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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榕政综〔2018〕234 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州市
民船征用补偿标准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公司），市属各高等

院校，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

福州警备区、福建省海事技术协会、福州市海洋渔业局、福

州市交通委联合制定的《福州市民船征用补偿标准》已经市政府

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福州市人民政府

2018 年 7 月 1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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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民船征用补偿标准

福州警备区 福建省海事技术协会

福州市海洋渔业局 福州市交通委

一、工作背景

（一）概述

我国是一个海陆兼具的国家，拥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

积，约 470 万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大陆海岸线长 1.8 万多千米，

大小岛屿 7600 多个。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在国际政治、

经济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也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

战，尤其是海洋权益保障方面，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南海

诸岛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最为重要的海权争夺焦点。因此，建设

强大的海上国防力量是实现海洋强国的必要依托和重要保障。

（二）海洋强国建设成效显著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具备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

国的工业基础，取得了可喜成绩。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提高

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

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把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

强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再次提出了“坚持陆海统筹，

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方针。近年来，党中央围绕维护海洋权益、

建设海洋强国、加强海军建设、做好海上军事斗争准备做出了一



—3—

系列重大战略判断、重大战略决策和重大战略部署。在维护海洋

权益方面，坚决维权、积极维稳、后发制人、综合施策，在东海、

南海方向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有效维护了国家海洋权

益，保持了局势稳定可控，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

（三）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面临新的挑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中

国的国家利益已经远远超出国境，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和更深的

层次。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石油进

口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

中，是典型的经济外向型国家。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国际战

略布局的全面推进，中国发展的战略重心进一步向海上方向倾斜，

国家战略利益向海上方向迅速拓展，海洋方向面临的战略态势正

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面临新

的挑战。一是美日等国家海上遏制围堵不断强化；二是岛屿主权

和海洋权益争端错综复杂；三是台海局势充满变数；四是海上战

略通道安全风险增大；五是海外利益安全问题日益突显。

（四）完善海上国防动员体系面临新的要求

党的十九大提出“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

边海空防”的工作要求。随着我国朝着建成海洋大国、海洋强国

方向的深入进行，海上国防动员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保障

海上国防动员工作正常进行，组织海上民兵进行军事和专业训练，

动员征用民船保障部队训练、演练和作战任务需要，执行海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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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任务，完成当地人民政府和军事指挥机关赋予的其他任务等工

作显得更加突出和必要。

为保证征用民船工作顺利进行，降低人民群众经济损失，鼓

励公民和组织依法参与国防动员活动，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国家有关国防动员的法律法规对征用民船的补偿作出了相应规

定。福州市人民政府也及时颁布了《福州市民用船舶和船员民兵

动员征用暂行规定》，对征用民船的类型、任务、需补偿项目作出

了相应的规定。但由于征用民船的船舶类型不同、吨位不同、主

机功率不同，船舶配员的要求也不同，使福州市民船征用补偿差

异较大，对征用不同船舶的补偿的数额差异也较大。同时，《福州

市民用船舶和船员民兵动员征用暂行规定》中尚无征用补偿的具

体标准，因此，在进行补偿测算时，无法估算其具体的补偿数额，

财务报账无法可依。现阶段国内尚未出台关于征用民用船舶补偿

价格的参考体系，在进行征用船舶补偿工作时缺乏一个可借鉴的

参考标准，给国防动员时征用民船的经济补偿工作造成了现实困

难。

福州市国防动员委员会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调研，由市国动

委海动办、交战办和人武办牵头，协调市国动委相关成员单位抽

调精干人员，依托福建省海事技术协会，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的相关规定，广泛征求相关部门和专家意见，科学对比市场行情，

编制本补偿标准。

本补偿标准旨在为我市征用民船执行国防动员任务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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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估价格参考信息，民船征用单位可参

照本《标准》和市场规律，确定实际补偿数额,以加强与被征用民

船之间的沟通协调，在确保完成国防动员任务的同时保障被征用

民船的利益，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落地见效。

二、民船征用补偿的法律法规依据

（一）1997 年 3 月 14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1.第八章第四十八条：“国家根据动员需要，可以依法征用组

