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市小型客运船舶运输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目的与依据】 为了保障水路客运安全，维护

水路客运市场秩序，规范小型客运船舶的运输经营行为，促

进小型客运船舶行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内水路运输管理

条例》《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 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市通航水域内小型客运船舶的

运输经营活动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载客 12 人以下的客运船舶为小型客运船舶。

第三条【管理部门】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是本市小型

客运船舶运输经营的行政主管部门。

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小型客运船舶

运输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

本市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

法。

第四条【信息登记要求】 从事小型客运船舶运输经营

的，应当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在实际开

展经营活动后十五日内，将经营区域、从业人员以及船舶等

有关信息向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

在本办法发布前从事小型客运船舶运输经营活动的，应

在本办法发布后十五日内将经营区域、从业人员以及船舶等

有关信息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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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将信息登记情况向社会

公开。

第五条【安全运营主体责任】 小型客运船舶运输经营

者应当落实小型客运船舶安全运营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

标准化建设，建立健全安全运营责任制和安全运营规章制

度，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和技术培训、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工

作，改善运营条件，确保运营安全。

鼓励经营者为其小型客船投保承运人责任保险或者取

得相应的财务担保。

第六条【船舶要求】 经营者投入运营的小型客运船舶

的航区应当与经营区域相适应，经营者应当按照小型客运船

舶核定载客定额载运乘客，禁止超载航行，不得擅自改装小

型客运船舶，不得擅自增加载客数量。

经营者应当执行相关维护和保养制度，确保船舶处于适

航状态，设备处于完好状态。

鼓励经营者在小型客运船舶上安装并使用船舶定位识

别系统。

第七条【从业人员要求】 经营者应当配备取得相应适

任证书和培训合格证明的船员。

经营者应当配备安全管理人员，负责运营安全、船舶维

修保养以及应急指挥协调等工作。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具有与

船舶种类和航区相适应的从业资历。

经营者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保证其具

备必要的安全运营知识，熟悉有关安全运营规章制度和安全



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安全操作技能和事故应急处理措施。

第八条【安全管理】 经营者应禁止乘客携带易燃、易

爆、有毒、有放射性、有腐蚀性以及有可能危及人身和财产

安全的危险物品上船。

经营者可以在开航前对乘客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安全

检查，乘客应当予以配合。对乘客拒不配合安全检查，或者

发现乘客携带有危险物品且坚持上船的，经营者可以拒绝其

上船。

经营者发现乘客有疾病、醉酒等明显不适宜乘船情形

的，应当拒绝其上船。

经营者应当要求船员和乘客按照规范穿着救生衣。

第九条【恶劣天气停运】 遇到严重影响小型客运船舶

航行安全的恶劣天气时，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海事管理机

构要求停止运营的，经营者应当停止运营，并及时告知乘客，

做好后续处置工作。

第十条【服务规范】 经营者应当在售票处和小型客运

船舶上公布乘船须知、运营时间、航线、靠泊站点、收费标

准、退换票规则等内容。乘船须知中应当明示乘客不适宜乘

船的情形。

经营者不得对其服务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误导、欺骗乘客。

第十一条【运营管理规范】 经营者不得在自然保护区

的核心区、缓冲区等禁止活动区域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二条【投诉处理制度】 经营者应当建立投诉处理



制度，公布投诉电话，接受乘客投诉。经营者应当自收到乘

客投诉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乘客可以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投诉。市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应当自收到乘客投诉之日起 48 小时内作出处理。

第十三条【监督检查】 市、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

建立健全分类分级管理机制，针对经营者的标准化建设情况

实行分级分类管理，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等方式开展监

督检查，对问题突出的纳入重点监管，督促其整改落实，对

未依法履职的经营者应当依法依规查处。

第十四条【行政处罚】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其他法律、

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十五条【非通航水域内小型客运船舶管理】 非通航

水域内小型客运船舶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参照本办法管理，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六条【解释部门】 本办法具体应用问题由市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