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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 
《游艇安全管理规定》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游艇安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

令 2008 年第 7 号）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五条中的“附加检验”修改为“临时检验”。 

二、将第十六条修改为：“游艇进出港口，应当按照规定

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 

三、将第二十七条修改为：“游艇俱乐部依法注册后，应

当报所在地省级海事管理机构备案。 

海事管理机构对备案的游艇俱乐部的安全和防污染能

力应当进行核查。具备第二十六条规定能力的，予以备案公

布。” 

四、将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违反本规定，在海上

航行的游艇未持有有效的证书、文书的，由海事管理机构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进行处罚。”  

五、删去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四条。 

六、第三十九条改为第三十八条，修改为：“海上游艇操

作人员持有的适任证书是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的，由海事管理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的规定进行处罚。 

内河游艇操作人员持有的适任证书是以欺骗、贿赂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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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手段取得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吊销该适任证书，并处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条文序号和个别文字作相应修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游艇安全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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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艇安全管理规定 

     （2008 年 7 月 22 日交通运输部发布  根据 2023 年 11 月   

10 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游艇安全管理规定〉的决定》

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游艇安全管理，保障水上人命和财产

安全，防治游艇污染水域环境，促进游艇业的健康发展，根

据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和防治船舶污染水域环境的法律、行政

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内游艇航行、停泊

等活动的安全和防治污染管理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游艇，是指仅限于游艇所有人自身用于游览

观光、休闲娱乐等活动的具备机械推进动力装置的船舶。 

本规定所称游艇俱乐部，是指为加入游艇俱乐部的会员

提供游艇保管及使用服务的依法成立的组织。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统一实施全国游艇水上交

通安全和防治污染水域环境的监督管理。 

各级海事管理机构依照职责，具体负责辖区内游艇水上

交通安全和防治污染水域环境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检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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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游艇应当经船舶检验机构按照交通运输部批

准或者认可的游艇检验规定和规范进行检验，并取得相应的

船舶检验证书后方可使用。 

第五条 游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船舶检验机构

申请临时检验： 

（一）发生事故，影响游艇适航性能的； 

（二）改变游艇检验证书所限定类别的； 

（三）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证书失效的；  

（四）游艇所有人变更、船名变更或者船籍港变更的； 

（五）游艇结构或者重要的安全、防污染设施、设备发

生改变的。 

第六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航行、停泊的游

艇，应当取得船舶国籍证书。未持有船舶国籍证书的游艇，

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航行、停泊。 

申请办理船舶国籍登记，游艇所有人应当持有船舶检验

证书和所有权证书，由海事管理机构审核后颁发《中华人民

共和国船舶国籍证书》。 

长度小于 5米的游艇的国籍登记，参照前款的规定办理。 

 

第三章 游艇操作人员培训、考试和发证 

 

第七条 游艇操作人员应当经过专门的培训、考试，具

备与驾驶的游艇、航行的水域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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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水上消防、救生和应急反应的基本要求，取得海事管理机

构颁发的游艇操作人员适任证书。 

未取得游艇操作人员适任证书的人员不得驾驶游艇。 

第八条 申请游艇操作人员适任证书，应当符合下列条

件： 

（一）年满 18 周岁且初次申请未满 60 周岁； 

（二）视力、色觉、听力、口头表达、肢体健康等符合

航行安全的要求； 

（三）通过规定的游艇操作人员培训，并经考试合格。 

第九条 申请游艇操作人员适任证书的，应当通过交通

运输部海事局授权的海事管理机构组织的考试。 

申请游艇操作人员适任证书的，应向培训或者考试所在

地的海事管理机构办理，并提交申请书以及证明其符合发证

条件的有关材料。 

经过海事管理机构审核符合发证条件的，发给有效期为

5 年的相应类别的游艇操作人员适任证书。 

第十条 游艇操作人员适任证书的类别分为海上游艇

操作人员适任证书和内河游艇操作人员适任证书。 

第十一条 持有海船、内河船舶的船长、驾驶员适任证

书或者引航员适任证书的人员，按照游艇操作人员考试大纲

的规定，通过相应的实际操作培训，可以分别取得海上游艇

操作人员适任证书和内河游艇操作人员适任证书。 

第十二条 游艇操作人员适任证书的有效期不足 6个月

时，持证人应当向原发证海事管理机构申请办理换证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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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换证条件中有关要求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给予换发同