织和个人的设备设施、交通工具和其他物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对被征用者因征用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

予适当补偿。”

2.第九章第五十五条：“公民和组织因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在

经济上受到直接损失的，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补偿。”

（二）2010 年 2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五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

1.第十章第五十五条：“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接受依法征用民

用资源的义务。需要使用民用资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

预备役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组织，应当提出征用

需求，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征用，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应当对被征用的民用资源予以登记，向被征用人出具凭

证。”

2.第十章第五十八条：“被征用的民用资源使用完毕，县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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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返还；经过改造的，应当恢复原使

用功能后返还；不能修复或者灭失的，以及因征用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三）2016 年 9 月 3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交通法》

第一章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国防需要，可以依法

征用民用运载工具、交通设施、交通物质等民用交通资源，有关

组织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履行相关义务。

民运交通资源征用的组织实施和补偿，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执行。”

（四）2016 年 7 月 29 日福建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福建省国防动员条例》

第七章第四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对民用资源

的征用需求，及时向有关组织和个人下达通知，征用时应当对所

征用民用资源的数量、质量、类型等情况进行清点、核实、登记，

并向被征用组织和个人出具凭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将征用

的民用资源交付使用单位时，应当办理交接手续。”

第七章第四十八条：“被征用并经过改造的民用资源，不影响

原使用功能的，经与被征用人协商并征得其同意，可以原物返还；

影响原使用功能或者造成损坏的，应当进行修复，恢复原使用功

能后返还；不能修复或者灭失的，以及因征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的，依法及时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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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承担改造、转产、扩大生产军品任务的单位和个人，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的，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及时给予补偿。”

第七章第四十九条：“平时训练、演练、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

征用民用资源的，由使用单位按照租用方式计价结算补偿费用。”

（五）2014年 12月 5日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62号修正的《福

州市民用船舶和船员民兵动员征用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见第三、四部分引用条文。

三、福州市民船征用暂行规定部分条款

对民船动员征用的定义、任务、适应船舶、要求、补偿范围

及具体的补偿项目，在“规定”中均有明确的相关规定。

（一）民用船舶征用的定义

“规定”第二条：“是指战时及平时特殊情况下，各级人民政

府依法采取行政措施，统一组织征用单位和个人所拥有的民船及

其设备和操作人员的活动。”

（二）征用民船的主要任务

“规定”第四条：“民船动员征用的主要任务：

1.准确掌握民船动员潜力

2.研究制定民船动员预案

3.开展海上民船编组

4.建立健全民船动员征用机构，加强对民船的管理

5.组织船员民兵进行军事和专业训练

6.动员征用民船保障部队训练、演练和作战任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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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组织民船进行加（改）装

8.执行海上应急任务等活动

9.完成当地人民政府和军事指挥机关赋予的其他任务。”

（三）适应征用的民用船舶

“规定”第十二条：“下列民船，必须进行征用登记：

1.适航于Ⅱ类以上海区的客船、高速客船（气垫船、水翼船）、

客滚（渡）船、杂货船、散货船、滚装船、多用途船、集装箱船、

半潜船、成品油船、散装（液体）化学品船、挖泥船、打桩船、

起重船、泥石驳、方驳、拖船、100 千瓦以上的交通船、供水（油）

船（驳）、测量船、修理船、潜水船、消防船等船舶。

2.50 总吨以上的海上机动渔船。”

（四）征用民船的要求

“规定”第十二条：“征用登记工作由市级国防交通主管机构

统一组织实施。征用登记的民船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登记注册，

其船员也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渔业和其他管理机关颁

发的适任证书或其他合法证书。”

（五）征用民船的补偿范围

“规定”第三十条：“对海上民兵组织在编人员和船只及临时

动员征用的民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得到补偿：

1.民船及船员参加教育、训练、演习的；

2.战备集结待命的；

3.处理突发事件和应急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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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船因战备需要进行技术加（改）装的；

5.其他用于民船动员征用的事项。”

（六）征用民船可获得的补偿费用

“规定”第三十一条：“符合本办法规定被动员征用的民船和

人员可以获得下列补偿费用：

1.船舶油料费

2.误工补贴费

3.基本生活费

4.损失补偿费

5.其他应当给予合理补偿的费用。”

