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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novation	of	navigation	technology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crew	engineering	projects.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ogress of seafaring technology and its impact on crew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nd 
formulates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First of all, the development of nautical technology has led to an increase 
in the level of intelligence of ship equipment, which reduces the fatigue of the crew and saves labor costs. The use of advanced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way seafarers work and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tasks, requiring them to improve their skills and expand 
their professional scope. With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nautical technology, safety supervision and risk management have been 
put to the tes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crew has enhanced their ability to respond to emergencies and improved their safety 
concept and vigilance. To sum up, with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navigation technology, seafarers must face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which	requires	them	to	continue	to	learn,	master	advanced	technology	trends,	
improve professional skills, in order to better adapt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shipp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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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技术进步对船员工程管理的影响
庞军

安徽省江淮船舶检验局，中国·安徽 合肥 230011

摘 要

航海技术的革新对船员工程项目管控产生了显著作用。论文深入分析了航海技术的进步，并探讨了它对船员工程管理造成
的影响，与此同时依据分析所得制定了相应的应对策略。首先，航海技术的发展导致船舶设备的智能化水平提高，从而降
低了船员的劳累程度并节省了人力成本。运用先进技术之后，船员的工作方式及职责任务的改变，要求他们提升技术水平
并扩展专业范围。随着航海技术的持续创新，安全监管及风险管理遭遇考验。在这样的情况下，船员们增强了应对突发情
况的能力，提高了安全观念和警觉能力。总结起来，随着航海技术不断革新，船员在工程管理领域须面对前所未有的挑
战，这就要求他们不断学习，掌握先进技术动态，提升职业技能，为了更好地适应航运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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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不断更新和航运业的迅速发展，航海领域

的技术在确保船只安全航行及提高航运效率方面发挥了核

心的保障功能。船舶自动操控技术和航行的辅助工具的高科

技的应用，显著提高船只的性能表现和运作效率，这也对船

员在工程项目管理上提出了新的考验。论文详细分析了航海

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船员的管理工作，并讨论了应对技术进

步的策略，以及如何通过提升船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应对各

种情况的能力，迎合未来航运业的成长需求。

2 航海技术进步对船员工程管理的影响

航海技术飞速发展已经重构了航运行业布局，在船员

工程管理方面造成了长期且深刻的影响。航海技术的提升显

著提高了船用设备的自动化水平。采用自动化技术使船舶操

作监控自动化，缓解了船员的辛勤劳动。例如，智能导航与

自动驾驶技术的应用，帮助船员执行航海任务，从而提高了

船舶作业的整体效率。自动化技术进步使得人力成本减少，

同时减少了由人为因素引起的船舶安全隐患。启用高端技术

之后，海员的职业活动方式和工作职责的范围均经历了变

化。随着航海技术的提升，船员的职业能力和知识层面需要

提升，以满足新型科技发展的需要。海员传统工作方式正在

向智能化的数字化转型，海员须适应新升级的操作系统和设

备，以增强他们的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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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技术的提升引发了挑战在管理及风险预防方面。

