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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國際海事法規日新月異，應定時與國際接軌、即時更新國內海事

法規，為有效且充分掌握船員適任資格之現況及變遷、適時提出相關

因應策略，本局委託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團隊成立「STCW資訊研

究中心」（下稱本中心），構建海運新知發展平臺，以更新船員相關公

約之變動資訊，及提供海事人才培育課程建議為主要定位，積極參與

國際海事研討會並引入新知，盼為我國海運事業及船員就業環境注入

新活力。 

鑒於國際海事組織（IMO）制定之STCW公約常有修正與發布通

告，為進行資訊收集與分析，深入瞭解其更新情形，並進一步探討國

內與國際間差異，適時提出相關因應策略，本中心將蒐集與檢視國際

海事組織（IMO）及國際勞工組織（ILO）等組織發佈的最新規範，

針對最近有關船員之討論議題進行研究與調查，並分析因應國內海事

法令變革之修正範圍，使我國船員資格持續符合國際公約有關船員之

相關規定，並鼓勵我國船員至外籍船舶服務，擴大國際就業市場。 

另一方面，為有效強化及推廣本中心研究成果，本中心工作涵括

資訊彙整與制定因應策略，並建立資訊平臺以達資訊共享之效，除本

中心於本局網站設有專區不定期發布研究成果、成立臉書粉絲團以提

供互動模式外，亦首次發行季刊，週知且歡迎所有對航海新知有興趣

的人士或協會一同互動、瞭解相關資訊。 

本期之重點為報告並探討「MLC2006公約」及「低閃點燃料船

船員特殊培訓典範課程」等議題，MLC2006係規範船員之工作條件，

而船員工作條件又與海事安全息息相關，在審視國內海事安全相關法

規時，須從檢視MLC公約之相關規範著手；此外，低閃點燃料船舶

安全章程（IGF Code）將於2017年1月1日生效，海事安全委員會（MSC）

亦修正STCW公約及其相關章程，為使我國船員於IGF Code生效前符

合STCW公約之規範，研擬建議服務於該類型船舶之船員所應受訓練

課程，希望透過相關研究成果，推動及優化船員相關法規，使我國船

員及船舶得以航行世界各港通行無阻。 

 

航港局局長                         計畫主持人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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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C 與國內相關法規之比較 

郭俊良1
 

(一)前言 

國際勞工組織（ILO）於 2006 年 2 月 7 日至 23 日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第 94

次國際勞工會議，採納新的「2006 年海事勞工公約 (Maritime Labour Convention, 

MLC)」，該公約整合自 1920 年以後國際勞工組織所採納的 68 個海事公約及建議

書，其主要規範內容計有在船上工作海員的最低要求、僱傭條件、住宿、消遣娛

樂設施、食物及煮食供應、健康保障、醫療照顧、福利及社會安全保障、公約之

符合及履行等議題，並結合港口國管制（PSC）措施提高執行效益。 

海事勞工公約旨在提升全球一百三十萬名船員的權益，雇用人若願意改善船

員的工作環境及僱用條件，則雇用人也必會要求船員提升海事安全。MLC 業於

101 年 8 月 20 日達成 30 個 ILO 會員國政府批准，且其船舶總噸位需佔全球 33%

以上之生效條件，102 年 8 月 20 日該公約正式施行。我國雖非 ILO 會員國，但

仍應符合 MLC 規範，達成國內相關法規與國際接軌，期能使我國船員及船舶得

以航行世界各港通行無阻。 

（二）背景說明 

目前本國法規與海事勞工公約相關之法規有船員法、船員法施行細則、航行

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未滿十八歲及女性船員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

定標準、外國籍船員僱用許可及管理規則及外國雇用人僱用中華民國船員許可辦

法。茲略述 MLC 之章節及內容如下： 

標題一(船員上船工作的最低要求)係針對船員之最低年齡、體檢證書、培訓

與資格、以及招募與安置等事項予以規範。標題二(就業條件)則針對船員就業協

議、工資、工作與休息時間、休假的權利、遣返、船舶滅失或沉沒時對海員的賠

償、船員配置水準、以及船員職業發展和技能開發及就業機會等事項予以規範。

標題三(起居艙室、娛樂設施、食品和膳食)係針對船員之起居艙室和娛樂設施、

以及食品和膳食服務等事項予以規範。標題四(健康保護、醫療、褔利和社會保

障)係針對船員之船上和岸上醫療、船東責任、保護健康和安全及防止事故、獲

得使用岸上福利設施、以及社會保障等事項予以規範。最後之標題五(遵守和執

行)針對船旗國責任、港口國責任、以及勞工提供責任等事項予以規範。 

目前本國法規與海事勞工公約相關之法規有船員法、船員服務規則、未滿十

八歲及女性船員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準、船員體格健康檢查及醫療機

構指定辦法、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船員薪資岸薪及加班費最低標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副教授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K007004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K007002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K007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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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航行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外國籍船員僱用許可及管理規則、船舶法、

船舶設備規則、船上法令規章必要藥品及醫療設備備置標準、船員法施行細則、

船員退休儲金專戶存儲管理辦法、船員及雇用人雙方應遵守之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勞動基準法、商港法、以及外國籍船員僱用許可及管理規則等。 

（三）整體研究重點摘要 

海事勞工公約(MLC)係規範船員工作生活條件之相關面向，故與其相關之國

內法規主要係船員法及其相關子法。MLC 公約規則與相對應的國內相關法規如

表 1 所示。 

表 1 MLC 公約規則與相對應的國內相關法規 

MLC 公約之章節/內容 對應之國內相關法規 比較說明 

標題一： 

船員上船工作

的最低要求 

規則 1.1 最低年齡 

規則 1.2 體檢證書 

規則 1.3 培訓與資格 

規則 1.4 招募與安置 

船員法 

船員服務規則 

未滿十八歲及女性船

員從事危險性或有害

性工作認定標準 

船員體格健康檢查及

醫療機構指定辦法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

核發證書辦法 

船員上船工作之最

低年齡、體檢證書、

培訓與資格、以及招

募與安置 

標題二： 

就業條件 

規則 2.1 船員就業

協議 

規則 2.2 工資 

規則 2.3 工作與休

息時間 

規則 2.4 休假的權

利 

規則 2.5 遣返 

規則 2.6 船舶滅失

或沉沒時對海員的

賠償 

規則 2.7 船員配置

水準 

規則 2.8 船員職業

發展和技能開發及

就業機會 

船員法 

船員服務規則 

船員薪資岸薪及加

班費最低標準 

航行船舶船員最低

安全配置標準 

外國籍船員僱用許

可及管理規則 

船員就業協議、工

資、工作與休息時

間、休假的權利、

遣返、船舶滅失或

沉沒時對海員的

賠償、船員配置水

準、以及海員職業

發展和技能開發

及就業機會 

標題三： 

起居艙室、娛

樂設施、食品

和膳食 

規則 3.1 起居艙室

和娛樂設施 

規則 3.2 食品和膳

食服務 

船員法 

船舶法 

船舶設備規則 

船上之起居艙

室、娛樂設施、食

品和膳食 

標題四： 規則 4.1 船上和岸 船員法 船員之船上和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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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C 公約之章節/內容 對應之國內相關法規 比較說明 

健康保護、醫

療、褔利和社

會保障 

上醫療 

規則 4.2 船東的責

任 

規則 4.3 保護健康

和安全及防止事故 

規則 4.4 獲得使用

岸上福利設施 

規則 4.5 社會保障 

船上法令規章必要

藥品及醫療設備備

置標準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

請核發證書辦法 

船員法施行細則 

船員退休儲金專戶

存儲管理辦法 

船員及雇用人雙方

應遵守之安全衛生

注意事項 

上醫療、船東責

任、保護健康和安

全及防止事故、岸

上福利設施、以及

社會保障 

標題五： 

遵守和執行 

規則 5.1 船旗國責

任 

規則 5.2 港口國的

責任 

規則 5.3 勞工提供

責任 

船員法 

商港法 

勞動基準法 

外國籍船員僱用許

可及管理規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於 MLC 公約規定事項非常繁瑣，又涉及船員權益，國內法規修訂之困難

度較高，無法完全配合，不足之處如下： 

一、 關於 MLC 公約之規則 1.4 的規範，在船員之「招募與安置」上，國內法

規僅觸及船員僱傭契約，而未有任何「船員招募和安置機構」之任何規

範。 

二、 關於 MLC 公約規則 2.2 及標準 A2.2 之規範，關於「工資」之課題，《船

員法》與《船員薪資岸薪及加班費最低標準》雖已呼應了其規定，但檢

視《船員薪資岸薪及加班費最低標準》之附表，可知我國船員之薪資最

低標準似乎太低了。雖然，附表中各級船員之薪資皆不低於《勞動基準

法》所定之基本工資，但若慮及當前社會的物價水準及生活水平，以及

海上工作環境的特殊性，現行各級船員之最低月薪資顯然不符合目前社

會現況。 

三、 關於 MLC 公約規則 2.8 及標準 A2.8 之規範，在船員之「船員職業發展

和技能開發及就業機會」上，《船員法》及《外國籍船員僱用許可及管理

規則》之相關規定，已保障本國籍船員在國籍船舶上的部份工作機會，

似乎消極地呼應了其規範。然而，MLC 公約係積極地要求各成員國應制

定促進其海事部門之就業、鼓勵在其領土內居住之海員的職業發展和技

能開發、以及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之國家政策。顯然地，國內並無相關法

規可積極地呼應 MLC 公約規則 2.8 及標準 A2.8 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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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 MLC 公約之規則 5.2 及標準 5.2 之規範，係針對「在港之檢查」及

「海員投訴的岸上處理程序」事項予以規定，我國各國際港口依據《商

港法》第五十八條之規定，推動我國港口國管制制度。然而，對於「海

員投訴的岸上處理程序」事項似乎未見諸於國內相關法令中。 

五、 關於 MLC 公約之規則 5.3 及標準 5.3 之規範，係要求各成員國應通過一

個檢查和監督體制，並通過對違反標準 A1.4 規定的許可證和其他操作性

要求的情況採取法律程序。雖然，《外國籍船員僱用許可及管理規則》第

九條規範聘僱外國籍船員，中華民國國籍船東或船舶營運人應與外國籍

船員簽訂僱傭契約且需核轉交通部許可。但是，國內仍未應通過一個檢

查和監督體制，以落實「船員招募和安置機構」之執行。 

（四）國內接軌建議與措施 

經比較 MLC 公約規範與國內法規之相對應規範後，發現國內法規絕大部分

已符合 MLC 公約之規範，惟下列數項若能補強則國內法規與 MLC 公約之對應

將更臻完善： 

一、為本國船員建置一招募和安置系統 

目前，中華海員總工會在交通部的指導下於 MTnet 海技系統內亦建置

了「船員就業徵才資料庫服務平台」，以促進船員人力與航運業有效連結。

然而，除了就業機會的媒合外，建立人才庫、建置主動的人力資源管理制

度、以及加值船員的能力等作為，也應能為船員爭取較好的薪資福利，同

時亦可為航運公司尋找適合的海上人才。換言之，當前航政主管機關應思

考如何將靜態性的「船員就業輔導及航運公司徵才媒合平台」，輔導轉變為

積極主動性的「船員人力資源管理制度」，並制定相對應於 MLC 公約規則

1.4 之國內法規，以強化此一本國籍船員之招募和安置制度。 

二、提升我國船員之薪資最低標準 

誠如前述，《船員法》與《船員薪資岸薪及加班費最低標準》之相關規

定，已呼應了 MLC 公約規則 2.2 及標準 A2.2 之規範。然而，由《船員薪資

岸薪及加班費最低標準》之附表(如表 2)，可知我國船員之薪資最低標準似

乎太低了。雖然，表 2 中所示各級船員之薪資皆不低於勞動基準法基本工

作標準所定之工資(新臺幣 20,008 元)，但若慮及當前社會的物價水準及生

活水平，以及海上工作環境的特殊性，現行各級船員之最低月薪資顯然不

符合目前社會現況。因此，建請提升我國船員之薪資最低標準，以吸引優

秀的年輕人進入船員職場，如此亦可進而提升我國海事安全。 

三、促進本國船員之就業、職業發展和技能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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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船員法》及《外國籍船員僱用許可及管理規則》之相關規定，

