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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船长浅析如何做合格船长 
夏坚 

（上海远洋运输有限公司船长） 

摘要：众所周知，航海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船舶在海上航行，远离陆地，远离指挥中心，船长作为船舶的指挥者、组织者、

操纵者，也是至高无上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处在安全管理的第一线，必须具备独立的思考、处置和决断能力；必须独立面对许多海

上风险、特殊环境和各种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现场处理各种特殊情况、解除危机。因此，这就要求船长自觉地不断提高自身的综

合素质。 

关键词：安全意识和管理理念；专业技术和业务水平；洞察力和决策力；领导艺术和高尚品格； 

 

一、船长的安全意识和管理理念是维护船舶安全管理程序

有效运行的首要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船长负责船舶的

管理和驾驶；船长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的命令，船员、旅客和其他

在船人员都必须执行；船长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船员和在船人

员、文件、邮件、货物以及其他财产。《中远集团远洋船员职务规

则》也规定，船长是船舶的领导人，受船东委托管理船舶，对船东

负责，全面负责船舶安全运输生产和行政管理。以上规定，从法律

层次和公司规定的角度，确定了船长的地位和责任。船长作为船东

委托和法律规定的船舶管理人，对船舶、货物、人命和防止海洋污

染，保护海上环境负有首要责任。ＳＯＬＳＡ公约第Ⅴ章第３４－

１条“船长决定权”中更明确规定：“船东、租船人、船舶经营公

司，或任何其他人不得阻止或限制船长根据其专业判断为海上人命

安全和保护海洋环境而作出或执行任何必要的决定”。国际公约、

规则之所以赋予船长如此绝对权力，一是由于船长处在船舶人命安

全与防污染的第一线，对安全管理程序的响应程度直接左右着船舶

的安全效果；二是因船舶流动性大，公司管理人员和岸基有关部门

虽可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信息沟通、监控指导，或分析船上记录和利

用船舶靠泊期间现场检查，但岸基检查很难达到与船舶安全生产相

一致的动态跟踪，其监督频度和力度也非常有限，这就需要船长按

照公约和规则的要求履行自己的职责，按照程序要求和本船的实际

情况进行严格管理。 

需注意的是，船舶安全管理中经常出现的许多问题，往往不是

因为缺少安全知识，而是因为缺乏安全意识或缺少责任感造成的。

规章的价值不在于占有，而在于遵照执行和落实。检验一艘船的安

全管理程序是否有效地运行，规章制度是否落实，首先取决于船长

自身的安全意识、忧患意识、管理理念和方法，包括船长平时的一

言一行都直接影响着船员的安全思维和行为，直接左右着安全管理

程序与规章的落实。因此，船长必须以身作则，敢抓敢管。同时要

做到严不离规，管不离章，罚不离法，使船舶的安全管理工作走上

规范化、制度化，真正建立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 

二、船长的专业技术和业务水平是确保船舶安全生产的根

本所在 

“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

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诸葛亮的这番话充分说明，为将之道

的知识必须专、深、广，才能永操胜算，立于不败之地。 

１、专业技术素质是船长综合素质中的核心。船舶营运生产始

终处于动态环境之中，是一项涉及船岸互动、驾机协作等多方位、

多工种和专业性强、技术性高、知识和经验密集的工作。在船舶这

个特殊的团队中，船长的专业技术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其领导威

信，影响着船舶安全管理程序的实施和执行。而能够取信于全体船

员的正是包括专业技术在内的综合素质。有了良好的综合素质，船

长更能有效地整合、利用包括船舶设备、人员和安全管理程序在内

的所有资源，及时识别和发现各个环节中可能出现的“缺陷”或“不

符合项”，并能尽快采取一切有效措施，纠正这些缺陷或不符合，

并在船舶发生突发事件时，能根据应急预案程序进行的应急处置，

确保人员和设备始终保持安全营运、安全生产的适航状态，确保船

舶不会造成海洋污染。 

２、专业知识和航海技能是船长专业技术素质的精髓。一名合

格的船长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过硬的航海技能。当然，专业

理论知识可以来自于书本、来自于航海院校老师们的传授和相关的