尽管应用新技术能提高船舶作业的效率与安全性，但这同时

也可能导致新的安全威胁和风险。比如，船用自动化装备或

许有瑕疵或薄弱环节，使其安全受到破坏。因此，员工需要

不断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增强预防意识，用来迅速应

对突发状况，确保船只和人员的安全。航海技术的发展对船

员工程管理产生了影响的显著改变，使得船员的职责和工作

方式得到优化或调整，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培训和管理要求。

面临面对技术改革的挑战，船员必须不断学习适应性改变，

提升个人素质与专业技能，以确保船舶行驶安全及流程无缝

对接。海员的教育和训练计划需要同时进行升级，迎接技术

创新的趋势，以促进船舶产业不断发展。

3 船员适应新技术的策略与方法

3.1 加强航海技术培训与教育
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及在实际运用中的需求

增长，船员必须不断学习并刷新技术认知和操作能力，以便

适应船舶向自动化和智能化转型的方向。通过系统化的专业

培训，船员增强了解决紧急情况的本领，保障了船舶行驶安

全和任务顺利实施。加强航海技术教育，增强船员在工程项

目管理方面的专业能力，提升船员的专业技能，具备重要意

义。目前，海上驾驶培训正面临多方面挑战和考验。得益于

航海技术的持续发展，传统的培训手段已不适应，教育资源

跟不上现实要求，展现出不足与制约的弱点。有些船员没有

完全掌握并运用新技术，引起技术能力不足，难以适应复杂

的航海条件并应对紧急状况。资金不足阻碍了航海技能培训

教育质量的提高，师资力量有限且教学资源不够丰富，阻碍

了培训效果的提升以及降低了培训成果的增进。

处理问题实施手段一系列策略。构建多元化发展的航

海技能培训架构，包括精心设计的培训计划框架和课程体

系，加强提升教师团队素质，提高培训设备和装备的质量

与水平 [1]。强调实际操作的学习方式以及培养学生的综合素

质，借助模拟实训和实际操作训练，提升船员应对紧急情况

的能力，增强他们的安全意识。激励船员主动寻求个人发展，

积极参与专业技能培训与技能比拼活动，旨在提升他们的专

业水平并提升其竞争力。加强海员航行技能培训以及教育培

养提高海员工程管理能力质量关键。改进培训体系和基础设

施，强调实践教育的重要性，引发船员积极学习的兴趣，从

而显著提高了其专业能力和全面素质，推进航运领域的持续

发展。海员需要不断进取，应对技术更新换代，凭借卓越的

品质与能力，为航海事业的快速发展贡献力量。

3.2 增强应急处理能力和安全意识
由于航海工作的独特性质，船员必须掌握应对危急时

刻和安全危险的技能，而技能水平的提高，则有赖于系统化

的培训和教育援助。为了提高提升船员应对突发紧急情况的

本领，必须增多他们的模拟训练和实际操作练习。执行应急

反应训练，使船员了解并掌握处理程序，如火灾事件、漏

水事件，伤亡状况等应急计划，以提升应对紧急事件技巧。

借助实际操作训练及假设情况指导，让船员遭遇各种危机情

况，培养他们在紧急情况下的冷静和坚定。

提升安全防护意识，是增强船员的安全意识和能力的

关键所在。船员需要深入理解安全操作的重要性，并维持持

续性的高度警觉，严格遵循安全规定，并主动投身于安全演

练及培训活动中。通过增强船员的安全意识，使他们能够快

速识别并解决潜在的安全隐患，实施有力的预防和应对策

略，全力确保船只与人员的安全。提升心理健康辅导力度，

增强船员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增强个人安全防护观念，是

提高船员综合素质的关键方法。航海工作的独特性导致船员

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处于孤独无助的处境，远离尘世，易导

致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因此，通过强化船员的心理健康

培养，指导他们合理控制紧张情绪和负面心态，提升其心理

耐压能力，提升应对挑战的本领，保持警惕与灵活性，可以

增强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以及加强安全观念。

3.3 推动船员素质和技能的提升
满足船员职责的需求结合实际工作环境科学制定培训

计划恰当安排培训课程保障培训资料的更新跟上航海技术

的最新发展 [2]。运用新颖的教学方法和各式各样的教育用

品，比如模拟实操训练、亲自动手实践和分析具体案例，来

唤起学生学习热情和积极性，从而增强学习与培训的成效和

品质。

完善培训资源和条件，促进船员的能力和素养和技术

能力的提高，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具备完善的训练设施

体系和设备，拥有高素质的教育工作者和教师团队或教育资

源，以及充裕的培训材料包括教材。通过使用先进的教育手

段和在线教育平台，我们实施了远程教育和在线培训，借此

方式增加了培训的灵活性程度和涵盖范围，满足了每位船员

的个性化学习要求。开展标准化和合理的培训管理活动以及

评估对于提升船员的教育水平和专业能力十分关键。应当建

立并持续改进培训管理体制结构，同时建立健全的评价体

系，确立培训的目的和要求，对培训实施进行标准化处理以

及组织管理流程的标准化。

4 未来展望与建议

4.1 预测航海技术的发展趋势
预测航海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为船员管理提供了方向

性指引。伴随着科技的不断更新，海上交通和探险领域也在

不断发展，持续改进和演进航海领域的技术。信息技术不断

更新数字化航海技术的广泛推广和使用数字化船舶管理系

统的应用智能化导航系统的运用远程监控与控制系统 [3]。采

用这些技术，显著提高船舶自动化水平和安全性能，减少意

外事故的可能性。

未来，环保手段与节能方法，以及航海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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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为重要焦点。遭遇全球环境问题的增加，海运领域必须