四、民船动员征用补偿标准的评估

（一）补偿费用的计算评估及含义

根据“规定”第三十一条，对被动员征用的民船和人员可以

获得的补偿费用由下列公式进行计算评估：

EDCBAM  （单位：人民币元）

M :某被动员征用的民船和人员可以获得的补偿费用

A: 被动员征用民船的油料费

按“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

“油料补偿费根据实际消耗油料量和市场油价而定；”

B : 被动员征用民船船员的误工补贴费

按“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二款：

“动员征用参加演练期间的人员误工补助及生活费补助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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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以实际参演人数为准，每人每天按照本人日工资标准给予补

偿；”

C: 被动员征用民船船员的基本生活费

D: 被动员征用民船的损失补偿费

按“规定”第三十四条第四款：

“民船损失补助，渔船在捕鱼期参照同类船只在相同时间段

平均利润，运输船参照年平均利润，由使用单位和民船拥有者协

商确定适当补助；”

E : 被动员征用民船其他应当给予合理补偿的费用

按“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五款、第六款：

1.船舶损坏赔偿标准视损坏程度而定，由国防交通主管机构

所指定的船舶修理单位进行评估。

2.船舶技术改造、加装特殊专用设备和技术储备经费的补助，

由交通、科技、船舶修理等单位鉴定评估，比照市场价格而定。

（二）适航于Ⅱ类以上海区的被动员征用民船（渔船除外）

补偿标准的评估

适航于Ⅱ类以上海区的被动员征用民船（渔船除外）补偿费

由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111111 EDCBAM  

其中

1M ：适航于Ⅱ类以上海区的某被动员征用的民船和人员可以

获得的补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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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适航于Ⅱ类以上海区的被动员征用民船的油料费

1B ; 适航于Ⅱ类以上海区的被动员征用民船船员的误工补贴

费

1C : 适航于Ⅱ类以上海区的被动员征用民船船员的基本生活

费

1D ：适航于Ⅱ类以上海区的被动员征用民船的损失补偿费

1E ：适航于Ⅱ类以上海区的动员被征用民船其他应当给予合

理补偿的费用

1.油料费 1A ：

3211 aaaA 

1a : 被征用船舶实际消耗的燃料油油费

2a ：被征用船舶二冲程主机消耗的气缸油油费

3a ：被征用船舶实际消耗的润滑油油费

被征用民船实际消耗油料根据其在征用期间实际运行时间消

耗的油料，结合船舶主机，副机的功率和实际耗油率进行测算。

（1）消耗的燃料油油费的测算：

由于船舶主机、副机类型及使用年限不同，其燃料油的耗油

率也有所差异。依据相关柴油机说明书的有关数据及实际使用经

验，一般情况下，船舶燃料油的耗油率为 175-200g/kW.h（其中 g：

重量单位，克；kW：功率单位，千瓦；h：时间单位，小时）。而

国际通用中高速柴油机的耗油率为 205 g/kW.h。在选取燃料油的

耗油率时，可依据主、副机的实际情况按上述耗油率进行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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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燃料油油料的单价按照被征用民船征用期间当时的市场

价格进行测算。

因此，被征用船舶实际消耗的燃料油油费为：

1000/11111 khwra 

1a : 征用船舶实际消耗的燃料油油费（元）

1r ：燃料油的耗油率（克/千瓦·小时）

1w ：征用船舶上主机功率+副机功率（千瓦）

1h ：征用船舶在征用期间实际运行时间（小时）

1k : 征用民船期间当时燃料油的市场价格（元/千克）

测算时，应按被征用民船上主、副机的实际功率和针对被征

用民船实际情况所选择的耗油率进行测算。

（2）二冲程主机气缸润滑油油费的测算：

二冲程主机的气缸油消耗 ,正常情况下其耗油率为

0.60-1.60g/kw·h,通常取值为 1.00-1.20g/kw·h 左右。因此，

被征用船舶二冲程主机其实际消耗的气缸润滑油油费为：

1000/22222 khwra 

2a : 征用船舶二冲程主机气缸实际消耗的润滑油油费（元）

2r ：气缸润滑油的耗油率（克/千瓦·小时）

2w ：二冲程主机功率（千瓦）

2h ：征用船舶在征用期间实际运行时间（小时）

2k : 征用民船期间当时润滑油的市场价格（元/千克）

（3）消耗的润滑油油费的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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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油消耗的油量，依据设备状况不同消耗量也不同。主副