已保障本國籍船員在國籍船舶上的部份工作機會，似乎消極地呼應了 MLC

公約規則 2.8 及標準 A2.8 之規範。然而，MLC 公約係積極地要求各成員國

應制定促進其海事部門之就業、鼓勵在其領土內居住之海員的職業發展和

技能開發、以及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之國家政策。顯然地，國內並無相關法

規可積極地呼應 MLC 公約規則 2.8 及標準 A2.8 之規範。因此，建議結合第

一項之「船員招募和安置系統」，制定促進本國船員之就業、職業發展和技

能開發的完整機制。 

四、增設一個檢查和監督體制，以落實「船員招募和安置機構」之執行 

如前所述，在船員之「招募與安置」上，國內法規僅觸及船員僱傭契約，

而未有任何「船員招募和安置機構」之任何規範。至於「通過一個檢查和監

督體制，並通過對違反標準 A1.4 規定的許可證和其他操作性要求的情況採

取法律程式」之規範，國內相關法規至今仍付之闕如。建請主管機關增設一

個檢查和監督體制，以落實「船員招募和安置機構」之執行。 

五、增設海員投訴的岸上處理機制 

至於「海員投訴的岸上處理程式」事項之執行，我國船員相關法規似乎

未見相對應之規範，實有必要予以增訂之。雖然，中華海員總工會對其會

員提供了「勞資糾紛調處」服務，但畢竟海員工會未具公權力，且礙於人力

有限，在執行「海員投訴的岸上處理程式」事項仍有待主管機關的介入，始

可較為全面的保障船員的權益。 

六、在國內各港口輔導設置船員福利設施 

確保在船上工作的船員能使用岸上設施和服務，以確保其健康和福利，

MLC 公約之規則 4.4 規定各會員國應確保岸上福利設施應易於供船員使用。

我國船員法第五十七條規定主管機關得在適當港口輔導設置包括船員福利、

文化、娛樂和資訊設備之船員福利設施。雖然，船員法已呼應了 MLC 公約

規則 4.4之規定，然而法規之落實似乎仍待檢視，主管機關在國內各港口所

輔導設置之船員福利設施仍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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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船舶安全國際章程 

黃俊誠2、江文育3
 

（一）氣體燃料船舶發展狀況 

2008 年 10 月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controls, IMO) 

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EPC)在第 58 次會議中，通過了「船舶污染防治國際公約

(MARPOL)附件 6(ANNEX VI) 的修正案，對船舶燃料污染排放提出進一步限制

的要求，其不僅規定從 2012 年 1 月 1 日開始，全球船用燃料的含硫量將從 4.5%

降低至 3.5%，同時要求從 2010 年 7 月起，船隻在指定排放控制區域(Emission 

Control Area, ECA)，使用的燃料硫氧化物(SOx)排放不能超過 1%，2015 年以後

不能超過 0.1%。因而，不含硫氧化物的液化天然氣(Liquefied Natural Gas；LNG)

便成為替代燃料的最佳選擇。應用於船舶上可使降低 85%氮氧化物(NOx)的排放、

100%降低硫氧化物排放和減少 25%二氧化碳(CO2)的排放量。此外，過去 LNG

運輸船舶擁有 40 多年良好之安全紀錄。即使一旦發生洩漏事故，也會自動擴散

至大氣中，不會對海洋造成巨大的污染。此外，天然氣的燃點比柴油高(柴油的

燃點為 260℃，爆炸範圍為 0.5%~4.1%；天然氣燃點為 650 ℃，爆炸範圍

4.6%~14.57%)。從使用安全上來看，天然氣的使用確實較燃油安全許多。LNG

不僅潔淨環保，在價格上亦具經濟優勢，以相同熱值計算，使用 LNG 燃料價格

較船用燃油較為便宜，因此各國均提出推動使用液化天然氣作為船用燃料的構

想。 

挪威 LNG 船用燃料的發展走在世界的前端，2001 年挪威船級社(DNV)就引

入液化天然氣作為船舶燃料，並訂定 LNG 作為燃料的船舶規範。截至 2014 年 1

月，全球共有 45 艘 LNG 動力船舶，大多集中在波羅的海及 Scania 半島一帶航

行，另有 47 艘正在生產製造，船型包括渡輪、海岸巡邏、貨船、油輪以及平台

供應船等。挪威除大力推動液化天然氣作為船舶燃料使用外，在船用 LNG 補給

設施建置上亦具完備，並為LNG船舶補給燃料制定了一系列的技術規範和標準，

為全球 LNG 動力船舶的發展建立了良好的示範。 

美國船級社(ABS)2012 年出版了《氣體燃料船舶推進與輔助系統的指南》。

在此之前美國海岸警衛隊(USCG)制定的COTP規則中關於LNG操作的部分已在

美國港口執行多年，安全紀錄顯示了氣體燃料船舶存在的必要性。北美航運公司

正積極發展 LNG 船用燃料，預計 2018 年北美地區將擁有至少 31 艘 LNG 動力

船，目前這些船舶均在建造當中。此外，Havey Gulf 國際海運旗下船隊已擁有 5

艘 LNG 動力船，並考慮訂造更多新船，該公司目前已取得美國監管部門的批准，

                                                      
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副教授 

3
 STCW 資訊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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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佛爾雄港建造美國第一個 LNG 燃料補給設施，作為離

岸支援船舶 LNG 燃料的供應，此設施將預計於 2014 年 3 月完成。 

德國勞氏船級社(Germanischer Lloyd, GL)研究以 LNG 做為貨櫃船用燃料的

可行性。IMO 之下 BLG 小組與 GL 共同研訂出來的船舶燃料的共通規範。Maersk 

Drury號是由德國航運公司 Reederei StefanPatjens 公司營運的一艘 5000TEU 貨櫃

船。該船 2006 年由韓國現代重工建造，總長 294.1 米，65965 載重噸，入級 DNV。

主機採用 1 台 45760 KW MAN B&W 柴油機，4 台 2100 KW MAN 發電機，還有

1 台 Aalborg 輔助鍋爐。該改裝項目始於 2010 年 3 月，改裝內容包括：將靠近發

動機室的貨物區改裝成一間“氣體技術室”(Gas Technology Room)，這樣不僅大大

簡化了燃料加注的操作，且把貨物空間的損失降到最低，在甲板上還設有額外的

LNG 儲槽，總 LNG 燃料容量達到 240+500m
3
 ；同時還對船上 4 台 MAN 7L 27/38

型發電機中的 2 台及輔助鍋爐進行改裝，使其可使用雙燃料操作。改造完成後，

當停泊於港口期間，該船就可使用清潔燃料，同時為未來在排放控制區(ECA)營

運作好了準備。該項目由 DNV、馬士基航運公司、MAN、TGE 船用燃氣公司合

作進行，於 2012 年完成。 

法國船級社(Bureau Veritas, BV)已和船廠展開合作，研究對現有貨櫃船、汽

車渡輪、遊船採用氣體燃料或雙燃料改裝的可能性。近期法國船級社已經批准了

世界第一艘 14000 TEU 以液化天然氣為燃料的超大型貨櫃船的基本設計，由韓

國大宇造船、海洋工程公司、法國達飛輪船以及法國船級社共同設計完成。此設

計在液化天然氣尚未廣泛使用於船舶燃料前為船舶添增了靈活性。 

根據 DNV-GL JIP 的研究，澳洲可望於 2016 年開始提供液化天然氣船舶燃

料補給，此項研究選出了澳洲10個最適合發展液化天然氣供應基礎建設的港口，

分別為巴里海灘海運碼頭(Barry Beach Marine Terminal)、布利斯班港(Brisbane)、

丹皮爾港(Dampier)、達爾文(Darwin)、格拉斯頓(Gladstone)、墨爾本(Melbourne)、

紐卡斯爾(Newcastle)、昂斯洛(Onslow)、希蘭港(Port Hedland)、以及雪梨(Sydney)

等港口。 

雖然亞洲地區暫不列在 ECA 區域內，但船舶燃料由油改為燃氣對亞洲地區

仍有相當大的影響。相較於歐、美地區，亞洲(除中國大陸以外)在 LNG 作為船

舶動力的發展上就顯得薄弱，目前除新加坡開始規劃為成為 LNG 東南亞供氣中

心做準備外，其他亞洲國家如日本、韓國則主要將焦點放在 LNG 船舶的建造上。 

新加坡為全球商船供應燃料加注最大港。隨著環保要求愈嚴格，以及作為船

舶燃料的液化天然氣價格愈具競爭力下，促使新加坡開始積極推廣規劃成為

LNG 東南亞供氣中心。目前新加坡海事局(MPA)已與勞氏船級社在新加坡港完成

對液化天然氣加注技術標準和程序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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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福島事故後，對液化天然氣的需求大幅增加。隨著日本對液化天然氣

需求的持續增長，日本航運企業也紛紛開始佈局 LNG 船業務。日本海事協會

(ClassNK)分別於 2013 與 2015 年發表第二版與第三版「氣體燃料船指導方針」

(Guidelines for Gas Fuelled Ships)。第二版氣體燃料船規範，其中包含燃料補充、

船體結構、消防安全和防爆措施，更新第三版提供燃料補給、船體結構、消防安

全及爆炸預防措施相關主要設計特點的綜合最新資訊。日本川崎重工、日本郵船

和商船三井等三大航運企業正加速 LNG 船隊的擴張。日本政府已決定開始著手

制定 LNG 燃料船的安全標準，以促進環保性能優越的液化天然氣作為船舶燃料

的實用性，並已掌握 LNG 燃料船的製造技術，積極發展 LNG 與柴油並用的雙

燃料船。像是日本川崎重工規劃於 2015 年開始著手建造以液化天然氣為燃料的

油輪大型船舶，來吸引全球海運的訂單。 

韓國目前是全球 LNG 燃料船建造技術與能力最強的國家，截至 2013 年止，

LNG 船的製造主要集中在韓國。例如 2006 年，全球共計簽署了 35 艘 LNG 燃料

船舶製造訂單，其中有 33 艘分別由韓國現代重工、三星重工和大宇造船承接，

說明了韓國造船企業在國際 LNG 燃料船舶市場上的優勢地位。 此外，在 2010

年初，韓國現代重工更打造出全球首艘符合國際海事組織 Tier II 排放標準的

LNG 燃料船舶。 

2010 年 8 月，中國第 1 艘以 LNG 和柴油的雙燃料拖船在武漢試車 25 天後

宣告試航成功。其他計畫尚有京杭大運河水域也在 2010 年 8 月開始試航；在福

建水域，福建省 LNG 燃料船舶整體專案已於 2009 年正式啟動，上海交通大學將

為該專案的技術研發、設備製造及標準制定提供支援。中國船級社 (China 

Classification Society; CCS)於 2010 年，2011 年 CCS 發佈了《氣體燃料動力船舶

檢驗指南》(2011)、《船用液化天然氣儲罐審圖原則》(2 011)，交通運輸部海事局

也在 2012 年 3 月發佈《關於明確 LNG 動力船改造試點工作有關事宜的通知》，

為中國 LNG 動力船舶試點改造工作提供了一定技術保障。2 013 年 9 月 1 日，中

國《天然氣燃料動力船舶規範》正式生效。這個規範是 CCS 針對除客船、危險

品運輸船外，單一氣體燃料或雙燃料，天然氣儲存方式液態或氣態船舶提出的，

主要是為天然氣燃料動力船舶相關的機械、設備和系統佈置、建造和安裝提供標

準，使船舶、船員和環境的風險降至最低。也取代 2011 年的《氣體燃料動力船

檢驗指南》，與《鋼質船舶入級規範》、《國內航行海船建造規範》、《鋼質內河船

舶建造規範》，共同構成中國的 LNG 動力船建造規範體系。交通運輸部海事局

2013 年 11 月 15 日發佈的《內河天然氣燃料動力船舶法定檢驗暫行規定(2013)》

也從國家法規層面，對內河 LNG 動力船相關的管理規定、操作規程提出要求。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海運貿易的發展，世界船用燃料市場規模將會持續擴大。

由於船用燃油已成為海洋污染的重要主因，LNG 憑藉著低碳、環保、經濟等優

勢，成為船用燃料最佳選擇之一。目前全球僅有 45 艘 LNG 動力船舶並集中於挪

威，具 DNV-GL 估計，2014 年全球 LNG 動力船舶航行數量將增加至 63 艘，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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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將可望達到 1000 艘。然而，港口是否有 LNG 補給功能已成為是否成功推廣