培训，但航海技能则需要在日常营运和海上航行等实际操作过程中

去仔细地观察、思考与领悟，虚心向航海前辈们学习。由于航海技

术是一门实操性极强的应用技术，因此，作为船长仅有理论知识是

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虽然每个人都不可能亲身

经历所有的情况，尤其是紧急、危险情景，但却可以从别人的经历

或教训中学到宝贵的经验。有了经验才能冷静对待、沉着应付突发

事件。知识会演变为经验和经历，而经验和经历又丰富并深化着知

识。所以，在通过理论考试获得船长适任证书后，仍必须继续加强

航海专业知识、公约法规的学习，把航海理论与实践操作相结合，

不断地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注意培养自己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

和独立解决与决断能力。特别当船舶发生任何紧急和突发事件等特

殊情况时，船长应具有沉着、冷静、机智、果断地应急处置的能力，

对事态做出快速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并真正做到“居安思危、未

雨绸缪”，将各种危险和事故隐患永远地消灭在萌芽状态。作为船

长还应熟知和掌握有关国际公约、法规，积极获取并学习船舶所去

国家、港口的相关法规与习俗，并教育船员遵章、守法，避免不必

要的处罚和船期延误。在涉外和海事处理时，船长应具有较好的英

语对话和写作能力，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所以，一个受人尊重、

让船员放心、使岸基满意的船长必定是一个专业知识、航海技能、

应急预控和应急处置能力都非常强的船长。 

３、专业技术素质的优劣主宰着驾驭船舶的能力。无数的海上

事故和海难事件充分证明：技能高超船艺良好的船长能力挽狂澜并

一次次地化险为夷，而专业素质较差的船长往往因知识匮乏，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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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判断力差，优柔寡断，给大海、给船舶、给船员带来一连串

的无法挽救的灾难和不幸。例如 1999 年的“11.24”特大海难事件

中，客滚船“大舜轮”在离烟台港后不到两小时匆忙返航避风。在

盲目掉头过程中，船舶大角度横摇，舱内车辆和货物倾斜、移位碰

撞，汽车油箱内燃油外泄并相互撞击摩擦产生火花后引起火灾，导

致舵机房控制电缆烧坏、舵机失灵，失灵后也没有启动应急舵。失

火后末探明火情就盲目打开甲板水雾灭火系统，并用消防水枪往船

舱灌水，舱内大量积水，船舶稳性遭到严重破坏，船长对倾覆的可

能性及其严重后果完全估计不足，未及时宣布弃船，最终造成船舶

倾覆，282 人遇难。国务院“11.24”特大海难事故调查处理领导小

组的结论是：“11.24”特大海难事故是一起在恶劣气象和海况条件

下，船长决策和指挥失误，船舶操纵和应急处置不当，船载车辆超

载，系固不良而导致的重大责任事故。这是一起专业技术素质低劣

的典型案例，值得航海从业人员刻骨铭心地反思。 

三、船长的洞察力和决策力是船舶应急处置的必备素质 

船长不但肩负着船舶安全操作和运输任务，还肩负着船舶的安

全管理、行政管理和紧急情况发生时应急处置的决策责任。因此，

一个具有较强指挥能力的优秀船长除应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

验外，还应具备以下方面的素质： 

１、敏锐的洞察能力。作为船长在任何时候（无论靠泊还是航

行）都应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善于通过自己的感官收集本船周围水

域或外界相关信息，并迅速加以综合分析、辨证思考，正确地判断

客观事物，估量形势、做出预见，这些是正确指挥的前提和基础。

一个有经验的船长应能从细微的异常信息中判断出可能对本船未

来造成的不安全因素，这些信息包括本船与他船的会遇情况，是否

存在碰撞危险；本船与附近航行危险、障碍物的相对位置，是否偏

离航线，有无搁浅或触礁的危险等等。此外，船长还应能根据当时

的形势，正确分配和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分清轻重缓急，且不要被

某一种事情牵制住自己的精力），应具有纵观全局、统筹兼顾的能

力。防止由于精神过于集中而疏于对船舶周围情况与局面作全面观

察与分析，防止由于感觉迟钝，或感知太晚而酿成险情或事故。然

而，敏锐、全面、正确的洞察能力是要靠长期的知识、经验的不断

积累才能逐步获得的。 

２、敏捷的决策能力。虽说一个高明的航海者，绝不以挽回一

次船舶的危局而荣耀，而是以永远避免将船舶引入险情而自豪。但

是，船舶在海上航行由于受到自然、人为等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想完全杜绝险情的发生也是不现实或不科学的。根据墨菲法则认