机总功率≥3000kw，润滑油正常消耗约 50 升/天；主副机总功率

<3000kw，润滑油正常消耗约 30 升/天。测算补偿时，根据征用民

船的设备主副机功率测算，及被补偿人提供的油料消耗单据等证

明材料依据实际情况进行核实，消耗润滑油的油料的单价按照被

征用民船期间当时的市场价格进行测算。

因此，被征用船舶主副机消耗的润滑油油费为：

333 kdra 

3a : 征用船舶主副机实际消耗的润滑油油费（元）

3r ：主副机每天正常消耗润滑油的耗油率（升/天）

d：征用船舶在征用期间实际使用天数（天）

3k ：征用船舶期间当时润滑油的市场价格（元/升）

2.船员的误工补贴费 1B :

按“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民船的误工补贴费即每人每

天按照本人日工资标准给予补偿”。被征用民船各岗位的日工资标

准可参照征用当时“航运在线”实时公布的“船员工资行情参考”

及各类船舶各岗位船员工资的市场行情并结合被征用民船船员工

资实际情况进行测算。附表 1 是“航运在线”公布的 2017 年 1

月份至 6 月份船员工资行情参考的平均值。（详见附件 1）

被征用民船各岗位船员人数依据实际参加演练人数进行测

算。但实际参加演练的各岗位人数应符合海事局规定的“海船最

低安全配员”规定的人数，如有特殊需要，应经组织该次演练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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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相关部门批准同意。

表 1-表 4 是 2016 年 12 月 14 日发布的《交通运输部海事局

关于调整海船最低安全配员有关事项的通知》（海船员〔2016〕598

号）中有关海船最低安全配员的规定。

海船甲板部和轮机部最低安全配员如下：

（1）甲板部

一般船舶甲板部最低安全配员表 表 1

船舶种类、

航区、吨位

或功率

一般规定 附加规定

3000 总吨及

以上

船长、大副、二副、三副各 1 人，

值班水手或高级值班水手 3 人

（国际航行船舶配备高级值班

水手 2 人、值班水手 1 人）

连续航行时间不超过 36 小时，可减

免三副和值班水手各 1 人。

500 总吨及

以上至未满

3000 总吨

船长、大副、二副、三副各 1 人，

值班水手或高级值班水手 3 人

（国际航行船舶配备高级值班

水手 2 人、值班水手 1 人）

连续航行时间不超过 36 小时，可减

免值班水手 1 人。

连续航行时间不超过 8 小时，可再

减免三副 1 人。

200 总吨及

以上至未满

500 总吨

船长、三副各 1人，值班水手 2

人

连续航行时间超过 24 小时，须增加

二副 1 人。

连续航行时间不超过 4 小时，可减

免三副和值班水手各 1 人。

100 总吨及

以上至未满

200 总吨

船长、三副各 1人，值班水手 1

人

连续航行时间超过 36 小时，须增加

二副 1 人。

连续航行时间不超过 8 小时，可减

免三副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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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满 100 总

