与业界的沟通和合作  
 

(a) 梁荣辉先生建议邀请更多航运业持份者以观察员或专家顾问身分加

入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辖下的六个小组委员会，以征询更多业界意

见。另一方面，海事处建议积极派员参与本地船舶业的工作会议，

以促进双方沟通。委员原则上同意上述两项建议。详细安排会由相

关小组委员会进一步讨论。  
 

(vii)  摄录机  
 

(a) 梁荣辉先生告知委员，将进行有关在驾驶室安装监察摄影机的可行

性研究。他表示，实施这项措施便可拍下驾驶室航海组员工作表现

的摄像记录，该等记录可用作证据，以助进行海事意外调查或处理

任何有关驾驶室内不当行为的投诉。  
 

(b) 委员对这个课题表达了不同的意见。王妙生先生和黄耀勤先生质

疑，在驾驶室内安装摄录机会否侵犯船员的私隐，以及令船员受压

以致影响表现。程岸丽女士知悉部分渡轮公司已于数年前在咨询工

会后安装了摄录机。她指出，到目前为止，有关船员对在摄录机监

察下工作均表示并无问题。翟国梁先生亦认为，安装摄录机总能提

供处理海上事故争议所需的辅助证据，这或会对航海船员有利。姜

绍辉先生为平衡不同的观点，建议只把录像用作海上事故的证据。

委员经商议后同意，将来如强制安装摄录机，事前须充分咨询业界

及工会。  
 

(viii)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  
 

(a) 王永洪先生简单介绍此课题。他建议由相关小组委员会进一步研究

对本地船只实施船上配备 AIS 的规定，包括是否适用于所有特定的

本地船只类别和类型、须配备的 AIS 类别，以及用于本地船只是否

切实可行。委员同意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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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第三者风险保险  
 

(a) 陈汉斌先生向委员讲解此课题的背景。在南丫岛撞船事故发生后，

社会人士认为适用于船只的 500 万元法定最低法律责任保额，远低

于就汽车订定的 1 亿元，故促请当局检讨船只的强制第三者风险保

险规定。他表示，将成立工作小组检讨法律责任保额，而过往海事

意外数字、处理索偿经验及目前的情况将会是考虑因素。除本地船

只外，检讨亦将涵盖非公约船只，例如内河船只。  
 

(b) 王妙生先生表示，他虽然同意应检讨船只强制第三者风险保险的规

定，但鉴于陆上及海上交通意外的数字／发生频率及种类显然不

同，他质疑将陆上汽车的法律责任保额规定与本地船只的规定相比

是否恰当。他表示，对船只实施类似汽车的保额水平对航运业并不

公平，因为有关措施会令营运成本大幅增加，对业界不利。姜绍辉

先生亦指出，虽然某些大型渡轮公司备有高于法定保额保险单的情

况并不罕见，但其它船只（如街渡和渔船）的船东未必能负担高昂

的保险费用。其它委员同意应与所有持份者在工作小组的会议上仔

细考虑并充分讨论此议题。  
 

(c) 陈汉斌先生表示充分理解陆上与海上交通意外的分别，并指工作小

组将考虑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包括海上意外数字及赔偿水平等），

研究一个可行而又为海事及保险业界所接受的方案。除会议文件所

载的拟议委员名单外，他亦会邀请街渡营办商及珠江船务有限公司

的代表加入工作小组，并欢迎业内其它有关人士加入。  
 

(x) 设立海事意外伤亡者援助基金  
 

(a) 陈汉斌先生告知委员，强制第三者风险保险工作小组会借机研究设

立海事意外伤亡者援助基金的可行性，基金的性质类似社会福利署

的 交 通 意 外 伤 亡 援 助 计 划 （ 该 计 划 只 适 用 于 道 路 交 通 意 外 受 害

人）。  
 

(b) 卢浩然先生对设立这样的援助基金有保留。他关注业界是否有能力

让基金持续运作，以及建议会否增加业界的经营成本及压力。他注

意到受惠人在领取保险赔款后须向当局退还所获援助金，质疑当局

在处理金额不断滚存的基金方面会否有困难。姜绍辉先生提出相反

意见，认为有必要设立此类援助基金，并指持份者可于基金累积到

一定金额后暂停注资。委员同意由相关工作小组进一步讨论此课

题。  
 



 

 10

13. 主席在总结时提出下列建议：  
 

(a) 由第 I 类别及第 IV 类别船只联合小组委员会进一步讨论项目 (i)至
(ii i)，会议日期为 2012 年 11 月 8 日；  

 
(b) 由本地船只检验工作小组委员会进一步讨论项目 (iv)至 (viii)，会议

日期为 2012 年 11 月 15 日；以及  
 

(c) 由新成立的第三者风险保险工作小组进一步讨论项目 (ix)及 (x)，首

次会议日期为 2012 年 11 月 22 日。  
 
 委员表示同意。  
 
 
V. 下次开会日期  
 
14. 议事完毕，会议于下午 12 时 50 分结束。下次会议日期容后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