为 ： “ 凡 可 能 出 错 的 事 就 必 定 会 出 错

（If anything can go wrong it will）。”也就是说，安全是相对的，危

险是客观的、永存的，但事故又是可以避免的。因此，这就要求船

长在尽量避免将船舶带入险境的同时，具备一种能对突发事件的敏

锐决策和应急处置能力，而应急处置的依据则来自于船长事前的预

控预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所以，船长在每航次开始之前，

必须做好周密的《航次计划》，对整个航次所航行海区的各时段、

各航区可能出现的各种航行风险，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针对复

杂航区和危险地段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进行预测、评估，制定相应

的预防措施。而且，当船舶航经上述水域时，船长还应根据当时的

实际情况及时分析、评估或预测各种事态的发展趋势，从思想上多

设想几个可能出现的紧急或应急预案，从主观上多想几个怎么办。

这样，一旦发现问题，就能沉着冷静、应对自如、果断决策、力挽

狂澜、化险为夷，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避免事故，或避

免事态的发展和进一步恶化，从而将损失降到最小程度。 

四、船长的领导艺术和高尚品格是树立船舶安全管理权威

的基础 

船舶环境特殊，船员在特殊环境里有时会产生一些不良心理反

映，容易在船舶管理中形成一些小矛盾、小磨擦，从而直接影响和

危害着船舶安全生产。因此，船长要学会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

经常注意船员的情绪变化，及时排除船员的心理障碍，帮助船员稳

定情绪、化解积怨、解决矛盾；要讲究工作技巧与方法，减少对立

情绪，促进船员心理的良性循环，增强凝聚力。当然，船长也是船

上的一员，也同样会产生心理障碍，因此，船长平时应多进行自我

教育、自我解压，培养豁达的性格、宽容的心境和博大的度量，提

高自身的非权力意识，通过自身良好的品格、能力、知识和情操去

影响人，感召人。既要严格管理，同时也要宽厚待人，决不能武断

做事，斤斤计较，对下属吹毛求疵，甚至故意刁难或打击报复。 

１、高尚的品格是船长领导魅力的重要源泉之一。子曰：“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船长一是要做到

言行一致。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不做的自己坚

决不做，真正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二是要做到坦诚待人。严

于责已，宽以待人，主动承担起安全管理的责任，坚持以率直的心

胸待人接物，以负责的态度做人做事。三是要坚持公道正派。办事

符合程序，实行船务公开，提高工作的透明度，以公正赢得公论；

要始终保持浩然正气，经得住诱惑，抵得住腐朽思想的侵蚀，以正

气树好形象。实践证明，你越正直无私，别人对你越有信心，就会

越佩服你。 

２、宽阔的胸怀既是船长建立团队精神的精髓，也是确保船员

稳定、船舶安全，创建“和谐船舶”的重要条件。这种宽阔的胸襟

主要体现在能容人、容言、容事等方面。船长必须明白，一个人的

本事再大、能力再强总是有限的，要管好一艘船，必须发挥每个船

员主观能动性。要真正树立团队意识，激发全体船员责任感，保持

轻松愉快的工作环境。同时，要努力营造善于学习、敢于管理、大

胆做事、勇于创新的团队精神。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

益，新造船正朝着超大型化、快速化、自动化、集装化和滚动装卸

的趋势发展，加上海上通航密度不断增加，航行风险越来越大，海

上安全的形势更加严峻，因此，作为船长，只有熟练掌握管理和航

海技能，保持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态，才能更好的适应不断发展

的航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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