吨

驾驶员（国际航行船舶为船长、

机驾合一为驾驶员）1 人，值班

水手 1 人

连续航行时间超过 8 小时，须增加

驾驶员 1 人。

连续航行时间不超过 4 小时，可减

免值班水手 1 人。

客船甲板部最低安全配员表 表 2

船舶种类、

航区、吨位

或功率

一般规定 附加规定

500 总吨及

以上

船长、大副、二副各 1 人，值班水

手或高级值班水手 3 人（国际航行

船舶配备高级值班水手 2 人，值班

水手 1 人）

配有与救生艇数量相等的持有精通

救生艇筏及救助艇操纵证书的人员

（不包括船长和大副）

连续航行时间超过 24 小时，须

增加二副 1 人。

连续航行时间不超过 8 小时，可

减免二副和值班水手各 1 人。

200 总吨及

以上至未满

500 总吨

船长、二副各 1 人，值班水手 2 人

同上

连续航行时间超过 8 小时，须增

加二副 1 人。

100 总吨及

以上至未满

200 总吨

船长、二副各 1 人，值班水手 1 人

同上

连续航行时间超过 16 小时，须

增加二副 1 人。

连续航行时间不超过 4 小时，可

减免二副 1 人。

未满 100 总

吨

船长（机驾合一为驾机员）1 人，

值班水手 1 人

同上

限白天航行，连续航行时间超过

4 小时，须增加二副（机驾合一

为驾驶员）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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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轮甲板部最低安全配员表 表 3

船舶种类、航

区、吨位或功

率

一般规定 附加规定

3000 千瓦及

以上（海上）

船长、大副、二副、三副各 1 人，

值班水手 3 人

连续航行时间不超过 36 小时，可减

免二副，值班水手各 1 人。

连续航行时间不超过 8 小时，可再

减免三副 1 人。

3000 千瓦以

下（海上）

船长、三副各 1 人，值班水手

2 人

连续航行时间超过 8 小时，须增加

二副 1 人。

750 千瓦及

以上（港内）
二副 1 人，值班水手 2 人

未满 750 千

瓦（港内）
三副 1 人，值班水手 1 人

（2）轮机部

所有船舶（除渔船）轮机部最低安全配员表 表 4

航区和总功

率
一般规定 附加规定

3000 千瓦及

以上

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三

管轮各 1 人，值班机工或高级

值班机工 3 人（国际航行船舶

配备高级值班机工 1 人，值班

机工 2 人）

连续航行时间不超过 36 小时，可

减免三管轮和值班机工各 1 人。

AUT-O 自动化机舱可减免二管轮，

三管轮和值班机工 2 人。

AUT-1 自动化机舱可减免三管轮和

值班机工 2 人。

BRC 半自动化机舱可减免值班机工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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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千瓦及以

上至未满

3000 千瓦

轮机长、大管轮各 1 人，值班

机工或高级值班机工 2 人（国

际航行船舶配备高级值班机工

1 人，值班机工 1 人）

连续航行时间超过 16 小时，须增

加二管轮和值班机工各 1 人。（自

动化机舱及 BRC 半自动化机舱除

外）

220千瓦及以

上至未满 750

千瓦

轮机长、三管轮各 1 人，值班

机工 2 人

连续航行时间超过 24 小时，须增

加二管轮 1 人。（自动化机舱及 BRC

半自动化机舱除外）

连续航行时间不超过 8 小时，可减

免值班机工 1 人。

连续航行时间不超过 4 小时，可再

减免三管轮 1 人。

75 千瓦及以

上至未满 220

千瓦

轮机员 1 人，值班机工（自动

化机舱、BRC 半自动化机舱及机

驾合一可减免）1 人

连续航行时间不超过 8 小时，可减

免值班机工 1 人。

未满 75 千瓦
值班机工（机驾合一可减免）1

人

港内

二管轮、三管轮（或轮机员）

各 1 人，值班机工 1 人（机驾

合一可减免）

未满 750 千瓦可减免二管轮 1 人，

未满 75 千瓦可再减免三管轮（或

轮机员）1 人，机驾合一可再减免

值班机工 1 人。

对于新型船舶江海直达船的最低安全配员标准（适用于散装

船和集装箱船），2017 年 9 月 18 日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发布的《特

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标准》（海船员〔2017〕478 号），

于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其最低安全配员标准与表 1、表 4

的最低安全配员标准基本相同。

所以，被征用民船船员的误工补贴费 1B 应为船上各岗位实际

参加演练人数（符合海事局规定的“海船最低安全配员”规定的

人数）该岗位的工资总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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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iB 1

其中：

ni：核实的被征用民船各岗位参演人数

yi：测算的各岗位工资额

（3）船员的基本生活费 1C :

被征用民船船员基本生活费按当地当时船员的基本生活费标

准进行测算。

1111 TJSC  （人民币元）

1S :已核实的被征用民船上参加演练的船员人数

1J :演练当地当时船员的人均日基本生活费

1T :演练时间

（4）损失补偿费 1D :