LNG 船舶的關鍵因素。在亞洲國家中，日本、韓國、台灣等國的國際港口都不

具備 LNG 補給設施，目前僅新加坡規劃在新加坡港建置液化天然氣補給設施。

而台灣四個國際商港(基隆港、台中港、高雄港、花蓮港)也都未備 LNG 補給的

設施，雖然台中港內有一座 LNG 接收站，但與永安接收站一樣，未裝置海上及

陸上的 LNG 灌裝設置。歐洲船舶用 LNG 補給大都以 LNG 補給專運船執行船對

船加油方式(STS)，因此，台灣的國際港口也應該採用同樣的方式來應對。台灣

的交通、航政、航運、造船、能源、環保、法規、貿易等機構及產業應未雨綢繆，

利用寶貴的前置期規劃應對方案，以備來日之需。 

（二）氣體燃料船舶技術 

與傳統船舶相比，LNG 燃料船修建主要在主發動機、副機系統與燃料儲存

艙。LNG 燃料船直接以 LNG 為燃料的氣體發動機用尚少，目前 LNG 燃料船以

雙燃料發動機為主，直接連接或透過減速齒輪組接螺槳推進系統，或者再配置電

動機推動螺槳推進系統。柴油為燃料的船舶機艙油污重、噪音大，改裝雙燃料動

力後，油污、煙塵和噪音都大幅下降，船員的工作生活環境得到很大改善。燃料

儲存艙燃料艙分為固定式和可移動式兩類，固定式是由陸上加注設施或水上加注

船將 LNG 傳輸至 LNG 燃料船上的固定式燃料艙。可移動式是通過吊裝或滾裝

方式將可移式 LNG 燃料艙放置在船上，並連接至船舶供氣系統。 

同時，LNG 燃料船裝備了智慧化的安全監測與處置系統，一旦有可燃氣體

洩漏，就會自動報警，自動切斷天然氣管路，啟動防爆通風機，隔開儲罐與艙室

和機艙，確保船舶營運安全和船員生命安全。 

雖然 LNG 在船舶燃料使用上有很多的優勢，但作為新興船用燃料，在推廣

和應用上仍面臨許多待克服的現實問題，諸如：(1)船舶改裝成本高，(2)LNG 燃

料儲存與洩漏問題，(3)船舶 LNG 燃料補給問題等。說明如下： 

(1) 船舶改裝成本高：LNG 燃料船修建除了主發動機、推進系統與燃料儲

存艙外，還增加了LNG燃料管路、氣化撬、電子控制單元(ECU)、鍋爐(Boiler)、

氣體與燃油閥單元(Gas Valve Unit; GVU)、氣體燃燒單元(Gas combustion unit; 

GCU)、熱冷空氣高溫釋放組(Hot and Cold Air High Thermal Release; HTR)等

設備，也對船舶的艙室佈置做局部改裝的要求。比起使用柴油作為燃料的船

舶，以 LNG 為燃料的船舶需要的儲槽空間要比前者多上 3 倍，加上 LNG 要

以低溫儲存在專用儲罐中以及嚴格的安全距離要求，不僅為船舶的設計和改

建帶來相當大的難度，亦使建造成本相較於柴油燃料要高出約 1~2 成，維護

成本也相對提高。 

(2) LNG 燃料儲存與洩漏：LNG 需要低溫環境貯存，且一旦洩漏會導致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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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受損。為了確保管道無洩漏，應在 LNG 排放管內吹入氮氣。為使 LNG 儲

罐容量最大化，同時還要保持較低的甲板高度，通常將甲板的設置緊鄰 LNG

儲罐絕緣層，其橫向和縱向的加強材設置於甲板的上方。LNG 需貯存在單

層或雙層艙壁的低溫儲罐中。因 LNG 為輕質液體，其密度和粘度的特性使

得 LNG 容易產生晃動。由於 LNG 儲罐內並沒有設置隔板，因此在 LNG 儲

罐內的晃動程度要超過其他大多數液體，晃動會向 LNG 傳遞能量，並導致

溫度略為上升。對於 LNG，如此微小的溫度變化就會產生比正常蒸發更多的

氣體。假設一艘 LNG 燃料船的燃料艙採用矩形儲罐，並設在船的橫搖和縱

搖中心上方較遠處，當船在惡劣天氣的環境下以低速航行時，因為晃動而產

生的 LNG 氣體將超過船舶需要的用量。這部分氣體可以在海上排放(港區可

能禁止排放)，但排出不能使用的氣體顯然是不經濟的，可將這部分氣體進行

再液化處理，但是對於少量氣體來說，再液化所消耗的能量接近於所節約的

能量。目前市場上也有小型的再液化裝置，但其價格非常昂貴。微小的溫度

上升都會使得儲罐內的壓力升高。為保證儲罐的安全及裝卸的需要，這部分

氣體必須進行使用或自動排出。如果 LNG 儲罐到港時儲量較低且在港內進

行了補給，補給操作會將能量傳遞給儲存的 LNG，形成氣體。除非槽罐車、

駁或岸上儲罐等 LNG 補給裝置可以完全回收燃料中形成的氣體，否則船上

LNG 儲罐的內部壓力將會升高。 

LNG 燃料艙的位置只有兩種可能性，甲板上方或下方。設置在甲板上方，

複雜性和成本都較低；而設置在甲板下方，則需要設有隔離區、防爆裝置、專用

通風系統以及更多的控制器。LNG 燃料艙不能設置在可以貯藏船用柴油的位置

(比如翼艙)，並且所需的體積是貯藏船用柴油的很多倍。另一方面，若 LNG 燃

料艙設置在甲板上方，遠離船舶橫搖和縱搖中心的位置處，則會產生更劇烈的晃

動並可能會增加結構重量。另外，其在船長方向的位置還需綜合考慮船上裝載的

貨物。由於晃動的原因，最理想的 LNG 儲罐外形應為球形。後來演變為兩端為

半圓形的圓柱體(圓柱形儲罐在船上通常為縱向佈置)，最近又出現了棱柱形的，

也有非常規的 LNG 儲罐形狀，總之所有的設計都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約，從而

對外形產生影響。但是，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減少晃動。 

加燃料的位置是隨儲罐的位置而定的，如果位於底部，那麼加燃料過程中的

能量損失較少且具有較好的冷卻性（可設冷卻器），從而減少氣化。燃料加注位

置設在上部的優越性在於燃料補給管不易受到外部的影響而發生故障。另外燃料

補給結束後，必須確保補給管中的 LNG 可以完全進入 LNG 燃料艙或者流回燃

料站。要知道，如果留在管道中，1 加侖的液態 LNG 可以產生 600 加侖的蒸氣。 

(3) 船舶 LNG 燃料補給：採用 LNG 作為船舶燃料的最大障礙在於配套基

礎設施的嚴重缺乏。目前全球 LNG 接收站有 89 個，大多數都在亞洲地區(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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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船舶燃油供應系統已在全世界建立完善的補給網，但 LNG 的供應點不

像燃油那般普遍，甚至有的 LNG 接收站只能「卸收」不能「灌裝」。LNG 燃

料補給方式亦決定了船舶的續航力，也決定了以使用 LNG 為燃料船舶的意

願。因此，推廣和發展 LNG 船舶必須也同時加快相關配套基礎設施的投入

與建設。LNG 燃料的加注方式可分為(1)燃料船或駁船加注，(2)直接由陸上

燃料儲存槽加注，(3)由 LNG 卡車於碼頭加注，(4)貨櫃式 LNG 燃料艙加注。 

可移動式是通過吊裝或滾裝方式將可移式 LNG 燃料艙放置在船上，並連接

至船舶供氣系統。貨櫃式燃料艙作為可移動式 LNG 燃料艙，特點如下： 

(1) 加注燃料方便快捷。貨櫃式燃料艙為可移動式燃料艙，其加注過程是通

過碼頭吊裝上船，在甲板上有效固定後，再與船舶供氣系統連接來完成。符

合 ISO系列1標準的燃料艙可通過國際多式聯運（即公路、鐵路和水路聯運），

提前運至 LNG 動力船途中停靠的港口，再利用碼頭岸吊等設施進行裝船作

業。由於在運輸和吊裝全程，LNG 是密閉在罐箱內，且 ISO 燃料艙為標準重

量，因此整個加注燃料過程方便快捷。 

(2) 核對總和維護方便。罐箱作為船用燃料罐，要滿足船用產品的相關核對

總和試驗要求。根據罐箱的迴圈使用環節（即“LNG 充裝—多式聯運—裝船

供氣—空罐返運”），可將罐箱的相關核對總和試驗工作通過陸上環節來進行，

避免對船舶的船期造成影響。另外，罐箱的維護和保養也可以通過陸上環節

來實施，避免在船上操作時由於船舶空間狹小而帶來的限制。 

(3) 船舶空間利用率高。罐式集裝箱最大的優點之一是可以相互堆碼，在船

上佈置時，其能夠充分利用甲板高度方向上的空間。符合 ISO 標準的 20 英

尺或 40 英尺罐箱，其尺寸剛好對應集裝箱船上的 1 個或 2 個標準箱位，而

不會佔據其它箱位空間，可使得集裝箱船的箱位利用率最大化。 

（三）國際氣體燃料章程制定 

環境保護意識和燃料價格的雙重影響，以 LNG 為動力的船舶憑藉其經濟環

保的優勢，日益受到世界關注，液化天然氣逐漸為航運領域的一種新能源。由於

SOLAS 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國際海上人命

安全公約)對船舶使用天然氣、乙醇、丙烷、丁烷等閃點低於 60℃的燃料的禁止，

船舶使用氣體燃料的相關安全標準一直未得到研究。 

2004 年，挪威在 LNG 動力船安全運營的基礎上，提議開展氣體動力船舶國

際法案研究。並且國際海事組織 IMO 認為船舶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存在

安全上的挑戰，需要有明確及適當的管理規範。自此，國際海事組織 IMO 

BLG(IMO Sub-Committee on Bulk Liquids and Gases；散裝液體和氣體分委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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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開展“氣體燃料船舶規定的制定(即國際氣體燃料章程)”議題，其中“船舶天然氣

動力安裝指南”方案(MSC.285(86))中明確規定，天然氣燃料包含壓縮天然氣

CNG(Compressed natural gas)和 LNG。至 2013 年 2 月，BLG 已召開 17 次會議，

在 2014 年完成天然氣燃料使用部分的有關要求。2014 年 11 月 17 日在國際海

事組織(IMO)海上安全委員會(Maritime Safety Committee；MSC)第 94 屆會議通

過《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船舶安全國際章程草案》(Draft of International 

Code of Safety for Ships Using Gases or Other Low-flashpoint Fuels；簡稱 IGF 章程

草案)及其關聯的 SOLAS 公約修正案草案。由於時間關係，IGF 規則草案目前僅

包含 LNG 動力船的要求。MSC 94 屆會議同意在制定 IGF 規則的第二階段(即制

定醇類/醚類燃料、燃料電池、低閃點柴油等有關要求)時，可繼續制定第一階段

IGF 規則的修正案。《使用氣體或其它低閃點燃料船舶海員培訓臨時指南》也在

此次會上獲得通過。 

今年(2015 年)國際海事組織海上安全委員會第 95 屆會議(MSC95)於 6 月 13

日順利完成。會議根據相關國家的提案，審議並明確確認相關議題，包括如下：

(1)關於非從事商業活動的政府船舶是否免除問題，會議決定按慣例予以免除，

但鼓勵這類船舶適用 IGF 章程；(2)關於氣體運輸船是否適用 IGF 章程問題，考

慮到如果 IGC 章程和 IGF 章程同時適用於氣體運輸船，相關要求在實施中容易

產生不確定性，諸如關於燃料艙位置和緊急切斷裝置(Emergency Shutdown; ESD)

