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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事局 2016 年 

辖区安全形势分析报告 

 

2016，广东海事局在交通运输部、部海事局和广东省委、省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严格执行上级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

紧紧围绕水上交通安全监管中心工作，深入开展珠江口强化海事

监管与协作行动、水上交通领域重点攻坚工作、内河船非法从事

海上运输专项整治、水上交通风险点危险源排查整治等专项行动，

全面推进水上交通安全风险管理工作，有效防范重特大水上交通

事故的发生，有力促进辖区安全形势的持续稳定。现对 2016 年

辖区水上交通事故发生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并对 2017 年全年及

第一季度安全监管工作进行部署。 

一、安全形势总体评价 

（一）事故四项指标 

2016，辖区列入统计范围的一般等级以上事故 42起，死亡

失踪 36人，沉船 10 艘，直接经济损失 4039.25万元，事故四项

指标同比全面下降，分别下降了 19.2%、25.0%、52.4% 、21.6%；

与过去 3年同期平均数相比较，事故四项指标也是全面下降，分

别下降了 3.8%、12.9%、52.4%、17.5%。(见表 1\图 1)  

 对比期 
事故

（起） 

死亡失踪

（人） 
沉船（艘） 

经济损失

（百万元） 

总计 
2016 年 1-12月 42 36 10 40.39 

2015 年 1-12月 52 48 21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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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 -19.2% -25.0% -52.4% -21.6% 

过去 3年同期平均数 43.67 41.33 21 48.98 

对比 -3.8% -12.9% -52.4% -17.5% 

运输

船舶 

2016 年 1-12月 38.5 28 8 3659.7 

2015 年 1-12月 47.5 34 16 50.7 

对比 -18.9% -17.6% -50.0% -27.8% 

非运

输船

舶 

2016 年 1-12月 3.5 8 2 3.80 

2015 年 1-12月 4.5 14 5 0.82 

对比 -22.2% -42.9% -60.0% +363.4% 

表 1  事故四项指标对比 

 

图 1  事故四项指标对比 

（二）控制指标执行情况 

2016 年，部海事局和广东省安委会均没有下达安全生产控

制指标。 

（三）水上险情及搜救情况 

2016 年，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共接报各类海（水）上报警

事件 359 起，海上遇险人员 3194 人，协调组织派出参与救助船

舶 1183 艘次，协调组织派出救助飞机 39 架次，救起 310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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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17, 33%

碰撞, 87, 24%

自沉, 44, 12%

搁浅, 37, 10%

机损, 32, 9%

风灾, 21, 6%
火灾/爆炸, 12, 

3%

触礁, 9, 3%

险情分布

搜救成功率为 97.09%。（险情类型分布见图 2）  

图 2 险情类型分布 

（四）安全形势总体评价 

2016年度广东局辖区事故四项指标与 2015年及过去三年平

均数同比均全面下降，全年没有发生一宗较大等级以上是事故。

2016 年海上遇险人数比 2015 年略低，但搜救成功率比 2015 年

高 0.6 个百分点。因此，2016 年广东局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

稳定向好。 

二、事故规律分析 

（一）事故统计分析 

对 2016年辖区事故进行分类统计如下： 

（1）事故等级。42 起事故均为一般事故。 

（2）事故类型。碰撞 13 起、其他 22 起、自沉 4 起、搁浅

2 起、爆炸 1起。碰撞和其他类型的事故多发，这两类事故占了



 4 

事故总数的 83.3%。（见图 3） 

 

图 3  事故类型 

（3）事故发生区域。珠三角内河 17 起、珠江口 9起、粤东

海域 6起、粤西海域 3起、北江 3起、西江 2起、东江和韩江各

1 起。事故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及珠江口水域，占了事故总数的

61.9%。（见图 4）

 

图 4  事故水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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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事故船舶类型。总共涉及 55 艘船舶，其中散货船 19

艘，干货船 12艘，杂货船、砂石船、渔船各 4艘，拖船、驳船、

工程船、农自用船各 2艘，集装箱船、油船、液化气船、多用途

船各 1艘，散货船和干货船是事故发生的主要船舶类型，占了事

故船舶总数的 56.4%。（见图 5） 

 

图 5 事故船舶类型 

（5）事故发生月份。1、5、6、10 月份发生事故较多，2、

7、9、12 月份事故较少，其中 9 月份零事故（见图 6）。从近三

年事故月度分布来看，2、4 月份事故较少，5、9、10、11 月份

事故较多。（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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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事故发生月度分布 

 

图 7 近三年事故月度分布 

（六）事故发生时间段。各时间段发生事故的起数都比较接

近。（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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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事故发生时间段分布 

（二）安全形势稳定向好的方面 

2016 年，辖区安全形势稳定向好，事故四项指标呈现全面

下降，重点监管部位安全形势得到改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一是有效遏制较大以上事故的发生。我们按照“把握规律、