按照“规定”第三十四条第四款：“民船损失补助，……运输

船参照年平均利润，由使用单位和民船拥有者协商确定适当补

助。”

在测算动员征用民船的损失补偿费时，应依据征用当时与被

动员征用船舶相同类型、吨位相似、运输货物类似、航线相似的

船舶年平均利润并结合被征用船舶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进行测

算。

（5）其他应当给予合理补偿的费用 1E ：

被动员征用民船其他应当给予合理补偿的费用按“规定”第

三十四条的第五款“船舶损坏赔偿视损坏程度而定，由国防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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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机构指定的船舶修理单位进行评估”和第六款“船舶技术改

造、加装特殊专用设备和技术储备经费的补助，由交通、科技、

船舶修理等单位鉴定评估，比照市场价格而定”进行。

（三）50 总吨以上被动员征用的海上机动渔船的补偿标准的

评估

50 总吨以上被动员征用的海上机动渔船的补偿费由下列公

式进行计算：

222222 EDCBAM 

其中

2M ：50 总吨以上被动员征用的海上机动渔船的补偿费

2A ：50 总吨以上被动员征用的海上机动渔船的油料费

2B ：50 总吨以上被动员征用的海上机动渔船船员的误工补贴

费

2C ：50 总吨以上被动员征用的海上机动渔船船员的基本生活

费

2D ：50 总吨以上被动员征用的海上机动渔船的损失补偿费

2E ：50 总吨以上被动员征用的海上机动渔船其他应当给予合

理补偿的费用

1.油料费 2A ：

50 总吨以上被动员征用的海上机动渔船油料费的测算可依

据适航于Ⅱ类以上海区被动员征用民船的油料费 1A 的测算方法进

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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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船员的误工补贴费 2B ;

按“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民船的误工补贴费即每人每

天按照本人日工资标准给予补偿”。

测算机动渔船船员的误工补贴费 2B 时，参演渔船各岗位工资

可按参加该次演练同类型船舶各岗位市场工资的平均值进行测

算。

附件 2 是经调研福州、连江、长乐、平潭等地部分渔业公司、

渔业船队的远洋渔船，大、小灯光渔船，大、小围网渔船，单拖、

对拖网渔船等 2017 年上半年船员工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的渔业

船员工资行情。

被征用渔船各岗位船员人数依据实际参加演练人数进行测

算。但实际参加演练的各岗位职务船员人数应符合农业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14 年第 4 号）附件

4 规定的人数（见表 5），如有特殊需要，应经组织该次演练单位

的相关部门批准同意。

海洋渔业船舶职务船员最低配员标准 表 5

配员

船舶类型
职务船员最低配员标准

长度≥45 米远洋渔业船

舶
一级船长 一级船副 助理船副 2 名

长度≥45 米非远洋渔业

船舶
一级船长 一级船副 助理船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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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米≤长度＜45 米 二级船长 二级船副 助理船副

24 米≤长度＜36 米 二级船长 二级船副

12 米≤长度＜24 米 三级船长 助理船副

主机总功率≥3000 千瓦 一级轮机长 一级管轮 助理管轮 2 名

750 千瓦≤主机总功率

＜3000 千瓦
一级轮机长 一级管轮 助理管轮

450 千瓦≤主机总功率

＜750 千瓦
二级轮机长 二级管轮 助理管轮

250 千瓦≤主机总功率

＜450 千瓦
二级轮机长 二级管轮

50 千瓦≤主机总功率＜

250 千瓦
三级轮机长

船舶长度不足12米或者

主机总功率不足50千瓦
机驾长

发电机总功率 800 千瓦

以上
电机员，可由持有电机员证书的轮机人员兼任

远洋渔业船舶

无线电操作员，可由持有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

系统（GMDSS）无线电操作员证书的驾驶人员

兼任

被征用渔船的非职务船员人数，农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

业船员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14 年第 4 号）附件 4 中没有具体

规定最低配员标准人数，测算时依据实际参加演练人数进行测算，

但不应超过该参演练渔船平时正常作业时非职务船员的平均人

数。

所以，被征用渔船船员的误工补贴费 2B 应为船上各岗位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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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演练人数（应符合农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