保護性空間等兩個規則的規定不一致，為此會議決定採取“單一要求”原則，即適

用 IGC 規則的船舶無需滿足 IGF 章程；(3)關於 IGF 章程風險分析要求的適用範

圍問題，會議決定風險分析只適用於替代和等效設計及規則中明確要求進行風險

分析的事項。此外，(4)會議還明確了估計燃料艙在發生事故時可能受到的額外(浮

力)載荷的方法、燃料艙溫度監控及燃料艙保護性位置要求等問題。基於上述提

案之審議與確認，第 95 屆會議通過了《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船舶安全國

際規則》 (MSC.391(95)，簡稱 IGF 章程 )及其關聯的 SOLAS 公約修正案

(MSC.392(95))。按照預設接受程序，關於強制實施 IGF 章程的 SOLAS 公約修正

案將於 2017 年 1 月 1 日生效，IGF 章程也將一併生效，適用於 2017 年 1 月 1 日

及以後建造或改造的，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的 500 GT 及以上的船舶，但

不適用於 IGC 章程框架下的氣體運輸船。 

同時，第 95 屆會議也通過關於在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船舶上任職船

員培訓和資格的 STCW 公約和 STCW 規則修正案。MSC94 屆會議核准了關於在

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船舶上任職船員培訓和資格的 STCW 公約和規則修

正案草案，關於第 V 章特定類型船舶人員特殊培訓要求，新規則 V/3-在適用 IGF

規則船舶上任職的船長、高級船員、普通船員和其他人員培訓和資格強制性最低

要求及其關聯的 STCW 規則第 A-V/3 節和 STCW 規則第 B-V/3 節修正案草案。

修正案草案於 MSC95 屆會議通過。按照修正案草案的要求，在使用氣體或其他

低閃點燃料船舶上，承擔燃料操作、使用和應急職責的船員需要取得基本培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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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證；船長、輪機員和其他對操作、使用燃料和燃料系統負有直接責任的其他人

員還需取得高級培訓合格證。MSC94 屆會議根據相關國家的提案，確認了船員

持有的基本培訓合格證書和高級培訓合格證書需要進行受訓與換證，同時在

STCW 公約附則第 I 章中明確了 IGF 規則的概念。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本屆會

議通過了關於在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船舶上任職船員資格要求的 STCW

公約和規則修正案(MSC.396(95)和 MSC.397(95))。按照預設接受程式，STCW 公

約和規則的修正案將於 2017 年 1 月 1 日(與 IGF 章程同步)生效。 

IGF 章程的目的是提供 IGC 章程(International Gas Carrier；國際氣體載運船

章程或稱載運散裝液化氣體船舶構造與設備章程)規範以外使用低閃點燃料船舶

的國際標準。IGF 章程的基本理念是提供使用低閃點燃料(例如液化天然氣) 的機

器、設備與系統之佈置、安裝、控制與監控等的強制性規定。通過這些強制性規

定，考慮到燃料所涉及的性質，使船舶、船員與環境風險減至最小。 

IGF 章程整個的發展，它必須基於完善的造船學和工程學原理與最理解可用

的目前操作經驗、現場數據和研發結果。IGF 章程採用基於目標的方式，根據 IMO 

的要求，船舶設計、建造和操作過程中使用低閃點燃料時的目標和功能要求，構

成了 IGF 章程的基礎。IGF 章程將應用於新建船舶，也適用於在規則生效後從使

用傳統燃油轉換為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的現有船舶，不適用於小於 500 

GT 的貨船。由於新能源技術的快速發展 IMO將同時考慮到經驗和技術的發展，

定期審查 IGF 章程。 

為使 IGF 章程具強制化要求的功能，對 SOLAS 也進行了修正，並在此次全

會上獲得通過。SOLAS 修正案新增了第Ⅱ-1 章(結構、分艙與穩性，機械和機電

設備)G 部分，該部分對需要符合 IGF 規則的低燃點燃料船舶提出要求。另外，

修正案還涉及第Ⅱ-2 章(防火，火災探測和滅火)低閃點燃料的使用。未來將根據

SOLAS 修正案要求更新安全證書的格式。 

IGF 章程滿足了需要特殊考慮使用低閃點燃油的所有領域。考量 MSC 89 審

議通過並散發了 MSC.1/Circ.1394 號通函：“制定目標型標準的通用導則”。因此，

依據目標型標準 GBS(Goal-based new ship construction standards)與綜合安全評估

FSA(Formal Safety Assessment)，為 IMO 目標型新船建造標準的制定、驗證、實

施和監控提供了一般性的程序和指導原則。 

IGF 章程的當前版本包括滿足天然氣燃料的功能要求的章程。當 IMO 制定

其他低閃點燃料的規則後也將被添加到該章程。在此期間，對於其他低閃點燃油，

必須通過替代設計，證明遵守 IGF 章程的功能要求。 

IGF 章程共 17 章，除第 1 章前言外，為分成 A(第 2 章至第 15 章)、B(第 16

章)與 C(第 17 章)三部分。A 部分為 LNG 燃料使用規範，包括：第 2 章一般定義，

第 3 章目標與功能要求，第 4 章一般功能要求。第 5 章至第 15 章屬於第 A-1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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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為 LNG 燃料船特殊功能要求，包括：第 5 章船舶設計與布置，第 6 章

燃料裝載圍護系統，第 7 章材料與一般管路設計，第 8 章燃料加注，第 9 章燃料

供給與消耗，第 10 章發電系統(含推進與其他能量晚換)，第 11 章消防安全，第

12 章爆炸防護，第 13 章通風，第 14 章電力裝置，第 15 章控制，監視和安全系

統。第 A-2 部分為附加要求使用乙醇或甲醇作為燃料的船舶，目前 IGF 章程尚

未通過。B 部分第 16 章製造，工藝和測試。C 部分第 17 章培訓和操作要求。 

其中第 3 章目標與功能要求；說明本章程的目的是提供一個安全，環保的船

舶設計，建造與操作，特別是其利用氣體或低閃點燃油作為推進主機，輔助發電

設備和/或其他專用機械系統裝置燃料的船舶。其功能要求如下： 

(1) 該系統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應等於傳統油為燃料的主及輔助機設備。 

(2) 在氣體洩漏或降低風險措施故障的情況下，必要的安全動作應被啟動。 

(3) 設計理念應保證風險降低措施和安全操作的燃氣安裝不會導致電力無

法接受的損失。 

(4) 危險區域應限制，盡可能減少可能影響船舶、人員和設備安全的潛在風

險。 

(5) 設備安裝在危險區域應盡量減少操作要求，並應適當和恰當的認證。 

(6) 易爆，易燃或有毒氣體的濃度積累意外應防止 

(7) 系統部件應受到保護，免受外界損害。 

(8) 在危險區域點火源應被最小化，以減少爆炸的可能性(MSC 95/22/Add.1 

Annex 1, page 12) 

(9) 應當安排能夠在不洩漏所需的狀態接受和容納燃料的安全和適當的燃

料供應，存儲和加注的安排。除了在必要時為安全起見，該系統的設計應能

防止所有正常工作條件下，包括空閒期下的洩漏。 

(10) 管道系統依據他們的應用目的，提供遏制和過壓安全釋放裝置的設計、

建造和安裝。 

(11) 機械設備，系統和部件的設計，建造，安裝，運行，維護和保護，以確

保安全可靠運行。 

(12) 存放燃料的系統和含有源機艙可能釋放氣體進入該空間應佈置並定位

成使得在任何一個火災或爆炸不會導致功率的不可接受的損失或使設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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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可操作其他艙區。 

(13) 應提供適當的控制，報警，監控和關閉系統，以確保安全可靠操作。 

(14) 所有關注的空間或區域必須裝置固定式氣體偵測器。 

(15) 當的提供消防檢測，保護和滅火措施。 

(16) 燃油系統試運行，試驗和維修以及天然氣利用機械應滿足安全性，可用

性和可靠性方面的目標。 

(17) 取消技術文件應允許系統及其組件適用的規則，指南，設計中使用的標

準的符合性進行評估，並涉及到安全性，可用性，可維護性和可靠性的原則。 

(18) 在技術系統或組件的單個故障應不會導致不安全或不可靠的情況 

LNG 燃料船舶設計與布置(第 5 章)的目標是提供適當的空間布置與安排，設

計燃料儲存系統，燃料供應設備和加油系統安全的設置位置。其功能要求，包括： 

(1) 燃料艙位置設計考慮船舶安全操作與其他可能危害，燃料艙位置應位於

使燃料箱因碰撞或擱淺而造成損壞的機率降至最低的位置。 

(2) 燃料裝載圍護系統，燃油管路和釋放燃料來源，其位置和佈置應使釋放

氣體引導到露天安全的位置。 

(3) 燃料源釋放空間的進入通道或開口，應佈置成易燃性，窒息性或有毒氣

體無法流通至不適合這種氣體的存在空間。 

(4) 燃料管路應加以保護，防止機械損壞。 

(5) 推進與燃料供應系統設計要求，必須在氣體洩漏之安全處置後，不可導

致動力的不可接受損失。 

(6) 在低閃燃點燃料機艙空間，氣爆機率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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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W 章程 A 篇電技員適任能力要求 

俞克維4
 

（一）STCW 章程 A 篇 表 A-III /6 電技員適任能力要求 

專長一：電機、電子及控制工程(操作級) 

第1欄 第2欄 第3欄 第4欄 

適任 知識、瞭解及熟練 適任性之證明方法 適任性之評估標準 

對電氣、

電子和控

制系統的

監控 

基本理解機械工程系統

的運行，包括： 

.1 原動機，包括主推進裝

置 

.2 機艙輔助機械 

.3 操舵系統 

.4 裝卸貨系統 

.5 甲板機械 

.6 生活系統 

有關傳熱、力學和流體力

學的基本知識 

下列知識： 

.1電子技術和電氣機械理

論 

.2電子學和電力電子學基

礎 

.3 配電板和電氣設備 

.4 自動化、自動控制系統

及技術的基礎 

.5 儀錶、警報和監測系統 

.6 電力驅動 

.7 電氣材料技術 

.8 電子-液壓和電子-氣動

控制系統 

.9 理解對電壓超過 1 千伏

特供電系統操作的危險

和所需的預防措施 

 

 

 

 

 

考試並評估從下列

一項或數項中獲取

的證據： 

.1 經認可的工作經

歷 

.2 經認可的訓練船

經歷 

.3 經認可的模擬機

訓練，如適合 

.4 經認可的實驗室

設備訓練 

.1 設備和系統的操

作與操作手冊一致 

.2 性能等級與技術

規範一致 

                                                      
4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輪機工程系教授/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兼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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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欄 第2欄 第3欄 第4欄 

適任 知識、瞭解及熟練 適任性之證明方法 適任性之評估標準 

監控推進

裝置和輔

助機械自

動控制系

統的運行 

推進裝置和輔助機械控

制系統的運行準備 

考試並評估從下列

一項或數項中獲取

的證據： 

.1 經認可的工作經

歷 

.2 經認可的訓練船

經歷 

.3 經認可的模擬機

訓練，如適合 

.4 經認可的實驗室

設備訓練 

對主推進裝置和輔

助機械系統的監控

足以保持安全運行

狀態 

發電機和

配電系統

的操作 

.1 發電機併聯、負載分配

和切換 

.2 配電盤(板)和配電盤之

間的連接與斷開 

考試並評估從下列

一項或數項中獲取

的證據： 

.1 經認可的工作經

歷 

.2 經認可的訓練船

經歷 

.3 經認可的模擬機

訓練，如適合 

.4 經認可的實驗室

設備訓練 

.1 按照操作手冊、

已建立的規定和程

序計劃執行操作，

以確保操作安全 

.2通過線路圖/說明

書理解和解釋配電

系統 

電壓超過

1 千伏特

供電系統

的操作 

理論知識 

.1 高壓電技術 

.2 安全防備措施和程序 

.3 電力推進船舶、主電動

機及控制系統 

實際知識 

高壓電系統的安全操作

和管理，包括瞭解特殊技

術類型的高壓電系統和

操作電壓超過 1 千伏特高

壓電系統引起的危險 

考試並評估從下列

一項或數項中獲取

的證據： 

.1 經認可的工作經

歷 

.2 經認可的訓練船

經歷 

.3 經認可的模擬機

訓練，如適合 

.4 經認可的實驗室

設備訓練 

按照操作手冊、已

建立的規定和程序

計劃執行操作，以

確保操作安全 

操作船上

計算機及

其網路系

統 

理解： 

.1 數據處理的主要特點 

.2船上計算機網路的構造

和使用 

.3 駕駛台、機艙和商務計

算機的使用 

考試並評估從下列

一項或數項中獲取

的證據： 

.1 經認可的工作經

歷 

.2 經認可的訓練船

經歷 

正確檢查和處理計

算機網路和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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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欄 第2欄 第3欄 第4欄 