抓住重点、关注异常、着力预防”的工作原则，全面推进风险管

理和隐患排查双重预防机制，落实风险管控措施，强化源头管理，

加强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扎实开展各种专项整治活动，充分发

挥智慧海事监管平台的作用，加强重点船舶、重点水域、重点时

段的安全监管，大力促进了辖区安全形势的稳定，全年没有发生

一起较大等级以上水上交通事故，较大以上事故得到有效遏制。 

二是珠江口水域协同监管效果明显。2016 年我们继续开展

珠江口水域海事监管与协作行动，每季度指定一个海事机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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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组织开展统一执法行动，对各种违法违章行为进行严

厉打击，有力促进了珠江口水域的稳定。珠江口水域全年共发生

一般等级以上事故 9起，死亡失踪 7人，与 2015年的 11起事故、

死亡失踪 9 人相比较，呈现下降趋势，实现了年初制定的目标。 

三是琼州海峡、港珠澳大桥、虎门二桥等重点监管部位安全

形势稳定，全年没有发生一般等级以上水上交通事故。 

四是防台工作成效比较明显。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的工作方针，全面落实防台工作部署，加强预警预防和安全提醒，

开展防台专项督查，全面落实防台措施，台风影响期间，辖区没

有发生一般等级以上的事故。 

（三）需要密切关注的事故多发部位 

2016 年尽管事故四项指标全面下降，但也存在以下几个需

要密切关注的事故多发部位： 

（1）其他类型事故多发且造成较多人员死亡或失踪。 

2016 年全年发生其他类事故 22 起，占事故总数的 52%；一

共造成 23人死亡或失踪，占死亡人数的 63.89%，事故起数和死

亡人数均占一半以上。主要原因是船舶安全主体责任没有落实到

位，安全管理仍然存在薄弱环节，船员安全防范意识不强。 

（2）人员意外落水事故多发。2016 年因意外造成 13 人落

水失踪或死亡，占死亡失踪人数的 36.1%，占了事故总数的近三

分之一。这些事故的发生，主要与船员本身的安全防范意识有很

大关系，但也反映出船舶的安全培训教育和管理仍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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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碰撞触碰事故多发。全年共发生船舶碰撞事故 13 起，

占事故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共造成 9人死亡或失踪，直接经济损

失约 1191 万元，因此，船舶碰撞依然是影响水上交通安全的主

要因素。主要原因是船员安全意识、责任意识不强，当班人员没

有履行好了望职责、未能及早发现来船，驾驶技能不高，采取避

让措施不当。另外，今年汛期还发生多起船舶触碰桥梁事故，虽

然没有达到一般事故等级以上，但造成的社会影响很大，引起了

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要求我局加强防范工作。 

（4）商渔船碰撞事故较多。 

我局与省海洋渔业厅积极开展防范商渔船碰撞工作，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但全年也发生 4起商渔船碰撞事故，造成 3 人死亡

失踪。主要是因为渔船船员安全意识不够，船舶安全状况较差，

并且违规航行、锚泊、作业，加上一些运输船舶驾驶人员的责任

心不强，未能及早发现渔船并采取正确避让措施，导致商渔船碰

撞事故仍时有发生。 

（5）船舶自沉事故较多。 

2016 年发生船舶自沉事故 4 起，造成 3 人死亡，直接经济

损失约 505 万元。自沉事故主要集中在砂石船，4 起事故中有 3

起是砂石船事故，主要原因是船舶积载不当，导致船舶翻沉或折

弯自沉；另一起是拖带过程中，被拖驳船发生翻沉。  

三、2017 年强化监管防控事故的总体要求 

根据 2016 年的安全形势分析，结合历年辖区的事故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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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和当前的航运形势，提出以下 2017 年安全监管工作的总体

要求： 

（一）抓住监管重点，有效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按照“把

握规律，抓住重点，关注异常，着力预防”的总要求，紧紧抓住

重点水域、重点船舶、重点时段的安全监管，有效防范水上交通

重特大事故发生。一是继续开展珠江口海事监管与协作行动，保

障珠江口水域安全形势稳定；二是加强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安全管

理，保障粤海两地海上运输生命线的安全；三是加强涉客船舶安

全监管，防止群死群伤事故的发生；四是加强油船、危险化学品

船的安全监管，防止发生重大水域污染事故；五是加强船舶碰撞

的防范工作，防止发生重大船舶碰撞事故；六是切实加强防范船

碰桥事故，要极探索通航尺度较小的桥梁水域限航措施，坚决遏

制船碰桥事故多发的态势。 

（二）健全事故预防体系，着力构建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双重预防机制。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工作，做好辖区主要风险

源的识别、评估、定级和跟踪，落实风险分级管控措施，重点做

好辖区重大风险源的管控；加强隐患排查治理，通过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安全生产大检查等各种安全检查，及时排查安全风险

隐患，落实风险隐患整改措施；坚持把安全风险管控挺在隐患前

面、把隐患排查治理挺在事故前面，切实解决“认不清、想不到、

管不到”的问题，着力构建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

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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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源头管理，督促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积极走

访船公司，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管理，落实安全责任。一是健全和

完善船舶安全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二是加强船员

的安全教育和培训，提高船员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三是加大

安全投入，保障船舶安全设施设备更新和维护。 

（四）加强应急管理，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健全和完善各种

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提高预案的可操作性；加强信息报送

工作，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加强应急资源的

配置，合理部署应急救援力量，提高应急反应能力；加强应急教

育培训，提高应急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