类别的游艇操作人员适任证书。 

游艇操作人员适任证书丢失或者损坏的，可以按照规定

程序向海事管理机构申请补发。 

第十三条 依法设立的从事游艇操作人员培训的机构，

应当具备相应的条件，并按照国家有关船员培训管理规定的

要求，经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批准。 

 

第四章 航行、停泊 

 

第十四条 游艇在开航之前，游艇操作人员应当做好安

全检查，确保游艇适航。 

第十五条 游艇应当随船携带有关船舶证书、文书及必

备的航行资料，并做好航行等相关记录。 

游艇应当随船携带可与当地海事管理机构、游艇俱乐部

进行通信的无线电通信工具，并确保与岸基有效沟通。 

游艇操作人员驾驶游艇时应当携带游艇操作人员适任

证书。 

第十六条 游艇进出港口，应当按照规定向海事管理机

构报告。 

第十七条 游艇应当在其检验证书所确定的适航范围

内航行。 

游艇所有人或者游艇俱乐部在第一次出航前，应当将游

艇的航行水域向当地海事管理机构备案。游艇每一次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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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如果航行水域超出备案范围，  游艇所有人或者游艇俱

乐部应当在游艇出航前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船名、航行计

划、游艇操作人员或者乘员的名单、应急联系方式。 

第十八条 游艇航行时，除应当遵守避碰规则和当地海

事管理机构发布的特别航行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游艇应当避免在恶劣天气以及其他危及航行安全

的情况下航行； 

（二）游艇应当避免在船舶定线制水域、主航道、锚地、

养殖区、渡口附近水域以及交通密集区及其他交通管制水域

航行，确需进入上述水域航行的，应当听从海事管理机构的

指挥，并遵守限速规定；游艇不得在禁航区、安全作业区航

行； 

（三）不具备号灯及其他夜航条件的游艇不得夜航； 

（四）游艇不得超过核定乘员航行。 

第十九条 游艇操作人员不得酒后驾驶、疲劳驾驶。 

第二十条 游艇应当在海事管理机构公布的专用停泊

水域或者停泊点停泊。 

游艇的专用停泊水域或者停泊点，应当符合游艇安全靠

泊、避风以及便利人员安全登离的要求。 

游艇停泊的专用水域属于港口水域的，应当符合有关港

口规划。 

第二十一条 游艇在航行中的临时性停泊，应当选择不

妨碍其他船舶航行、停泊、作业的水域。不得在主航道、锚

地、禁航区、安全作业区、 渡口附近以及海事管理机构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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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禁止停泊的水域内停泊。 

第二十二条 在港口水域内建设游艇停泊码头、防波

 

堤、系泊设施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的规

定申请办理相应许可手续。

第二十三条 航行国际航线的游艇进出中华人民共和

国口岸，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船舶进出口岸的规定办理进出口

岸手续。 

第二十四条 游艇不得违反有关防治船舶污染的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向水域排放油类物质、生活污水、垃圾和

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游艇应当配备必要的污油水回收装置、垃圾储集容器，

并正确使用。 

游艇产生的废弃蓄电池等废弃物、油类物质、生活垃圾

应当送交岸上接收处理，并做好记录。 

 

第五章 安全保障 

 

第二十五条 游艇的安全和防污染由游艇所有人负责。

游艇所有人应当负责游艇的日常安全管理和维护保养，确保

游艇处于良好的安全、技术状态，保证游艇航行、停泊以及

游艇上人员的安全。 

委托游艇俱乐部保管的游艇，游艇所有人应当与游艇俱

乐部签订协议，明确双方在游艇航行、停泊安全以及游艇的

日常维护、保养及安全与防污染管理方面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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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艇俱乐部应当按照海事管理机构的规定及其与游艇

