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改说明

为规范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发证行为，实现对安全管

理体系审核发证工作的过程控制，按照部海事局工作安排，我局

对现行《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发证规则》（以下简称“《规

则》”）和《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发证程序》（以下简称“《程

序》”）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现将《规则》和《程序》修改情况

说明如下：

一、修改的背景和必要性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海

交法》”）已生效实施，新《海交法》明确了海事管理机构对航运

公司和船舶安全管理体系的审核、发证的职责事权。同时，交通

运输部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定》，对航运

公司安全营运与防污染能力符合证明核发的条件进行了修改。

此外，部海事局实施船舶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全国通办”，船

舶可根据靠泊计划等实际需求选择在全国任意靠泊地接受审核，

同时简化国内航行船舶临时审核发证工作流程，将《临时安全管

理证书》《安全管理证书》核发审批权限从三级调整为二级，且公

司可以告知承诺方式申办《临时安全管理证书》，并将审批发证时

限缩减至 1 个工作日。

基于以上，为贯彻落实新《海交法》《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定》

和部海事局关于船舶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全国通办”工作要求，



做好新形势下的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发证工作，有必要对《规则》

和《程序》进行修改。

二、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是按照《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关于做好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

系审核发证工作的通知》（海安全〔2015〕590 号）关于“停止委

托交通安全质量管理体系审核中心开展审核相关工作”以及《交

通运输部海事局关于调整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发证权限有关事宜的

通知》（海安全〔2015〕697 号）关于“不再委托地方海事管理机

构开展审核发证工作”的要求，删除原《规则》中的“委托的机

构”，明确中国海事局指定的海事管理机构的审核发证权限。

二是根据目前发证为行政许可、审核为海事执法的工作定位，

将审核与发证分离，并分别制定了《审核规则》和《发证规定》。

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及《交通运输部关于

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交通运输“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

方案的通知》（交法规〔2019〕18 号）等有关要求，在《发证规定》

和《程序》中将做出是否许可决定的时限从 20 个工作日调整为 15

个工作日。

三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船舶安全管理体系审

核全国通办的公告》（中国海事局公告 2021 年第 4 号）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开展船舶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全国通办工作

的通知》（海安全〔2021〕142 号）要求，在《审核规则》中增加

了实施船舶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全国通办”的相关要求，删除了



原《规则》第八十五条关于船舶委托审核的相关规定；在《程序》

中增加了实施船舶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全国通办”的业务流程和

工作要求，删除了原《程序》第 13 条关于船舶委托审核的相关内

容。同时，在《发证规定》中增加了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临

时安全管理证书》的许可条件、申请材料、办结时限（即 1 个工

作日内办结）及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等；在《程序》中明确了采

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临时安全管理证书》的业务流程、办结时

限（即 1 个工作日内办结）及相关工作要求。

四是为强化对审核发现问题的整改，改变现行制度允许“先

发证后整改”的做法，要求公司须完成不符合规定情况整改并经

验证合格后方予发证，对审核发证相关工作程序进行调整，形成

管理闭环。同时，由于发证前不符合规定情况已验证合格，无需

再通过跟踪审核验证不符合规定情况纠正措施的有效性，故删除

公司跟踪审核；为留足时间整改不符合规定情况，将审核完成时

间提前。此外，针对审核发现的重大不符合规定情况，参照 IMO

《ISM 规则重大不符合处理程序》的做法，公司须采取有效纠正措

施并通过附加审核验证合格后，船舶方可恢复营运，避免部分公

司通过更换船舶管理公司逃避重大不符合规定情况整改的情形。

五是增加附加审核的触发条件，将公司或船舶发生的十三种

海事违法行为、重大不符合规定情况纠正措施验证、重点跟踪航

运公司等作为触发附加审核的条件；同时，将因船舶被滞留而实

施附加审核的触发条件修改为“因体系运行方面缺陷被滞留”，重



点关注对体系运行方面问题的跟踪处理；此外，为便利行政相对

人，将公司注册地变化、船舶发证权限转移、船舶停航后复航、

船舶所有人变更但管理人不变等情况，通过实施附加审核决定是

否继续维持其证书的有效性，并在《程序》中明确开展附加审核

及相关证书签发的工作要求。海事管理机构应加强海事监管信息

共享，提高履职和服务能力。

六是按照《安全诚信航运公司管理办法》（海安全〔2020〕258

号）要求，在《审核规则》中增加了免除船舶中间审核应具备的

条件，在《发证规定》中增加了申请免除船舶中间审核并直接给

予《安全管理证书》中间审核签注的具体要求，在《程序》中增

加了免除船舶中间审核的工作程序及证书签注要求。

七是在《发证规定》中明确发证海事管理机构可签发电子版

证书；同时，在《审核规则》中增加认可公司使用信息化管理系

统运行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

八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有关要求，增加“公

司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公司或船舶审核发证”或

“公司采取欺骗手段骗取证书”的罚则，提高违法成本；明确公

司作出不实承诺或违反承诺的行为后果及法律责任。

九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规定》

（交通部令 2007 年第 6 号）的要求，增加了重大事项报告的内容；

同时，在《程序》中明确重大事项报告“可通过网上申报”。

十是参照 ISM/NSM 规则，将“公司”定义修改为：“承担 ISM



规则、NSM 规则规定的船舶安全营运与防污染管理责任和义务的组

织和法人”；在《审核规则》“附则”中增加了“船舶因体系运行

方面缺陷被滞留的滞留率”、“海事违法行为”、“海事违法行为发

生率”、“船舶停航”等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