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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船舶危机管理的对策探索
颜仁雄

福建航运学校，中国·福建福州

在现实生活中危机随处可见，但是应对措施是否合理，与危机所导致的结果紧密相连，船舶危机属于危机的一部分组成，
因此需要采取合理的措施对其进行解决。论文主要针对船舶危机管理进行分析，然后基于此，提出一系列管理对策，以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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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公众更加重视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生活的年代表面安全，实则危机四伏，现在是信息透明

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所以各种危机空前高涨。危机类型

极多且无处不在，就如同病毒，往往都是突如其来。因此，

针对船舶危机管理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以及研究，可以更好地

保证船舶相关人员的生命以及财产安全，并促进海上运输业

实现健康、长远、可持续的发展。

2 船舶危机

在现阶段的社会中，危机可谓是无处不在，其中与船

舶有关联的危机就称之为船舶危机。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

展，国际之间的相互往来逐渐频繁，当今全球大部分的外

贸，全部都是通过船舶货运的方式进行运输。水上运输方式

具备自身独特的优点。与此同时，水上运输相较其他交通运

输手段，存在不一样的特征。第一，船舶在实际运输时遭

受自然条件的各种影响较为明显，船舶在操纵过程中的灵

活性与其他类型的交通工具之间无法进行有效比较。第二，

船舶在茫茫大海中属于一个孤立无援的个体，船舶所携带

的油量通常都极大，因此自身存在巨大的危险，如果发生

事故，对自然环境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第三，船舶自

身以及所运输的货物，通常情况下都拥有极高的价值，一

旦遇到危险，在财产方面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第四，

船舶通常情况下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在某种意义上

被人们称为流动国土，一旦船舶出现危机的区域不属于归属

国家，就极易在外交层面造成不同程度的危机，从而在国际

上产生不利影响。第五，不论发生任何情况的危机，在对危

机进行解决时，大部分都是需要靠船舶自己来进行。正是由

于船舶危机拥有上述特征，因此船舶危机逐渐成为相关人员

的研究重点，而且日益发展成为危机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

部分 [1]。

3 船舶的危机管理

3.1 船舶危机的预防

隐患存在的危险相当于明火，对其防范的重担相当于

泰山。船舶遇到的危机虽然不能对其进行完全控制，但是在

某种程度上能够进行预防。例如，船舶出现搁浅、遭遇大风

浪、遇到海盗、出现碰撞、重要设备出现故障，从而导致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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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在海上失控。再如，导航设备故障、雷达故障、舵机失灵、