法》（农业部令 2014 年第 4 号）附件 4 规定的“海洋渔业船舶职

务船员最低配员标准”规定的人数和该参演渔船平时正常作业时

非职务船员的平均人数）×该岗位的工资总和。即：

yiniB 2

ni：核实的被征用渔船各岗位参演人数

yi：测算的各岗位工资额

3.船员的基本生活费 2C ：

50 总吨以上被动员征用的海上机动渔船船员的基本生活费

的测算可依据参加该次演练当时当地同类型渔业船舶船员的基本

生活费的测算方法进行测算。即：

2222 TJSC  （人民币元）

2S :已核实的被征用渔船上参加演练的船员人数

2J :演练当地当时同类型渔业船舶船员的人均基本生活费

2T :演练时间

4.损失补偿费 2D ：

按照“规定”第三十四条第四款：“民船损失补助，渔船在捕

鱼期参照同类船只相同时间段平均利润……，由使用单位和民船

拥有者协商确定适当补助。”

5.其他应当给予合理补偿的费用 2E ：

50 总吨以上被动员征用的海上机动渔船其他应当给予合理

补偿的费用的测算可依据适航于 类以上海区被动员征用民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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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应当给予合理补偿的费用的测算方法进行测算。

五、附录

（一）《福州市民船征用补偿标准》中关于被动员征用的民船

和人员获得的补偿项目和补偿费用的计算方法主要依据《福州市

民用船舶和船员民兵动员征用暂行规定》精神进行编制。

（二）《福州市民船征用补偿标准》中关于被动员征用的民船

的最低安全配员，主要依据 2016 年 12 月 14 日发布的《交通运输

部海事局关于调整海船最低安全配员有关事项的通知》（海船员

〔2016〕598 号）和农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

（农业部令 2014 年第 4 号）进行测算。

（三）《福州市民船征用补偿标准》中关于被动员征用的民船

各岗位工资测算，主要依据国防动员演练时市场运行价位情况进

行测算。

（四）对参加演练的民船进行补偿测算时，可参考“船员工

资行情”和“海上机动渔船职务船员工资行情”，依法登记“xxxx

征用船舶（非渔船）配员登记表”（附件 3）和 xxxx 征用船舶（海

上机动渔船）补偿费用登记表（附件 4），经对征用民船在被征用

期间船舶和配员的实际情况进行核实后，依据第四点“民船动员

征用补偿标准的评估”中的补偿计算方法进行补偿费用的测算。

（五）附件 1 是海船船员的工资，今后随时间变化，具体参

考“航运在线”网；附件 2 是海上机动渔船船员的工资，参考“福

州辖区渔船工资标准”。船员工资行情参考表每年修订一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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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 3-9 月份市场行情的平均值为参考依据。燃料油参考“燃

料油”网，以船舶征用时间段内的市场价格行情为基础。

（六）本标准解释权归福州市国防动员委员会。

（七）本标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2017 年 1-6 月份船员工资行情参考”平均值

2. 海上机动渔船职务船员（2017 年上半年）工资行

情参考表

3.××××征用船舶（非渔船）补偿费用登记表

4.××××征用船舶（海上机动渔船）补偿费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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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 年 1-6 月份船员工资行情参考”平均值