適任 知識、瞭解及熟練 適任性之證明方法 適任性之評估標準 

.3 經認可的模擬機

訓練，如適合 

.4 經認可的實驗室

設備訓練 

使用英語

進行書面

和口頭表

達 

足夠的英語知識以確保

電子員能正確使用工程

出版物並履行其職責 

考試並評估從實際

表達中獲取的證據 

 

.1 正確解讀與電子

員職責相關的英語

出版物 

.2 溝通清楚易懂 

使用內部

通信系統 

船上所有的內部通信系

統的操作 

考試並評估從下列

一項或數項獲取的

證據： 

.1 經認可的工作經

歷 

.2 經認可的訓練船

經歷 

.3 經認可的模擬機

訓練，如適合 

.4 經認可的實驗室

設備訓練 

.1 信息的發送和接

收一直是成功的 

.2 通信記錄完整、

準確且符合法令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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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二：保養與修理(操作級) 

第1欄 第2欄 第3欄 第4欄 

適任 知識、瞭解及熟練 適任性之證明方法 適任性之評估標準 

電氣和電

子設備的

維護和修

理 

.1 船上電氣系統的工

作安全要求，包括在

允許人員檢修該設備

之前所要求的電器設

備的安全絕緣 

.2 電氣系統設備、配

電盤(板)、電動機、

發電機和直流電氣系

統及設備的維護和修

理 

.3 電氣故障的檢測、

故障位置的確定及防

止損壞的措施 

.4 電氣測試和測量設

備的結構和操作 

 

以下設備及其組成部

分的功能和性能測

試： 

.1 監控系統 

.2 自動控制設備 

.3 保護設備 

電氣和電子線路圖的

識讀 

考試並評估從下列

一項或數項獲取的

證據： 

.1 經認可的機艙技

能訓練 

.2 經認可的實際經

驗和測試 

.3 經認可的工作經

歷 

.4 經認可的訓練船

經歷 

.1 工作安全措施是適當

的 

.2 手動工具、測量儀

錶、檢測設備是適當

的，且結果的解釋是準

確的 

.3 設備的拆卸、檢查、

修理和裝復符合操作

手冊和良好的做法 

.4 裝復和性能測試符合

操作手冊和良好的做

法 

維護和修

理主推進

裝置和輔

助機械的

自動和控

制系統 

.1 適當的電氣和機械

知識和技能 

.2 安全和應急程序 

.3 允許人員維護和修

理裝置或設備前，安

全隔離設備和相關系

統 

.4 設備檢測、維護、

故障檢查和修理的實

際知識 

.5 電氣和電子控制設

備的檢測、故障檢

查、維護和恢復運行

狀態 

 

考試並評估從下列

一項或數項中獲取

的證據： 

.1 經認可的工作經

歷 

.2 經認可的訓練船

經歷 

.3 經認可的模擬機

訓練，如適合 

.4 經認可的實驗室

設備訓練 

.1 準確識別相關機械和

系統的故障的影響，正

確解讀船舶的技術線

路圖，正確使用測量和

校準儀錶並採取正確

的行動 

.2 裝置和設備的隔離、

拆卸和裝復符合製造

商的安全導則、船上須

知、法規和安全規範。

根據適合當時的環境

和狀況採取最合適的

和恰當的行動使自動

和控制系統恢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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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欄 第2欄 第3欄 第4欄 

適任 知識、瞭解及熟練 適任性之證明方法 適任性之評估標準 

維護和修

理駕駛台

航行設備

和船舶通

信系統 

 

航行設備和內外部通

信系統的原理和維護

程序的知識 

理論知識： 

.1 易燃區域電氣和電

子系統的運行 

實際知識： 

.1 執行安全維護和修

理的程序 

.2 探查機械故障、確

認故障點和防止機械

損壞的措施 

 .1 準確識別相關機械和

系統的故障的影響，正

確解讀船舶的技術線

路圖，正確使用測量和

校準儀錶並採取正確

的行動 

.2 裝置和設備的隔離、

拆卸和裝復符合製造

商的安全導則、船上須

知、法規和安全規範。

根據適合當時的環境

和狀況採取最合適的

和恰當的行動使駕駛

台航行設備和船舶通

信系統恢復原狀。 

維護和修

理甲板機

械和裝卸

貨設備的

電氣、電

子和控制

系統 

.1 適當的電氣和機械

知識和技能 

.2 安全和應急程序 

.3 在允許人員維護和

修理裝置或設備前，

安全隔離設備和相關

系統 

.4 設備檢測、維護、

故障檢查和修理的實

際知識 

.5 電氣和電子控制設

備的檢測、故障檢

查、維護和恢復運行

狀態 

 

理論知識： 

易燃區域電氣和電子

系統的運行 

 

實際知識： 

.1 執行安全維護和修

理的程序 

.2 探查機械故障、確

認故障點和防止機械

損壞的措施 

考試並評估從下列

一項或數項中獲取

的證據： 

.1 經認可的工作經

歷 

.2 經認可的訓練船

經歷 

.3 經認可的模擬機

訓練，如適合 

.4 經認可的實驗室

設備訓練 

.1 準確識別相關機械和

系統的故障的影響，正

確解讀船舶的技術線

路圖，正確使用測量和

校準儀錶並採取正確

的行動 

.2 裝置和設備的隔離、

拆卸和裝復符合製造

商的安全導則、船上須

知、法規和安全規範。

根據適合當時的環境

和狀況採取最合適的

和恰當的行動使甲板

機械和裝卸貨設備恢

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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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欄 第2欄 第3欄 第4欄 

適任 知識、瞭解及熟練 適任性之證明方法 適任性之評估標準 

維護和修

理生活設

備的控制

和安全系

統 

理論知識： 

易燃區域電氣和電子

系統的運行 

 

實際知識： 

.1 執行安全維護和修

理的程序 

.2 探查機械故障、確

認故障點和防止機械

損壞的措施 

 .1 準確識別相關機械和

系統的故障的影響，正

確解讀船舶的技術線

路圖，正確使用測量和

校準儀錶並採取正確

的行動 

.2 裝置和設備的隔離、

拆卸和裝復符合製造

商的安全導則、船上須

知、法規和安全規範。

根據適合當時的環境

和狀況採取最合適的

和恰當的行動使生活

設備的控制和安全系

統恢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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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三：控制船舶操作及船上人員管理(操作級) 

第1欄 第2欄 第3欄 第4欄 

適任 知識、瞭解及熟練 適任性之證明方法 適任性之評估標準 

保證遵守

防止污染

要求 

.1 防止海洋環境污染 

.2 防止海洋環境污染

應採取的預防措施的

知識 

.3 防止污染程序和所

有相關設備 

.4 防止海洋污染的積

極主動措施的重要性 

考試並評估從下列

一項或數項獲取的

證據： 

.1 經認可的工作經

歷 

.2 經認可的訓練船

經歷 

.3 經認可的訓練 

.1 監督船上操作和保

證遵守防污要求的程

序得到全面遵守 

.2 採取行動以保證積

極的環保聲譽得以保

持 

船上防

火、控制火

災和滅火 

.1 防火和滅火設備 

組織消防演習的能力 

火的種類及其化學性

質的知識 

.2 滅火系統的知識 

一旦失火時，包括涉

及油類系統着火時應

採取的行動 

評估從第 A-VI/3 節

第1至3款規定的經

認可的消防訓練中

獲得的證據 

 

.1 迅速確定問題的類

型和範圍，初始行動

符合應急程序和船舶

意外事故應急計劃 

.2 撤離、應急關閉和

隔離程序適合緊急情

況的性質，並迅速實

施 

.3 作出報告和通知船

上人員的優先順序、

等級和時間範圍與緊

急情況的性質相適應

並反映問題的緊急程

度 

操作救生

設備 

救生 

組織棄船演習的能力

和操作救生艇筏和救

助艇、其釋放裝置和

佈置，以及艇筏設備

（包括無線電救生設

備、衛星應急無線電

示位標、搜救雷達應

答器、救生服和保溫

用具）的知識 

評估從第 A-VI/2 節

第1至4款規定的經

認可的訓練和實際

經驗中獲取的證據 

 

在棄船求生情況下採

取的行動適合於當時

的環境和條件，並符

合公認的安全做法和

標準 

 

在船上應

用醫療急

救 

醫療急救 

實際應用醫療指南和

無線電諮詢，包括根

據這種知識對船上可

能發生的事故和疾病

採取有效行動的能力 

評估從第 A-VI/4 節

第1至3款規定的經

認可的訓練中獲取

的證據 

 

迅速確認傷病的可能

原因、性質或程度，

加以治療以儘快減小

對生命的直接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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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欄 第2欄 第3欄 第4欄 

適任 知識、瞭解及熟練 適任性之證明方法 適任性之評估標準 

領導才能

和管理技

能的運用 

 

船上人員管理和訓練

的實用知識 

應用任務和工作量管

理的能力，包括： 

.1 計劃和協調 

.2 人員分派 

.3 時間和資源的制約 

.4 優先排序 

應用有效的資源管理

的知識和能力： 

.1 資源的分配、分派

和優先排序 

.2 船上和岸上的有效

交流 

.3 決策反映出對團隊

經驗的考慮 

.4 決斷力和領導才

能，包括激勵 

.5 領悟並保持情景意

識 

運用決策技能的知識

和能力： 

.1 局面和風險評估 

.2 確定並形成選擇項 

.3 選擇行動方式 

.4 評價結果的有效性 

考試並評估從下列

一項或數項獲取的

證據： 

.1 經認可的訓練 

.2 經認可的工作經

歷 

.3 實際演示 

.1 以適合有關個人的

方式分配海員工作，

並告知所期待的工作

和行為標準 

.2 訓練目標和訓練活

動以對目前適任性和

能力的評估和操作要

求為依據 

.3 操作是有計劃的並

根據需要按正確的優

先順序分配和分派資

源，以執行必要的任

務 

.4 清晰及明確的溝通 

表明有效的領導行為 

必要的團隊小組成員

分享對當前和預測的

船舶和操作狀態以及

外部環境的準確理解 

決策對於局面是最有

效的 

 

致力於人

員和船舶

的安全 

 

.1 人員求生技能的知

識 

.2 防火知識和滅火能

力 

基本急救的知識 

.3 人員安全和社會責

任的知識 

評估從第 A-VI/1 節

第 2 款規定的經認

可的訓練中獲取的

證據 

.1 正確使用適當的安

全和防護設備 

.2 始終遵守為保護人

員和船舶而設計的程

序和安全工作做法 

.3 始終遵守為保護環

境而設計的程序 

.4 碰到緊急情況的初

始和後續行動符合已

建立的應急反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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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範課程 7.08 建議之授課綱要與時數 

專長一：電機、電子及控制工程(操作級)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proficiency 

Total hours 

for each 

subject area 

of required 

performance 

1.1MONITOR THE OPERATION OF ELECTRICAL, ELECTRONIC 

AND CONTROL SYSTEMS 

  監控電機、電子和控制系統操作 
 

1.1.1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OPERA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YSTEMS  

機械工程系統操作的基本知識 
 

.1Prime Movers, Including Main Propulsion Plant 

 主動力，包含主推進器 
20 

.2Engine Room Auxiliary Machinery 

 機艙輔機 
20 

.3Steering Systems 

 操舵系統 
4 

.4Cargo Handling Systems 

 貨物裝載系統 
28 

.5Deck Machinery 

 甲板機械 
18 

.6Hotel Systems 

 生活系統 
12 

1.1.2 BASIC KNOWLEDGE OF HEAT TRANSMISSION, 

MECHANICS AND  HYDROMECHANICS 

熱傳學、機械力學、流體力學的基本知識 
14 

1.1.3 ELECTRO-TECHNOLOGY AND ELECTRICAL 

MACHINES THEORY 

電子工程及電機技術理論 
75 

1.1.4 FUNDAMENTALS OF ELECTRONICS AND POWER 

ELECTRONICS 

電子與電力電子技術基礎 
45 

1.1.5 ELECTRICAL POWER DISTRIBUTION BOARDS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配電板等機電設備 
60 

1.1.6 FUNDAMENTALS OF AUTOMATION,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S AND TECHNOLOGY 

自動化，自動控制系統和技術基本原理 
40 

1.1.7 INSTRUMENTATION, ALARM AND MONITORING  

SYSTEMS 

儀器、儀表，報警與監控系統 
45 

1.1.8 ELECTRICAL DRIVES 

電機傳動 
30 

1.1.9 TECHNOLOGY OF ELECTRICAL MATERIAL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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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proficiency 