所有人的约定，承担游艇的安全和防污染责任。 

第二十六条 游艇俱乐部应当具备法人资格，并具备下

列安全和防污染能力： 

（一）建立游艇安全和防污染管理制度，配备相应的专

职管理人员； 

（二）具有相应的游艇安全停泊水域，配备保障游艇安

全和防治污染的设施，配备水上安全通信设施、设备； 

（三）具有为游艇进行日常检修、维护、保养的设施和

能力； 

（四）具有回收游艇废弃物、残油和垃圾的能力； 

（五）具有安全和防污染的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具备相

应的应急救助能力。 

第二十七条 游艇俱乐部依法注册后，应当报所在地省

级海事管理机构备案。 

海事管理机构对备案的游艇俱乐部的安全和防污染能

力应当进行核查。具备第二十六条规定能力的，予以备案公

布。 

第二十八条 游艇俱乐部应当对其会员和管理的游艇

承担下列安全义务： 

（一）对游艇操作人员和乘员开展游艇安全、防治污染

环境知识和应急反应的宣传、培训和教育； 

（二）督促游艇操作人员和乘员遵守水上交通安全和防

治污染管理规定，落实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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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停泊水域或者停泊点的游艇的安全； 

（四）核查游艇、游艇操作人员的持证情况，保证出航

游艇、游艇操作人员持有相应有效证书； 

（五）向游艇提供航行所需的气象、水文情况和海事管

理机构发布的航行通（警）告等信息服务；遇有恶劣气候条

件等不适合出航的情况或者海事管理机构禁止出航的警示

时，应当制止游艇出航并通知已经出航的游艇返航； 

（六）掌握游艇的每次出航、返航以及乘员情况，并做

好记录备查； 

（七）保持与游艇、海事管理机构之间的通信畅通； 

（八）按照向海事管理机构备案的应急预案，定期组织

内部管理的应急演练和游艇成员参加的应急演习。 

第二十九条 游艇必须在明显位置标明水上搜救专用

电话号码、当地海事管理机构公布的水上安全频道和使用须

知等内容。 

第三十条 游艇遇险或者发生水上交通事故、污染事

故，游艇操作人员及其他乘员、游艇俱乐部以及发现险情或

者事故的船舶、人员应当立即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游艇俱

乐部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在救援到达之前，游艇上的人

员应当尽力自救。 

游艇操作人员及其他乘员对在航行、停泊时发现的水上

交通事故、污染事故、求救信息或者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向海

事管理机构报告。需要施救的，在不严重危及游艇自身安全

的情况下，游艇应当尽力救助水上遇险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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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对游艇、游艇俱乐

部和游艇操作人员培训机构实施监督检查。游艇俱乐部和游

艇所有人应当配合，对发现的安全缺陷和隐患，应当及时进

行整改、消除。 

第三十二条 海事管理机构发现游艇违反水上交通安

全管理和防治船舶污染环境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责令游艇

立即纠正；未按照要求纠正或者情节严重的，海事管理机构

可以依法责令游艇临时停航、改航、驶向指定地点、强制拖

离、禁止进出港。 

第三十三条 海事管理机构发现游艇俱乐部不再具备

安全和防治污染能力的，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对未按照要

求整改或者情节严重的，可以将其从备案公布的游艇俱乐部

名录中删除。 

第三十四条 海事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依法实施监督

检查，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未取得游艇操作人员培训许

可擅自从事游艇操作人员培训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处 5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还应当

 12 



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六条 游艇操作人员培训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 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给予暂扣培训许可证 6个月以上 2年

以下直至吊销的处罚： 

（一）不按照本规定要求和游艇操作人员培训纲要进行

培训，或者擅自降低培训标准； 

（二）培训质量低下，达不到规定要求。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在海上航行的游艇未持有有

效的证书、文书的，由海事管理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上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进行处罚。 

违反本规定，在内河航行的游艇未持有合格的检验证

书、登记证书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其停止航行，拒不停

止的，暂扣游艇；情节严重的，予以没收。 

第三十八条 海上游艇操作人员持有的适任证书是以

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由海事管理机构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进行处罚。 

内河游艇操作人员持有的适任证书是以欺骗、贿赂等不

正当手段取得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吊销该适任证书，并处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游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可处以 1000元以下罚款： 

（一）未在海事管理机构公布的专用停泊水域或者停泊

点停泊，或者临时停泊的水域不符合本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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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游艇的航行水域超出备案范围，而游艇所有人或

者游艇俱乐部未在游艇出航前将船名、航行计划、游艇操作

人员或者乘员的名单、应急联系方式等向海事管理机构备

案。 

第四十条 其他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按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进行处罚。 

第四十一条 海事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滥用职权的，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游艇从事营业性运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营运船舶的管理规定，办理船舶检验、登记和船舶营运许可

等手续。 

第四十三条 乘员定额 12人以上的游艇，按照客船进行

安全监督管理。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09年 1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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