职务

船舶类

型

航区

远 洋

（美元/月）

近 洋

（美元/月）

沿海丙一

（人民币元/

月）

沿海丙二

（人民币元/月）

散杂货 集装箱 油化 散杂货 集装箱 油化 散杂货 油化 散杂货 油化

船长 7120 7300 9380 6480 6580 8240 33400 33400 31200 31200

大副 6580 6700 7260 5580 5800 6600 19600 19800 20000 20000

二副 2580 2700 3400 2100 2200 2900 8700 9200 8700 9300

三副 1480 1600 2060 1300 1580 1840 7000 7200 7000 7500

实习

三副 200 400 400 200 300 400 1500 2000 2000 2100

轮机长 7040 7140 8560 6100 6300 7960 25000 25000 24400 24200

大管轮 6340 6600 7240 5500 5760 6480 18400 18400 18400 18400

二管轮 2580 2700 3480 2260 2360 3040 8800 9200 8600 9200

电机员 2500 2700 3500 2100 2300 2600 7900 8000 6700 8000

三管轮 1420 1540 2040 1300 1500 1880 7200 7200 7000 7400

实习

三管轮 200 400 400 300 400 500 1800 2400 2000 2100

水手长 1180 1290 1460 1180 1240 1320 7800 8120 7800 8020

机工长 1180 1290 1460 1180 1240 1320 7800 8120 7800 8020

水手 1040 1140 1300 980 1030 1180 6900 7300 6900 7300

机工 1040 1140 1300 980 1030 1180 6900 7300 6900 7300

电工 1000 1100 1280 1000 1100 1200 6720 6600 6400 7200

大厨 1180 1290 1500 1180 1180 1280 7600 7600 6800 6800

服务员 500 680 800 400 560 500 2300 3000 2500 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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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海上机动渔船职务船员（2017 年上半年）
工资行情参考表

注：以上是经调研远洋渔船，大、小灯光渔船，大围网（三脚虎网）渔船，小围

网（二脚半）渔船，拖网（单拖、双拖）渔船等海上机动渔船 2017 年上半年各岗位职

务船员工资（不含股份分红、产值抽成等情况）行情情况综合分析编制，仅供参考。

职 务
工资额（人民币

元/月）
职 务

工资额（人民币

元/月）

一级船长 20,000 一级轮机长 18,000

一级船副 16,000 一级管轮 13,000

二级船长 13,000-15,000 二级轮机长 11,000

二级船副 10,000 二级管轮 9,000

三级船长 10,000 三级轮机长 7,000

助理船副 8,000 助理管轮 6,000

水 手 5,000 机 工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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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征用船舶（非渔船）补偿费用登记表
船名 船舶种类

船舶经营人 船舶所有人

船检登记号 船舶识别号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证书有效日期 船舶总吨位（T）

主机功率（kW） 发电机功率（kW）

船长（人） 大副（人）

二副（人） 三副（人）

驾驶员/驾机员（人） 值班水手（人）

轮机长（人） 大管轮（人）

二管轮（人） 三管轮（人）

轮机员（人） 值班机工（人）

船舶征用起始日

时间： 年 月

日 时

地点：

船舶征用结束日

时间： 年 月

日 时

地点：

船舶征用期间实际航行

时间（小时）

船舶油料补偿费

（人民币元）

船舶误工补贴费（人民

币元）
基本生活费（人民币元）

损失补偿费（人民币元）
其他应当给予合理补偿

的费用（人民币元）

合计（人民币元）

注：1.船舶征用起始时间从接到征用通知后，船舶开往集结地执行征用任务开始时间。

2.船舶征用结束时间为演练结束后，船舶接到征用结束通知时间。

3.表内各项登记内容以征用单位核实后签名为准。

4.本表一式三份。

征用单位（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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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征用船舶（海上机动渔船）
补偿费用登记表

船名 船舶种类

船舶经营人 船舶所有人

船检登记号 船舶识别号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证书有效日期 船舶总长（M）

主机功率（kW） 发电机功率（kW）

一（二、三）级船长（人） 一级船副（人）

二级船副（人） 助理船副（人）

机驾长（人） 值班水手（人）

一（二、三）级轮机长（人） 一级管轮（人）

二级管轮（人） 助理管轮（人）

轮机员（人） 值班机工（人）

船舶征用起始日

时间： 年 月

日 时

地点：

船舶征用结束日

时间： 年 月

日 时

地点：

船舶征用期间实际航行时

间（小时）

船舶油料补偿费（人

民币元）

船舶误工补贴费（人民币

元）

基本生活费（人民币

元）

损失补偿费（人民币元）
其他应当给予合理补

偿的费用（人民币元）

合计（人民币元）

注:1.船舶征用起始时间从接到征用通知后，船舶开往集结地执行征用任务开始时间。

2.船舶征用结束时间为演练结束后，船舶接到征用结束通知时间。

3.表内各项登记内容以征用单位核实后签名为准。

4.本表一式三份。

征用单位（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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