Total hours 

for each 

subject area 

of required 

performance 

電機材料科技 

1.1.10 ELECTRO-HYDRAULIC AND 

ELECTRO-PNEUMATIC SYSTEMS 

電動油壓和電動氣動系統 
16 

1.1.11 APPRECIATIONS OF THE HAZARDS AND 

PRECAUTIONS REQUIRED FOR THE 

OPERATION OF POWER SYSTEMS ABOVE 1,000 

VOLTS 

超過 1000伏特以上的電力系統的危害及預防措施及

操作 

5 

1.2 MONITOR THE OPERATION OF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S OF PROPULSION AND AUXILIARY MACHINERY 

監視推進和輔助機械自動控制系統的操作 
 

1.2.1 PREPARATION OF CONTROL SYSTEMS OF 

PROPULSION AND AUXILIARY MACHINERY 

FOR OPERATION 

操作推進系統和輔助機械的控制系統 

15 

1.3 OPERATE GENERATORS AND DISTRIBUTION SYSTEMS 

發電機和配電系統的操作 
 

1.3.1 COUPLING, LOAD SHARING AND CHANGING 

OVER GENERATORS 

耦合，負載共享和切換發電機 
6 

1.3.2 COUPLING AND BREAKING CONNECTION 

BETWEEN SWITCHBOARDS AND DISTRIBUTION 

PANELS 

開關盤及配電盤之間的耦合和斷開連接 

6 

1.4 OPERATE AND MAINTAIN POWER SYSTEMS IN EXCESS 

OF 1,000 VOLTS 

操作和維護超過 1000 伏的電源系統 
 

1.4.1 HIGH  VOLTAGE TECHNOLOGY 

高電壓技術 
15 

1.4.2 SAFETY PRECAUTIONS AND TECHNOLOGY 

安全注意事項和技術 
5 

1.4.3 ELECTRICAL PROPULSION OF SHIPS, 

ELECTRICAL MOTORS AND CONTROL SYSTEMS 

電力推進船舶、電動機和控制系統  
15 

1.4.4 SAF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HIGH-VOLTAGE SYSTEMS 

高壓系統的安全操作和維護 
12 

1.5 OPERATE COMPUTERS AND COMPUTER NETWORKS ON 

SHIPS 

電腦與船舶電腦網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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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proficiency 

Total hours 

for each 

subject area 

of required 

performance 

1.5.1 MAIN FEATURES OF DATA PROCESSING 

數據處理的主要特點 
45 

1.5.2 CONSTRUCTION AND USE OF COMPUTER 

NETWORKS ON SHIPS 

船上計算機網絡的建構和使用 
30 

1.5.3 BRIDGE BASED, ENGINE ROOM BASED AND 

COMMERCIAL COMPUTER USE 

船橋、機艙和商用電腦的使用 
45 

1.6 USE ENGLISH IN WRITTEN AND ORAL FORM 

英語書面和口語形式的使用 
 

1.6.1 ENGLISH LANGUAGE  

英文(參見 IMO 典範課程 3.17) 
30 

1.7 USE INTERN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內部通訊系統的使用 
 

1.7.1 OPERATION OF ALL INTERN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ON BOARD 

在船上所有內部通訊系統的操作 
15 

專長一：電機、電子及控制工程(操作級)總時數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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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二：保養與修理(操作級)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proficiency 

Total hours for 

each subject 

area of required 

performance 

2.1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電器和電子設備的維護和修理 

 

2.1.1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WORKING 

ON SHIPBOARD ELECTRICAL SYSTEMS 

船上電機設備工作者的安全要求 

15 

2.1.2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ELECTRICAL  SYSTEM EQUIPMENT, 

SWITCHBOARDS, ELECTRIC MOTORS, 

GENERATOR AND DC ELECTRICAL SYSTEMS AND 

EQUIPMENT  

維護和修理電機系統設備，配電盤，電動機，發電機和

直流電機系統和設備 

20 

2.1.3 DETECTION OF ELECTRIC MALFUNCTION, 

LOCATION OF FAULTS AND MEASURES TO 

PREVENT DAMAGE 

檢測電機故障，定位故障並採取預防損傷的措施 

10 

2.1.4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ELECTRICAL TESTING AND MEASURING 

EQUIPMENT 

電機測試與測量設備的建構和操作 

15 

2.1.5 FUNCTION, CONFIGURATION AND 

PERFORMANCE TESTS OF MONITORING 

SYSTEMS, AUTOMATIC CONTROL DEVICES, 

PROTECTIVE DEVICES 

自動控制裝置、繼電保護的功能，監控系統的配置和性

能測試  

20 

2.1.6 THE INTERPRETATION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DIAGRAMS 

電機和電子圖的解釋 

30 

2.2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AUTOMATION AND 

CONTROL SYSTEMS OF MAIN PROPULSION AND 

AUXILIARY MACHINERY 

主要推進機械及輔助機械自動化和控制系統的保養和維修 

 

2.2.1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AUTOMATION 

AND CONTROL SYSTEMS OF MAIN PROPULSION 

AND AUXILIARY MACHINERY 

維護和修理主推進和輔助機械自動化和控制系統 

30 

2.3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BRIDGE 

NAVIGATION EQUIPMENT AND SHIP 

COMMUNICATION SYSTEMS 

保養和維修船橋導航設備和船舶通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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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proficiency 

Total hours for 

each subject 

area of required 

performance 

2.3.1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BRIDGE 

NAVIGATION EQUIPMENT 

維護船橋導航設備和修理 

39 

2.3.2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SHIP 

COMMUNICATION SYSTEMS 

船舶通信系統的維護和維修 

15 

2.4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ELECTRICAL, 

ELECTRONIC AND CONTROL SYSTEMS OF DECK 

MACHINERY AND CARGO-HANDLING EQUIPMENT 

電機，電子和甲板機械控制系統和貨物裝卸設備的保養和

維修 

 

2.4.1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ELECTRICAL, 

ELECTRONIC AND CONTROL SYSTEMS OF DECK 

MACHINERY 

電機、電子和控制系統及甲板機械的維護和修

理 

15 

2.4.2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ELECTRICAL, 

ELECTRONIC AND CONTROL SYSTEMS OF 

CARGO-HANDLING EQUIPMENT 

電機，電子和貨物裝卸設備控制系統的維護和

維修 

20 

2.4.3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SYSTEMS 

OPERATING  IN FLAMMABLE AREAS 

在易燃區電機和電子系統的操作 

15 

2.4.4 SAFETY AND EMERGENCY PROCEDURES 

安全和應急程序 

5 

2.5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CONTROL AND 

SAFETY SYSTEMS OF HOTEL EQUIPMENT 

生活設備控制與安全系統的保養和維修 

 

2.5.1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CONTROL AND 

SAFETY SYSTEMS OF HOTEL EQUIPMENT 

生活設備控制與安全系統的保養和維修 

30 

專長二：保養與修理(操作級)總時數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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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技員養成方式與輪機員養成方式的公約結構比較 

職

務 

與 

公

約 

輪機員 電技員 

規

則 

規則 III/1 

在有人值守機艙負責當值之輪機員

或指派在定期無人值守機艙為值勤

輪機員發證之強制性最低要求 

1 凡在主機推進動力 750 瓩以上之

航行船舶上，有人值守機艙負責輪

機當值輪機員或指派在定期無人

值守機艙為值勤輪機員者，應持有

適任證書。 

規則 III/6 

電技員發證之強制性最低要求 

1 凡在主機推進動力 750 瓩以上之

航行船舶上服務之電技員，應持有

適任證書。 

2 凡申請發證者應： 

.1  年齡滿 18 歲； 

.2  業已完成工廠實務技能訓練，及

至少 12 個月經認可之海勤資

歷，作為符合 STCW 國際公約

章程第 A-III/1 節所要求包含在

船訓練在內經認可訓練計畫之

一部分，並在認可的訓練紀錄簿

中載明；或業已完成綜合機工技

能訓練，及至少 36 個月經認可

之海勤資歷，其中至少 30 個月

係在輪機部門服務。 

.3  在所要求之海勤資歷期間，在輪

機長或合格之輪機員監督下，執

行輪機當值職責至少 6 個月； 

.4  業已完成認可之教育與訓練， 

符合 STCW 國際公約章程第

A-III/1 節規定之適任標準；及 

.5 符合 STCW 國際公約章程第

A-VI/1 節第 2 項、第A-VI/2 節

第 1 至 4 項、第 A-VI/3 節第 1 

至 4 項、及第 A-VI/4 節第 1 至

3 項規定之適任標準。 

2 凡申請發證者應： 

.1 年齡滿 18 歲； 

.2  業已完成至少12 個月之綜合機

工技能訓練，及至少 6 個月經

認可之海勤資歷，以作為認可訓

練計畫之一部分，包括符合

STCW 國際公約章程 A-III/6 

節規定之訓練，並已於認可之訓

練紀錄簿上載明之；或業已完成

至少36 個月之綜合機工技能訓

練，及至少 30 個月經認可在輪

機部門服務之海勤資歷。 

.3  業已完成認可之教育與訓練，並

符合 STCW 國際公約章程第

A-III/6 節規定之適任標準；及 

.4  符合 STCW 國際公約章程第

A-VI/1 節第 2 項、第A-VI/2 節

第 1 至 4 項、第 A-VI/3 節第 1 

至 4 項、及第 A-VI/4 節第 1 至

3 項規定之適任標準。 

附

錄
A 

第 A-III/1 節 

在有人值守機艙負責當值之輪機員

或指派在定期無人值守機艙為值勤

輪機員發證之強制性最低要求 

 

第 A-III/6 節 

電技員發證之強制性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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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務 

與 

公

約 

輪機員 電技員 

 訓練 

1 規則 III/1 節第 2.4 項所要求之教

育及訓練，應包括與輪機員職責有

關之機械及電機工作間技能之訓

練。 

訓練 

1 規則 III/6 第 2.3 項所要求之教育

與訓練，應包括對電技員職責有關

之電子與電機工廠技能之訓練。 

 

船上訓練 

2 凡申請發證為主機推進動力 750 

瓩以上之航行船舶上，有人值守機

艙之負責輪機當值之輪機員或指

派在定期無人值守機艙之值勤輪

機員，其海勤資歷依規則 III/1 第

2.2 款作為認可訓練計畫之一部分

符合本節之規定者，應參加認可之

船上訓練計畫。 

.1  確保申請發證者在要求之海勤

資歷期間，考慮及本章程第

B-III/1 節所述之準則，在負責

機艙當值甲級船員之任務、職責

及責任中，接受有系統之實作訓

練及經驗； 

.2  在其執行認可之海勤資歷時受

到船上適任並持證輪機員嚴密

之指導及監督；及 

.3 在訓練紀錄簿中適當記載之。 

船上訓練 

2 凡申請發證為電技員者，應接受認

可之船上訓練計畫，以： 

.1 確保申請發證者在要求之海勤

資歷期間，在電技員之任務、職

責及責任中，接受有系統之實作

訓練及經驗； 

.2  在其執行認可之海勤資歷時受

到船上適任並持證甲級船員嚴

密之指導及監督；及 

.3 在訓練紀錄簿中適當記載之。 

適任標準 

3 凡申請發證為主機推進動力 750 

瓩以上之航行船舶上，有人值守機

艙負責輪機當值之輪機員或指派

在定期無人值守機艙之值勤輪機

員，應要求證明其能力能承擔表

A-III/1 第 1 欄所列操作級之任

務、職責及責任。 

4 發證所要求之最低知識、瞭解及熟

練如表 A-III/1 第 2 欄所列。  

5 表 A-III/1 第 2 欄所列資料之知識

水準，應足以使輪機員執行其當值

職責。 

6 為達到所需水準之理論知識，瞭解

及熟練之訓練及經驗，應以第

適任標準  

3 凡申請發證為電技員者，應要求證

明其能力能承擔表 A-III/6 第 1 欄

所列之任務、職責與責任。 

4 所要求之最低知識、瞭解及熟練如

表 A-III/6 第 2 欄所列，並應考慮

本章程 B 篇之指導。 

5 凡申請發證者應要求依表 A-III/6 

第 3 欄及第 4 欄所列，提供已達

到所要求適任標準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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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務 