主机故障等，船舶所携带的油一旦发生泄漏，就会造成非常

严重的海洋污染，一旦在海上出现战争，会导致船舶上所有

人员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若是人们针对船舶有可能

发生的任意危机，构建出一套科学可行的应急管理预案，那

么当危机真正出现时，就可以对其进行合理应对以及解决。

但通常情况下，船舶危机真正出现时，虽然拥有一整

套的应急管理预案，由于危机意识不高，从而导致对危机进

行处理时的能力以及效果不尽如人意。例如，烟台大舜号

曾经发生的特大级别海洋灾难事故，此游轮出现倾斜现象之

后，在 16:40发出向外求救的信号，一直到晚间 23:40彻底

沉没于大海之中，经历了 7个小时，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沉

船位置距离烟台港之间的间隔不超过 15海里，其中距离烟

台牟平县的养马岛距离更近。虽然说此种情况发生，与船只

处理人员的技术、恶劣的海上天气有极大的关联，但更深层

次反映出中国对于船舶危机在应对时没有足够的认知，因此

在真正面对船舶危机时各项制度极度脆弱不堪。对于此次紧

急事件的处理专家，在事后对其进行分析研究之后表示，如

果当时中国的救援捞捕中心具备大型的海上救援直升机，那

么此次海难所致使的伤亡人数会急剧较少，经过此次海难之

后，交通部引进了一大批用于海上救援的大型直升机，从而

提高了中国面对船舶危机时的能力以及意识，而且在此次海

难之后的数次海上灾难，都在救助层面发挥了极大的效用。

甚至缅甸、越南等一些邻近国家，也多次曾向中国政府发出

救援的请求。从事故之后所获取的结果研究分析表示，大舜

号船舶上的船员，针对船舶在遇到大风浪即将出现倾覆的危

险时，并没有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应急预案、制定的应急预案

不够科学，在此种情况下，即使拥有相对完善合理的船舶应

急风险预案，但是因为船员针对船舶危机，在管理意识方面

相对较为淡薄，或者根本不具备此项意识，平时又没有进行

相应的危机训练，在具体开展工作时马虎大意，因此给船舶

在安全方面造成了极大程度的威胁，最终致使大舜号发生特

大的海上灾难事故 [2]。

3.2 应对船舶发生危机的反应

船舶危机反应是指在无法防止的情况下，危机发生之

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船舶危机管理工作中属于重要组

成。通常情况下，船舶危机在发生时具备紧迫性、突发性等

特征，面对突然发生的船舶危机，需要在信息、资源、时间

全部有限制的基础之上，立刻决断，及时应用合理的处理措

施，实际采取的措施就被称为船舶危机的决策，此决策在对

船舶进行危机管理工作的整个周期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贯

穿于船舶危机管理的全部过程。

做好动员工作

船舶危机一经发生，环境、财产、生命就是突发性的

危机事件直接威胁的对象，也是船舶危机在管理中的重中之

重。而且船舶中的船员以及乘客自身在危机方面所具备的各

种意识、应对危机时的实际水平、对危机预防的具体能力等，

都是船舶危机管理中的重要组成。如果对其进行合理利用，

在对船舶危机进行处理时，会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反之

会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但事实往往是在危机来临之时，即

使拥有再伶俐的口齿，也无法在大灾难来临之前对于所有人

的情绪以及局面进行有效掌控。因此，最关键的就是要强化

船员应对危机时的相关能力，强化船员在安全方面的各种防

灾培训教育，提升船员针对危机的各种应对意识。如此才可

以在危机真正发生时，所有人共同合作，一起度过危机 [3]。

让船舶危机管理工作的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合理

的发挥

对于船舶危机管理而言，船舶危机反应是其核心所在，

换而言之就是在应对船舶危机时，作出反应之后起到的具体

效果。就是危机一旦发生，根据事先制定的应急预案，结合

时下的具体状况，布置出一系列的针对措施。通常在对措施

进行具体决定之前，需要思考几点内容：第一，对于应急防

范的工作力度要进行合理掌控，按照危机事件的特征，对于

应急防范的范围进行合理明确，扩大范围虽然会起到更好的

保护效果，但同时会面临巨大的成本消耗，因此在对应急防

范的范围进行规定时，最重要的是合理，并不是注重大小；

第二，让技术专家的专长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对其进行具体

处理时，要注重技术性以及科学性，防止盲目冲动行事，要

用科学合理的措施面对船舶发生的各种危机；第三，对于相

关部门在职能方面进行合理协调，其中主要包含岗位人员工

作的实际分配以及每个人员的具体工作职责，都要予以清晰

明确的规范；第四，如何获取物资并对其进行储备，再合理

的运用，要做到心中有杆秤。

危机发生后需要进行分析以及总结

任何时候都要记住，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是否正确

的唯一答案。由于中国目前针对此类事件的相关法律法规优

化程度尚且不足，因此在应急预案评估方面还缺乏科学化的

体系，因此不论针对船舶危机做出多么全方位细致的思考，

在危机真正发生时，依然会存在无法预料的情况，而且在真

正面临危机时，会暴露出诸多缺点。例如，相关管理机制

不够完善、处理应急时的反应以及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等。

因此，在事后进行分析以及总结工作就显得至关重要，不要

仅仅针对应急预案进行优化，更需要注重的是以后不要出现

类似的情况。一次真正的实践检验往往会大于之前不计其数

的演练，但不可估数的演练正是为了准确应对，唯一可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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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灾难危机。虽然如此，还是需要尽最大可能针对船舶危

机制定出合理的预案，然后按照相关的标准定时对其进行演

练，从而极大程度上提高船员应对危机时的处理能力。正确

应对船舶发生的危机，就是对船舶危机进行处理时，要通过

应急应变、后期恢复等诸多方法尽最大可能避免船舶出现危

机，针对已经出现的危机进行合理处理，并尽最大可能减少

危机发生时造成的损失，或者可以将船舶危机逐渐转变成为

提升危机应对意识的一个过程 [4]。

4 结语

综上所述，任何时候都需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要具

备长远眼光以及忧患危机意识，无论任何时候都要做到防患

于未然、未雨绸缪，科学地面对各种危机事件的发生，也是

检查船员综合素养的一个过程，利用船舶危机管理，面临各

种不同的挑战以及危机时，需要化险为夷、从容应对，提升

问题处理的能力。与此同时，也需要培养自身的心理承受能

力，遇到灾难不慌乱的心理适应能力，遇到惊险不困惑的能

力，自身遇到险情不发生惊慌的能力等。船舶危机并不全是

无法预知，针对传统危机管理构建出相应制度，对其进行正

确的认知以及防范，可以最大程度防止船舶危机出现，从而

减少船员在生命以及财产方面遭受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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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强化人才培养的力度。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可以

将劳动力的压力适当缓解，同时还能有效降低人工成本，但

是仍然需要人才的大力支持，为工业机器人在智能制造中发

光发热奠定坚实基础。中国需要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适当

投入更多资金经费，推动专业建设进程，确保工业机器人设

计研发稳步发展。

其次，稳步实现自我研发。因为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尚处

于起步阶段，很多的先进技术并未更新与优化，多是源自于

其他国家，所以相关技术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反映出诸多问题，

并不能完全适应工业生产环境 [5]。需要依照本国的具体情况，

创新应用功能和系统集成等多个方面，使得国产工业机器人

的利用率稳步提升，为国家智能制造行业的进步创造条件。

最后，全面强化工业机器人性能。综合目前工业机器人

的功能情况分析，发现存在着功能单一的问题，还需重视设

计方案的优化与完善，拓宽产品的实际性能，适当增加智能

化识别功能，在多个方面将工业机器人的整体性能稳步提升。

5 结语

总而言之，工业机器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智能

制造行业的发展，让传统人工作业模式得以转变。为更好地

推动工业生产活动的进程，机器人设计中应该将思路加以创

新，控制好相应的功能和精度等，根据时代背景，遵循设计

原则，确保工业机器人能够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陈砆兴,陈彦,朱新恬,等.“1+X”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典型工作

任务红蓝码垛实践与探索[J].时代汽车,2021(17):129-130+171.

徐金瑜,罗敏,马彬.一流本科课程建设背景下的课程建设与实

践——以“工业机器人电气控制”课程为例[J].机电技术,2021

(4):106-109.

刘云鸾,敖三三,罗震,等.焊接与智能制造(下)——第25届北京·

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焊接国际论坛综述 [ J ] .焊接技

术,2021,50(8):1-3.

王保建 ,段玉岗 ,王永泉 ,等 .面向“中国制造2025”双能力融

合的智能制造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

2021,40(8):140-144.

施连杰.国家质量技术基础区域示范应用研究——以东莞地区

智能加工装备领域为例[J].中国标准化,2021(16):131-135.

（上接第 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