面对降低排放量和节约能源的双重挑战。将来的航海技术革

新工作将主要聚焦于环境维护与降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促

进环保航运技术的进步，包括采用绿色能源的船只和减少排

放的节能减排设备。通过利用这些技术手段，我们希望降低

航运行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并促进航海领域的持续发展。

未来，人才培养与管理将致力于技术素养与道德品质

的全面提升。迎接航海技术未来的发展挑战，对船员的培训

和管理需要提升专业能力，引发创新思考，增强团队协作意

识，以提高应对复杂环境和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未来航海

技术的进步信息化程度的提升智能化水平的提升环保型的

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大数据技术的利用。适应航海技术

的发展与转型，船员的工程技术管理需要进行升级或改动，

提升培训力度与管理工作，保证航海领域的稳步前行。

4.2 推动航运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环境问题越发突出的情况下，航运行业必须面

对降低碳排放量和严禁排放污染物的环保法规带来的压力。

因此，海运输企业须积极采取环保措施，利用环保型能源驱

动的船只，减少废弃物排放，提升船舶净化率，减轻环境负

担，推动持续发展。在海上运输领域，为了迎合其庞大的能

源需求，实现能耗和排放的降低对于推动可持续发展至关重

要。通过优化航线的规划工作、提升动力系统的运作效率和

改进船舶的设计方案等策略，船舶企业能够降低能源消耗和

碳排放，达成节能降耗和减少排放的目标和推动持续发展

目标。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航运业面对着技术创新与产业转

型带来的双重挑战，急需在技术和管理工作方面实现创新，

目的是增强行业的竞争力，并确保其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

提高研发投资，船厂能够应用新技术、新材料和工艺，从而

提高船舶的安全性和航行效率，同时增强环保效能，助力航

运业的连续进步。全球航运业保持增长势头，有赖于国际社

会共同努力，携手应对挑战，以确保行业的长期繁荣。各方

参与者，如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船舶企业等，必须加强

合作，携手制定规范与标准，为了推动技术交流以及分享经

验，齐心协力促使航运业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4.3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共同应对挑战
全球化进程航运行业的挑战和机遇全球各国协作共同

努力应对。国际航运领域，作为全球运营网络，正遭遇包括

环境变化、海洋污染问题以及海上犯罪活动在内的全球性考

验。推动国际的合作交流，各国共同制订规范和准则，共同

应对挑战，携手推动航运领域的长期进步。通过加强国际合

作与交流，促进技术革新并实现知识交流。

强化国际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交流与互动，对商业领域

的扩展和贸易前景至关重要，能推动双方或多方交往的提

升。海洋运输范畴，作为全球贸易的关键组成部分，它的成

长态势对全球贸易兴旺和进步带来直接影响。通过国际的合

作伙伴联系，海运公司得以获得必要的运输牌照和市场经营

资格，从而开拓新的贸易路线并拓宽商业领域。执行这项计

划不仅能够提升航运公司的运输效能和盈利能力，有助于促

进相关行业的壮大发展以及推动贸易繁荣。

各国能够共同合作开展航运业的联合项目，推动商品

交流和商业交易，达成对双方均有利的成果。通过深化国际

合作与交流，增强航运业的国际竞争能力。随着全球化进程

不断推进，航运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因此需要加强国与国之

间的合作交流，借此增强在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各国携

手实施营销合作，执行品牌宣传推广活动和跨国合作事宜，

共同提高航运领域的国际知名度和竞争力。推动国际分工与

合作，对于海运领域的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策略。国际

社会成员必须协商制定合作条款，加强双方合作交流，携手

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以促进航运业的持续发展和达到共荣的

目标。

5 结语

从整体上看，随着航海技术不断革新，航海工作人员

的管理工作产生了正面作用，工作效率提高且更具安全性，

职业成长的可能性得到扩展，管理体系实现了现代化转型，

这不但提高了船员的职业能力，也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船员需要不断学习积累知识能力需要增强适应航海技术的

变革工程管理技术的升级提高个人综合素质满足不断变化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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