與 

公

約 

輪機員 電技員 

A-VIII/1 節第 4-2 部分“輪機當值

應遵守之原則”為基礎，並應考慮

及本部分之有關要求及本章程 B 

篇所列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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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W 公約與國內法對照(上) 

吳建興5、陳霓沂6
 

對於 STCW 公約與本國船員法及相關子法規定之差異分析，本研究依公約

附錄(Annex)之規則相對應附錄一 A 篇(Annex Part-A)之章節，與國內船員法、船

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商港法、船員體

格健康檢查及醫療機構指定辦法與航行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船上法令規

章必要藥品及醫療設備備置標準等國內法，依 STCW 公約逐條進行相關法條之

參照與比較。 

 

公約條文 國內相關法規 

規則 I/1 定義及釋義  

I/1.1;A-I/1.1 船員法第 2 條 

I/1.2 說明 A 篇為補充之強制性規定，B 篇為建議性指導 

I/1.3 船員法第 6、7 條 

本條說明「主管機關」不應妨礙締約國依本公約規則發證。 

規則 I/2 證書及簽發  

I/2.1 船員法第 6、7 條 

I/2.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2 條 

I/2.3 我國核發之適任證書、認可證書及專業訓練證書皆以中、

英文呈現。 

I/2.4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59 條 

I/2.5 船員法第 7 條 

I/2.6、A-I/2.1、

A-I/2.2、A-I/2.3、

A-I/2.4 

我國船員相關證書格式如附件，均依據公約制定 

I/2.7 外國籍船員僱用許可及管理規則第 6、9 條 

I/2.8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47 條 

I/2.9 航行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第 9 條 

I/2.10 我國船員適任證書及認可證書皆係依公約 A-I/2 所訂。 

I/2.11 船員適任證書及認可證書上，載明「當在船上服務時，本

證書正本須隨時攜帶」 

I/2.12 1. 船員法第 6、7、25-1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2 條 

                                                      
5
 中塑海運股份有限公司海技科船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輪機工程學系博士生 

6
 STCW 資訊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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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13 1. 船員法第 5 條 

2. 船員服務規則第 63 條 

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54~59 條 

I/2.14、A-I/2.8 船員適任證書、認可證書及專業訓練證書，皆於 MTNET

海技系統中，保有紀錄。 

I/2.15、I/2.16、A-I/2.7 航港局提供船員服務手冊及適任證書查驗平臺

https://ftz.mtnet.gov.tw/Mocls_book/WebSite/Default.aspx，

可讓締約國查詢該類證書是否有效。 

A-I/2.5 我國船員海勤資歷登載，係航務中心依據任卸職紀錄辦

理，領有該職務適任證書或符合相關規定者，其職務與資

歷始得登錄 MTNET 海技系統。 

A-I/2.6 交通部委託辦理「因應 STCW 公約 2010 年修正案規劃船

員訓練及發證」（101.5.30 結案），參考 IMO MODEL 

COURSE 訂有各項專業訓練時數、課程配當表、適任性評

估方式，提供國內各訓練機構參照辦理。 

規則 I/3 近岸航程原

則 

 

I/3.1 商港法 58 條 

I/3.2、I/3.5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小三通航線係透過協商與陸方建立

一致性標準 

I/3.3、I/3.4 我國無經常在他締約國（或非締約國）海岸附近從事近岸

航程之船舶 

I/3.6、A-I/3.1、A-I/3.2 1. 我國近岸航程定義可參考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

書辦法第 6、10 條 

2. 我國三等船員之適任證書有加限制服務於國內航線 

I/3.7 對於近岸航程部分我國法規無限制他國之管轄權 

規則 I/4 管制程式  

I/4.1、I/4.2、A-I/4.1、

A-I/4.2 、 A-I/4.3 、

A-I/4.4 、 A-I/4.5 、

A-I/4.6 

商港法 58 條 

I/4.3 商港法 60 條 

規則 I/5 國家規定  

I/5.1 1. 船員服務規則第 94 條 

2. 「海事評議小組設置及評議作業要點」 

I/5.2 1. 新版船員服務手冊採用為小字印刷、光學變色油墨、

雕刻凹版印刷、防拷貝印刷、隱性螢光油墨等房方式

https://ftz.mtnet.gov.tw/Mocls_book/WebSite/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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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偽 

2. 船員服務規則第 95 條以及刑法 210-220 條 

I/5.3 1. 船員法 76~84-1、85 條 

2. 船員服務規則第 89-93 條 

I/5.4 船員法 84 條 

I/5.5 我國管轄權內如發現 I/5.4 之情形，且其他締約國欲在其

管轄權內提出訴訟，我國可配合提供相關資訊 

A-I/5 規則 I/5 條相關規定，不得妨礙在監督下以訓練為目的之

任務分派，或在不可抗力情形下之任務分派。 

規則 I/6 訓練及評估  

I/6.1、I/6.2 1. 船員法第 6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5 條~第 12 條 

3.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一 

A-I/6.1；A-I/6.2 1. 船員法第 10 條之 1 第 1 項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3 條第 1 項 

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3、16、17、31

條。 

A-I/6.3 1.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3 條第 1、2 項、第 4 條

第 1 項、第 10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9 條及附件二 

A-I/6.4；A-I/6.5 1. 船員法第 10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10 條及附件二 

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8 條第 2 項 

4. 船上訓練及評估指導手冊(草案) 

A-I/6.6 1. 船員法第 10 條之 1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10 條第 2 款及第 3 款 

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42、54、55、

57、63 條 

4. 航海人員岸上訓練及評估指導手冊(草案)第三章。 

A-I/6.7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2、11 條 

規則 I/7 資料遞送 我國非會員國，無法遞送資料，但仍備有履約文件及獨立

評估。 

規則 I/8  品質標準  

I/8.1； I/8.2；I/8.3；

A-I/8.1 ； A-I/8.2 ；

A-I/8.3。 

1.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2、3、11 條 

2. 我國依據 STCW 公約及國際海事組織要求，分別在

2003、2008 及 2013 年，每五年進行一次獨立評估，

迄今已完成 3 次評估。 

file:///G:/DAISY/STCW公約I.6-10(0827)/附件一.PDF
file:///G:/DAISY/STCW公約I.6-10(0827)/附件二.PDF


38 

公約條文 國內相關法規 

3. 中華民國執行 STCW 公約第 3 次品質標準獨立評估

報告第 2 章獨立評估員查核範圍，依據國際海事組織

MSC.1/Circ.1449 號通告之說明，當遵循 STCW 中公

約規則 I/7 及 I/8、章程 A-I/7、A-I/8、B-I/7 及 B-I/8

執行獨立評估，展現我國充分且完全實施該公約。 

規則 I/9 健康標準─

證書之簽發及登記 

 

I/9.1~I/9.7 ；

A-I/9.1~A-I/9.8。 

1. 船員法第 8 條第 1 項 

2. 船員體格健康檢查及醫療機構指定辦法 

3. 航港局網站附有船員(健康)檢查證明書。 

規則 I/10 證書之認

可 

 

I/10.1~I/10.6 ；

A-I/10.1~A-I/10.2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 

規則 I/11 證書重新

生效 

 

I/11.1~I/11.2 

A-I/11.1~A-I/11.2 

1. 船員法第 6、8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54、55、56、

57、58、59、65 條 

3.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7 條及附件一 

I/11.3 

A-I/11.3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7 條及附件一 

I/11.4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7 條及附件二 

I/11.5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1 條 

I/11.6 交通部航港局成立「STCW 資訊研究中心」，架設網站提

供船員相關資訊。 

規則 I/12 模擬設施

之使用 

 

I/12.1 1. 船員法第 10 條第 1 項、10-1 第 1 項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1 條 

A-I/12.1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1 條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10 條及附件二 

A-I/12.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10 條 

A-I/12.3~A-I/12.8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1 條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10 條及附件二 

規則I/13試驗之實施 國內無相關條文 

規則 I/14 公司之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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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4.1 1. 船員法(The Seafarer Act)第 6、7、17、70-1 條 

2. 航行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第 2、3、4、5、9 條 

3. 適任證書、專業訓練證書由 MTNET 海技系統管理 

I/14.1~ A-I/14.2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8、63 條 

2. 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第 7 條及附件一 

3. 適任證書、專業訓練證書由 MTNET 海技系統管理 

規則I/15 過渡規定 依公約規定辦理，對訓練之認可、證書之簽發與加簽。 

規則II/1 

在總噸位500以上船

舶負責航行當值之

甲級船員發證之強

制性最低要求 

依我國分類為二等航行員 

II/1.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4、16、17、43、44、

54 條 

II/1.2 1. 船員法第 5 條、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4、17、54 條

第 8 款、附件一 

A-II/1.1~A-II/1.5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6、17、43、

44、54 條 

A-II/1.6 1. 船員法第 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5 條第 1 項、

第 54 條、第 63 條第 3 項 

A-II/1.7 國內無相關規範。 

規則II/2 

在總噸位 500 以上船

舶之船長及大副發

證之強制性最低要

求 

依我國分類為二等航行員 

II/2.1;II/2.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4、16、17、19、20

條及附表一 

II/2.3;II/2.4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5、21、22、44、55

條及附表一 

A-II/2.1~A-II/2.7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4、5、6、17、

19、20、21、22、45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附表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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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I/2.8 國內無相關規範。 

規則II/3 

在總噸位未滿在500

船舶負責航行當值

之甲級船員及船長

發證之強制性最低

要求 

依我國分類為三等航行員 

II/3.1；II/3.2 航行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第 3 條 

II/3.3；II/3.4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6、24、44、45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及附表

一 

II/3.5；II/3.6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23、24、56、

60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表一及附件二 

II/3.7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62 條。 

A-II/3.1~A-II/3.6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6、24、38、44、

56、60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 

A-II/3.7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23、24、44、

56、60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表一、附件二 

規則II/4 

在構成航行當值一

部分之乙級船員發

證之強制性最低要

求 

 

II/4.1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2、14、16、

17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 

II/4.2; II/4.3; 

A-II/4.1~A-II/4.4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57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 

規則II/5 

幹練水手發證之強

制性最低要求 

 

II/5.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2、1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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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5.2~II/5.6 1. 船員法第 5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57 條。 

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 

A-II/5.1~A-II/5.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 

規則 III/1 

在有人值守機艙負

責當值之輪機員或

指派在定期無人值

守機艙為值勤輪機

員發證之強制性最

低要求 

 

III/1.1 1. 船員法(The Seafarer Act)第 6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8、9、16、17、

44、54 條 

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及附表

一 

III/1.2 1. 船員法第 5、6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6、17、44、

54 條 

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及附表

一 

A-III/1.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 

A-III/1.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38、63 條 

A-III/1.3~A-III/1.9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 

A-III/1.10 航行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第 3 條 

規則III/2 

在 主 機 推 進 動 力

3,000 瓩以上船舶之

輪機長及大管輪發

證之強制性最低要

求 

 

 

依我國分類為一等輪機員 

III/2.1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8、25、26、55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及附表

一 

http://motclaw.motc.gov.tw/Law_ShowAll.aspx?LawID=H0061005&Mode=0&PageTitle=%e6%a2%9d%e6%96%87%e5%85%a7%e5%ae%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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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2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6、17、54、

55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 

A-III/2.1~A-II/2.7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8、16、17、25、

26、44、54、55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及附表

一 

A-III/2.8 航行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第 3 條 

規則III/3 

在主機推進動力介

於750 瓩與3,000 瓩

間船舶之輪機長及

大管輪發證之強制

性最低要求 

依我國分類為二等輪機員 

III/3.1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9、16、17、28、

55、44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及附表

一 

III/3.2;III/3.3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6、17、27、

28、44、74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及附表

一 

A-III/3.1~A-III/3.7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及附表一 

A-III/3.8 航行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第 3 條 

規則III/4 

在構成有人值守機

艙當值一部分或指

派在定期無人值守

機艙執行職責之乙

級船員發證之強制

性最低要求 

 

III/4.1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2、14、57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 

III/4.2；III/4.3 1. 船員法第 5 條第 1 項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 16、17、57、63

條 

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及附表

http://motclaw.motc.gov.tw/Law_ShowAll.aspx?LawID=H0061005&Mode=0&PageTitle=%e6%a2%9d%e6%96%87%e5%85%a7%e5%ae%b9
http://motclaw.motc.gov.tw/Law_ShowAll.aspx?LawID=H0061005&Mode=0&PageTitle=%e6%a2%9d%e6%96%87%e5%85%a7%e5%ae%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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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條文 國內相關法規 

