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运输部行政规范性文件  

 

  X 交通运输部发布        

 

 

交通运输部关于做好《国内水路运输管理

规定》实施有关工作的通知 
 

交水规〔2020〕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局、委），部长江航务管

理局、珠江航务管理局，中国船级社，各直属海事局：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经修订

后以交通运输部令 2020 年第 4 号发布，为做好《规定》实施

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国内水路运输旅客优待服务 

（一）国内水路旅客运输业务经营者应当依法依规为持

有效证件的军人、人民警察、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

以及老幼病残孕等旅客提供优先购票、安检、候船、登船和

乘船服务。 

（二）国内水路旅客运输业务经营者应当向下列旅客提

供优惠票或免费票优待服务。 

1.对年龄超过 6周岁但不超过 14周岁或者身高超过 1.2

米但不超过 1.5 米的未成年人，应当执行客票半价优待。对

有成年人陪伴的年龄不超过 6 周岁或者身高不超过 1.2 米，

且不占用座（铺）位的未成年人免费并出具免费票（1 周岁

以下未成年人不计入乘客定额）；如未成年人需要单独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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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铺）位的，应当执行客票半价优待。每位成年旅客可带

两名持免费票的未成年人，超过两名未成年人时，对超过的

应当执行客票半价优待。 

2.对残疾军人、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和残疾消防救援人

员，凭其有效证件应当执行客票半价优待。 

3.对寒假和暑假期间乘坐往返于学校和家庭居住地之

间水路旅客班轮运输船舶，且在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有学历教

育资格的学校就读的学生，凭其有效证件应当分别执行往返

各一次的客票半价优待。 

二、关于国内水路运输审批和备案管理 

（一）进一步明确国内水路运输许可权限。 

1.长江航务管理局作为交通运输部派出机构，具体负责

实施长江水系省际危险品船以及长江干线水上运输距离 60

公里以上省际客船运输的经营许可；珠江航务管理局作为交

通运输部派出机构，具体负责实施珠江水系省际危险品船以

及西江航运干线水上运输距离 60 公里以上省际客船运输的

经营许可。 

2.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研究明确本地区具体实施

省际普通货船运输、省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的权限并向社会

公布，相关情况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前报部（水运局）。 

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许可权限发生调整的，水路运输经营

者现有有效的《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船舶营业运输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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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暂不换发，待证书到期申请换发时，按新的许可权限进行

换发。 

3.各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要依据法定许可权限，为符合

条件的水路运输经营者颁发《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

明确记载具体经营范围。 

（二）规范国内水路运输新增运力管理。 

1.申请经营客船、危险品船运输业务，涉及新增运力的，

应当有已取得相应许可的客船、危险品船；申请经营普通货

船运输业务，涉及新增运力的，应当有已备案的普通货船。 

2.水路运输经营者拟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在国内新建船

舶或从国（境）外进口船舶经营国内水路运输业务的，应按

有关规定向具有相应权限的水路运输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新

增客船、危险品船运力许可手续或进行普通货船运力备案，

并注明拟采用融资租赁方式。有关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应在新

增运力批准文件或备案回执上注明采用融资租赁方式。 

3.企业申请新增沿海省际客船运力或长江干线、西江航

运干线水上运输距离 60 公里以上省际客船运力的，所在地

省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要与航线始发港、挂靠港、目的港有

关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以及航线途经水域具有权限的海

事管理机构书面协商，相关意见一并报部或部派出机构。 

4.采取“退一进一”或“退多进一”方式被替换退出省

际危险品船运输市场的船舶，未经许可，不得重新进入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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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被替换船舶申请注销《船舶营业运输证》时，应在水

路运输建设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的注销原因中选择“退出省际

运输市场”或“船舶报废”。 

（三）做好国内水路运输备案管理工作。 

各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要本着简化、便民的原则做好国

内水路运输备案工作，并督促水路运输经营者认真履行备案

告知义务。 

三、关于水路运输经营者自有船舶运力管理 

（一）水路运输经营者经营的融资租赁船舶，融资租赁

合同明确合同到期后船舶归属该经营者的所有权份额不低

于 51%的，凭其融资租赁合同、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光船

租赁登记证明书、《船舶营业运输证》（开业或扩大经营范围

的无需提供《船舶营业运输证》），视为企业自有船舶运力。 

（二）水路运输经营者经营省际与省内、沿海与内河、

长江与珠江水系的自有船舶运力应当按经营范围分别计算，

其中，具有国内水路运输资格的成品油船、原油船、化学品

船（含植物油船），或经营的具有国内水路运输资格的液化石

油气船和液化天然气船，可以分别按经营范围合并计算自有

船舶运力规模，但经营范围中的每种用途船舶运力应至少拥

有 1 艘。 

四、关于海务、机务管理人员配备管理 

（一）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要加强海务、机务管理人员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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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管理，水路运输经营者配备的海务、机务管理人员从业资

历应与其管理船舶的经营区域（沿海运输或内河运输）、业务

种类以及船舶吨位、主机功率相适应。根据船舶最低安全配

员标准，水路运输经营者管理的船舶要求机驾合一的，其相

应配备的海务、机务管理人员可由具有机驾合一从业资历的

人员同时担任；管理的船舶全部不需要配备轮机人员的，不

要求其配备机务管理人员。 

（二）从业资历符合规定的海务、机务管理人员与水路

运输经营者签订一年以上全日制劳动合同或劳务用工合同，

且在合同期限内未在任何船舶上或者其他企业从事兼职的，

方可认定配备的海务、机务管理人员符合要求。 

（三）水路运输经营者将全部经营船舶的安全与防污染

管理和海务、机务管理业务委托国内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者负

责的，不要求其配备海务、机务管理人员。 

五、积极推进证书电子化应用 

（一）省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要积极推进国内水路运输

领域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和证书电子化，制发的电子证书

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并具备二维码等可识别查询的

电子信息，同时加强证照信息共享。 

（二）在国内水路运输监督检查中，船舶既可以提供随

船携带的纸质《船舶营业运输证》，也可以提供二维码等可实

时查验的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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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知自 2020 年 6 月 10 日起施行，有关规定与本通知

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国内水路

集装箱班轮运输实施备案管理的通知》（交办水〔2014〕148

号）、《交通运输部关于实施融资租赁船舶运力认定政策的公

告》（交通运输部公告 2013 年第 81 号）、《交通运输部办公

厅关于规范国内船舶融资租赁管理的通知》（厅水字〔2008〕

1 号）、《交通部关于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乘坐客船和客运班

车享受与因公致残的现役军人同样待遇的通知》（交水发

〔2001〕139 号）同时废止。 

 

交通运输部 

2020 年 5 月 2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部法制司、海事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