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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船船员流失因素的分析及策略
陈建明　唐德才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当前我国正实现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的转变，航运业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海船船员发挥无可替代的功能

角色。然而海船船员这一职业群体显现面临严峻的流失问题，引发关于船员航运、经贸社会、战略发展等层面的矛盾困境。本文

分析船员流失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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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航运企业高级船员现状分析

（一）某公司高级船员队伍情况 

对过对某公司船员队伍的调研发现，公司是拥有 2000 名高

级船员规模的公司。其中从年龄结构看，比重比较高的是超过

四十岁和不超过三十岁的。占据的比例分别为 48% 和 42%。只

有 20% 的船员你年龄处于 31-40 岁之间。从学历结构看，只有

0.15% 的为研究生学历，20%的为本科学历，50%的为专科学历，

占据的比重较大，30% 的为高中及以下学历。[1]  

（二）高级船员流失情况

在 2013 年到 2018 年之间的时间段里，可以看到高级船员流

失的状况：总共流失了 406 名高级船员。流失最为严重的高级船

员有大副、大管轮、三副和三管轮。对于船员来说吸引力已经特

别低了。再加上航运企业之间的竞争压力与日俱增，新兴的陆地

职业像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对于年轻人来说吸引力特别的高，

可以看到航运公司或企业在发展中的挑战更加明显。[2]

二、造成高级船员流失的原因

造成高级船员流失的原因有很对，最为常见的原因有，社会

上船员的职业地位、重理论轻实操的船员行业准入考试、公司或

企业的管理水平及船员的薪酬待遇、船员职业生涯的发展等。

（一）船员准入考试重理论轻实操

高级船员考试重理论轻实操是海员考试中一直存在的诟病，

学员虽然会操作但是理论考试不能通过就不能取得相应的适任

证书，这就使得航海院校为提高考试通过率，以应考辅导代替

系统的航海教育。由于理论考试完全采用客观选择题的出题方

式，更加剧了应试教育的问题，科学系统的教学计划被分割为

一个一个的知识点和考点，造成了学生知识的破裂化、碎片化，

学生即使通过了适任证考试，对知识技能的掌握水平却很低，

工作能力不能满足岗位需求。

（二）船员在薪酬待遇方面较陆地新兴岗位优势不足

对于流动性较大的船员职业来说，薪酬待遇不高是导致高

级船员严重流失的最根本原因。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国的经济水平都很低。处于这种社

会环境下船员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跟陆地上的职业相比较优

势特别明显，再加上船员因为走国际航线，出国是属于家常便

饭的事情，优越感较高，相对来说船员对自己的职业也比较满意。

海船船员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随着我国实现了改革开

放，社会的经济快速地发展，岸上工作条件和社会福利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船员收入的变化远远赶不上岸上职业收入的

变化速度，船岸之间的收入逐年缩小，船员在薪酬待遇方面较

陆地新兴岗位已无太多的优势可言。

（三）社会认同较低

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对从事职业活动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主

观评价。只有社会认同高的职业，社会地位才高，才能吸引人

们选择，也才能吸引其他职业的就业者向这些职业流动。船员

这个职业在当今社会认知度很低，高级船员除了在本领域内得

到认可，其他领域几乎没有太高的社会地位。因此，航海人才

更多的是不愿意选择船员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追求。

（四）个人职业发展不明了，晋升通道单一

大多数船员不会对自己的职业进行科学的规划，因此在能

选择的职业方面，意愿及感兴趣的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于是

对未来发展就产生了迷惘的感受。在职业发展方面，从航海院

校毕业晋升的船长、轮机长需要十年甚至十年以上的时间，这

就是船舶上的最高职务了，想要继续往上发展就只能往陆地上，

这就面临着二次就业的问题，也就意味着一切从头开始。如果

继续在船舶上，那就是一个岗位干到退休，对于一个船员来说

是一个看不到希望的未来。 

（五）管理不够人性化

在管理工作中，公司没有做到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管理

部人性化都会让船员对公司、企业失望，自身在企业中找不到

归属感。年轻船员在这方面更为敏感。公司、企业对船员家庭

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一概不知，对船员的帮助和关怀不够都会

降低船员对公司、企业的归属感。

三、对于稳定海船船员队伍的几点建议

船员的工作由船上转向陆地上工作转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

趋势。但是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来保持船员的稳定，减缓船员的

流失，留住并用好高素质的航运人才是建设海运强国的关键。

（一）对于准入考试应当重操作能力的测试。对于传统海

船船员准入考试都是应试能力的测试。应当注重操作能力的测

试。随着船舶自动化的推广，需要的管理能力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船舶智能化固然是好，机器的状态始终处于最佳状态。但船员

的工作无法用人工智能来替代，比如海水管破裂是多发性的事

件，需要人工才能完成。在准入考试中可适度放低理论考试的

要求，这样才不容易出现“船员荒”的现象。

（二）提高船员待遇刻不容缓。一方面陆地和海上的收入

在缩短，船员的优势已经全无，无法吸引优质的船员加入到航

运事业中来。有些企业会转招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船员，仿

佛是解决了船员的问题。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教育也落后，船

员的素质也比较低。对于船舶的航运安全得不到保障。只有提

高船员的待遇才能吸引优质的船员加入到航运企业中来。

（三）提高船员社会地位。大力宣传船员的职业，让社会

更加了解船员的重要价值。船员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举足轻

重的职业，航运公司、企业需要转变对船员的管理理念，积极

做好以船员的利益为本，科学管理船员队伍，做到一切为船舶、

船员，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增强船员对公司的归属感，使其乐

于在公司发展，实现自己本身的价值。

（四）增加有资历的、优秀的船员向陆地发展的机会。增

加有资历高级船员转到陆地发展机会。航运公司管理层应当优

先向有航海资历的高级船员开放从事管理工作。使得有资历的、

优秀的高级船员能够顺利地上岸从事管理工作。海事局、引航

站等公务性的单位招聘人员条件应当要求必须具有丰富的航海

经验，这才能为优秀的高级船员提供了广阔的陆地就业机会，

使得航运人才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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