一 

A-III/4.1~A-III/4.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及附表一 

A-III/4.4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57、63 條 

規則III/5 

在有人值守機艙或

指派在定期無人值

守機艙執行職責之

幹練機匠發證之強

制性最低要求 

 

III/5.1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2、14、16、

17、58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 

III/5.2~III/5.4 1. 船員法第 5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及附表

一 

A-III/1~A-III/4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8、9、25、38、

63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 

III/5、A-III/5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2、14、16、

17、57、58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 

III/6、A- III/6 相關法規尚在研擬 

III/7、A-III/7 1.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12、14、16、

17、44、57、58 條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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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公約與國內法對照後，提出下列建議： 

1. STCW 公約規則 I/14 公司之責任 1.7 規定「在其船上之任何時刻，應能依

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第 V 章規則 14 第 3 與 4 項之規定作有效之口頭

溝通。」建議修訂相關法規增加：「船上工作語言為英語，並於航海記事

簿內頁標記”工作語言為英文”等字樣。」 

2.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附件一「交通部航海人員測驗應測

資格表」第八項：「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職業以上學校航海、海運技術

等科畢業， 或漁撈、漁航技術、漁業、航輪等科畢業，曾修習船藝學、

航海 學、航海儀器、航海氣象學、避碰規則、船舶通訊各學科，領有 證

明文件，領有助理級航行當值適任證書，曾任總噸位三千以上，航行國際

航線船舶之艙面部門乙級船員職務三年以上。」之規定，建議納入「船員

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 54 條第 8 款。 

3. STCW 公約規則 I/3 近岸航程之原則，因近岸航程船員與國際航程船員所

持之適任證書及訓練有所差異，因此建議可研議“近岸航程船員適任能力

調整變更之作業方式”，以祈對我國沿岸航程船員有所助益。 

4. 因我國雇用之外國籍船員佔有一定比例，為維持船舶航行安全及提升船員

素質，建議將 STCW 公約規則 I/10 證書之認可中，關於外國籍船員之訓

練、檢核及發證相關項目納入「外國籍船員僱用許可及管理規則」中。 

5. 於國內法規「船員訓練專業機構管理規則」附件二中，羅列各訓練項目所

需之訓練設備和設施需求明細，僅部分模擬設備需經認證，建議檢視各項

模擬設備是否均需經過船級社核可、認證，確保各項設備均能正常發揮其

功能使船員訓練能達到最大效力。 

6. 於目前船員法及其子法中，尚未包含公約 I/14 公司之責任之相關內容，對

公司之規範僅見於「船員法」第 17 條，僱用人應制定船員工作守則相關

內容，無明文規範公司之責任，因此建議可參酌國際公約，納入船員法及

其子法範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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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W 資訊研究中心交流研討會成果7
 

 

交通部航港局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STCW 資訊研究中心研究團隊於 104 年

10 月 14 日下午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航管大樓 R103 演講廳舉辦「STCW 資訊研

究中心交流研討會」，邀請產、官、學界代表與會共同研討國際海事組織（IMO）

於 2015 年 2 月 2 日至 6 日在倫敦舉辦之人為因素、培訓、和當值次委員會

（Sub-Committee on Human Element, Training and Watchkeeping，HTW）第 2 次

會議中最新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航行當值標準國際公約相關重要資訊，如「低

閃點燃料船船員特殊培訓典範課程」以及「MLC2006 公約」等議題。 

 

STCW 資訊研究中心一案，係在交通部、交通部航港局祁文中局長大力支持

下，委由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成立「STCW 資訊研究中心」，希望透過學術研究以

及產官學界的交流，促進國內海事相關產業與政策與國際接軌，並落實國際公約

內國法化，讓我國各項作業符合 STCW 國際公約相關強制性規定，充分展現我

國完全實施該公約。 

 

本次研討會主要針對「提升我國船員福祉-MLC2006 之發展與因應」及「低

閃點燃料船舶-特殊培訓典範課程之發展」兩大議題進行研討，由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商船學系郭俊良副教授針對「提升我國船員福祉-MLC2006 之發展與因應」

與與會專家學者進行討論；並由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黃俊誠副教授分享

「低閃點燃料船舶-特殊培訓典範課程之發展」之研究成果。 

 

與會先進對於 STCW 資訊研究中心的成立以及進行相關研究案的探討，均

相當贊成並給予正向的支持，也非常讚許交通部、交通部航港局對海事教育與國

際接軌的努力，期待在交通部、交通部航港局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的共同努力下，

能逐步促使國內法規與國際法規接軌，並期許我國於 STCW 公約的履約程序與

技術能更加成熟。 

 

會中邀請交通部、交通部航港局、中華民國船員外僱輔導會、中華民國海員

總工會、傑舜船舶安全管理顧問公司、陽明海運、中華民國船長公會、中國驗船

中心及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等單位代表參與討論。STCW 資訊研究

中心透過不斷蒐集與檢視國際海事組織（IMO）及國際勞工組織（ILO）等組織

發佈的最新規範，針對最近有關船員之討論議題進行研究與調查，並分析因應國

內海事法令變革之修正範圍，使我國船員資格持續符合國際公約有關船員之相關

規定，並鼓勵我國船員至外籍船舶服務，擴大國際就業市場。 

  

                                                      
7
 STCW 資訊研究中心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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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程 

時   間 分鐘 議   程 

13:30-14:00 30 貴賓報到 

14:00-14:10 10 
開幕式 

李昌輝 副局長      張清風 校  長 

14:10-14:15 5 貴賓大合照 

14:15-15:15 

 
議題一、提升我國船員福祉─ MLC2006 之發展與因應 

5 主持人 陸王均 理事長 (中華民國海員總工會) 

25 報告人 郭俊良 副教授 (臺灣海洋大學航訓中心主任) 

30 

與談人 邱啟舜 董事長(傑舜船舶安全管理顧問公司)  

鄭  怡 副協理 (陽明海運船務部)  

徐國裕 理事長(中華民國船長公會) 

15:15-15:35 20 茶敘時間 

15:35-16:35 

 
議題二、低閃點燃料船舶─特殊培訓典範課程之發展 

5 主持人 黃余得 專案經理(中國驗船中心) 

25 報告人 黃俊誠 副教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30 

與談人 李  蓬 船長(中華民國船長公會) 

吳金翰 組長(中國驗船中心) 

林守毅 工程師(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

中心) 

16:35-17:00 25 

綜合討論 

主持人 黃余得 專案經理(中國驗船中心) 

陸王均 理事長(中華民國海員總工會) 

STCW 資訊研究中心團隊：李選士副校長、 

林彬教授 、郭俊良副教授及黃俊誠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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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 

議題一、提升我國船員福祉─ MLC2006 之發展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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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低閃點燃料船舶─特殊培訓典範課程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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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者 

中國航海技術研究會 趙曼青 秘書長 

中華民國船長公會 徐國裕 理事長 

中華民國船長公會 李  蓬 秘書長 

中華民國船員外僱輔導會 姚忠義 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船舶工程機械學會 陳德銘 
 

中華海員總工會 陸王均 理事長 

中華海員總工會 謝珍鳳 秘書 

中塑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吳建興 駐埠船長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陳德銘 專案助理教授 

台塑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王昱民   

台塑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薛英林   

台灣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瑞光 科長 

交通部航政司 鄭鴻政 簡任技正 

交通部航政司 董文財 管理師 

交通部航政司 涂家瑋 專員 

交通部航港局 林昌輝 副局長 

交通部航港局 梁瑞聰 船員組船員規劃科組長 

交通部航港局 李宸宇 船員組船員規劃科專委 

交通部航港局 高俐玲 船員組船員規劃科科長 

交通部航港局 胡家華 船員組船員規劃科科員 

交通部航港局 許家駒 企劃組國際科科長 

交通部航港局 范欣儒 企劃組綜合業務科科員 

交通部航港局 林玉瑜 企劃組法規科科員 

交通部航港局 何聰文 船舶組船舶政策規劃科專員 

交通部航港局 蔡鎮蓬  北航監理科科員 

交通部航港局 林榮邦 運星艦輪機長 

交通部航港局 陳柔比 艦艇駕駛員  

東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胡天健 駐埠船長 

東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李皓筠 副管理師 

東聯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方福樑 副總經理 

東聯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劉森隆 經理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雷慧玲 駐埠大副 

挪威商立恩威驗證(股)臺灣分公司 葉瑞珍 經理 

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 黃余得 專案經理 

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 吳金翰 組長 

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林守毅 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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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舜船舶安全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邱啟舜 董事長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鄭  怡 副協理 

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何佩珍 船務部海技科課專員 

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吳松哲 船員人力資源科專員  

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游連武 工務部專案課長 

慧洋海運集團 王文昌 副理 

藍海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郭義隆 董事長 

 

  



97 

 活動花絮 

 

STCW 資訊研究中心交流研討會大合照 

 

 

 

貴賓致詞，由中華民國外僱輔導會姚主任委員擔任貴賓致詞。 

(照片左起：姚忠義主任委員、張清風校長、林昌輝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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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員總工會陸王均理事長擔任「提升船員福祉─MLC2006 之發展與因應」議題主持人。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郭俊良副教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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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與談人和報告人與來賓互動。 

照片左起：邱啟舜董事長、陸王均理事長、徐國裕理事長、鄭怡副協理、郭俊良副教授。 

 

 

 

中國驗船中心黃余得專案經理擔任「低閃點燃料船舶─特殊培訓典範課程之發展」議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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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系黃俊誠副教授報告。 

 

 

 

主持人、與談人和報告人與來賓互動。 

照片左起：黃余得專案經理、林守毅工程師、李蓬秘書長、吳金翰組長、黃俊誠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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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團隊與來賓互動。 

照片左起：黃余得專案經理、陸王均理事長、李選士副校長、林彬教授、郭俊良副教授、黃俊

誠副教授。 

 

 

 

航港局船員組組長 梁瑞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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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工務部專案課長游連武。 

 

 

 

藍海海運股份有限公司郭義隆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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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舜船舶安全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邱啟舜董事長。 

 

 

 

中華民國外僱輔導會姚忠義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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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動啟事 

歡迎各界踴躍報名參加 

 

STCW 資訊中心年度論壇 

國際海事法規日新月異，應定時與國際接軌並及時更新國內海事

法規。囿於我國屬非國際海事組織（IMO）之會員國，為使我國船員

資格持續符合國際公約有關船員之相關規定，並鼓勵我國船員至外籍

船舶服務，擴大我國船員國際就業市場。擬藉由 STCW 資訊中心年

度論壇，透過兩岸海事學者專家提出研究論述，相互交流討論，健全

我國海事教育課程與制度。 

 

一、 活動主題：STCW 資訊中心年度論壇 

二、 活動目標： 

為探討國際海事組織最新章程、議題與典範課程，提昇我

國海事人才培育課程，加強兩岸海事教育的發展與合作，特邀

請大陸地區相關領域學者專家與台灣方面產、官、學專家學者

進行交流研討。 

三、 活動時間：104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五)下午 1 點 30 分 

四、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 103 演講廳 

五、 協辦單位：中華海員總工會 

六、 預期成果： 

1.國際接軌並及時更新國內海事法規。 

2.使我國船員資格持續符合國際公約有關船員之相關規定，並鼓

勵我國船員至外籍船舶服務，擴大我國船員國際就業市場。 

3.擬藉由論壇，透過兩岸海事學者專家提出研究論述，相互交流

討論，健全我國海事教育課程與制度。所邀大陸學者專家在海

事領域皆具有豐富經驗與相關學術的研究。 

七、 聯絡人：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張馨云計畫助理  02-24622192#3417 

E-mail：cindychang.nto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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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議程： 

 

時   間 min 議   程 

13:00-13:30 30 貴賓報到 

13:30-13:05 5 

開幕式 

祁文中   局  長 

李選士   副校長 

13:05-13:10 5 貴賓大合照 

13:10-14:40 60 議題一  極地水域船舶操作國際規則 

14:40-15:00 20 交誼時間 

15:00-16:00 60 議題二  客輪特殊培訓要求 

16:00-17:30 90 議題三  兩岸船員發展趨勢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 主辦單位：中華海員總工會 /指導機關：交通部航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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