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验船师制度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船舶检验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提高船舶检验专

业技术人员素质,保证船舶检验质量,防止水域环境污染，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

验条例》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经批准设立的船舶检验机构中从事船舶

检验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船舶检验工作包括：船舶和海上设施（含船运货物集装箱）检验，

渔业船舶检验，相关设计图纸、技术文件审查。 

    第三条 国家对从事船舶检验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职业准

入制度，纳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统一规划。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注册验船师，是指经考试取得《中华人民共

和国注册验船师资格证书》（以下均简称资格证书），并依法注册后从

事船舶检验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五条 人事部、交通部、农业部按职责分工共同负责注册验船

师制度实施工作，并按职责分工对该制度的实施进行指导、监督和检

查。 

    省级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注册验船师资格考

试、注册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章  考试 



    第六条  注册验船师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的考试制

度，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 

    第七条  注册验船师资格考试设船舶和海上设施、渔业船舶两个

类别，每个类别分 4 个级别。专业技术人员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报

名参加相应类别、级别的考试。 

类 别

级别 

船舶和海上设施 渔业船舶 

A 

国际航行船舶、海上设施、国际航行的渔

业辅助船舶 

远洋渔业船舶 

B 国内海上船舶 国内海上渔业船舶 

C 内河船舶 

国内海上小型渔业船舶、 

内河渔业船舶 

D 内河小船 内河小型渔业船舶 

    第八条  交通部、农业部分别组织成立相应类别考试专家委员

会，负责拟定考试科目、编写考试大纲、建立考试试题库，组织考试

命题，并对相关类别考试提出合格标准的建议。 

    第九条  人事部分别会同交通部、农业部审定相应类别考试科

目、考试大纲、考试试题，对考试工作进行检查、监督、指导和确定

合格标准。 

    第十条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

业道德，身体健康，并符合相应考试报名条件的人员，均可申请参加

相应类别、级别的考试。考试实施办法由人事部分别会同交通部、农



业部另行制定。 

    第十一条  考试合格者，颁发人事部统一印制，人事部分别与交

通部、农业部用印的相应类别、级别资格证书。该证书在全国范围内

有效。 

第十二条  凡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验船师资格证书的，由发

证机关收回资格证书，3 年内不得再次参加注册验船师资格考试。 

     

第三章 注册 

第十三条  注册验船师资格实行注册管理制度，取得资格证书

的人员，必须经过注册，方可从事注册规定范围的船舶检验工作。 

第十四条  交通部、农业部分别为相应类别注册验船师资格的

注册审批机构。交通部直属的具有船舶检验管理职能的海事局为注册

验船师（船舶和海上设施类）资格的注册审查机构；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为注册验船师（渔业船舶类）资格的注册审

查机构。 

第十五条  取得资格证书并申请注册的人员，应受聘于一个具

有船舶检验资质的检验机构，并通过聘用单位向相应类别注册审查机

构提出注册申请。 

第十六条  注册审查机构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对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在 5 个工作日内，一

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

之日起即是为受理。 



对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注册申请，均应出具加盖注册审查机构

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第十七条  注册审查机构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按规定

条件和程序完成申报材料的审查工作，并将申报材料和审查意见报相

应注册审批机构审批。 

注册审批机构自受理申报人员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批

准决定。对作出不予批准决定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

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

作出批准决定的，应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注册审批机构应自作出批准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批准

决定送达经批准注册的申请人，并核发相应类别、级别《中华人民共

和国注册验船师注册证》；（以下简称《注册证》）。 

第十八条  《注册证》每一注册有效期为 3 年。注册在有效期

限内是注册验船师的执业凭证。  

第十九条  申请注册人员应同时提交下列材料：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验船师注册申请表》； 

（二）相应类别、级别的《资格证书》； 

（三）聘用单位对业务培训、工作经历和检验能力考核合格的

证明； 

（四）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或聘用合同； 

（五）注册审批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条  初始注册者，可自取得《资格证书》之日起 1 年内



提出注册申请。逾期未申请者，在申请初始注册时，须符合本规定继

续教育要求。 

第二十一条  注册有效期届满需继续执业的，应在届满前 30 个

工作日内，按照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程序申请延续注册。注册审批

机构应当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在规定的时限内作出准予延续注册的决

定；逾期未作出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 

延续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 延续注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验船师注册申请表》； 

（二） 相应类别、级别的资格证书； 

（三） 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或聘用合同； 

（四） 注册期内聘用单位考核合格和完成继续教育的证明材

料。 

第二十二条 在注册有效期内，注册验船师变更执业单位，应与

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或聘用关系，并按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程序办

理变更注册手续。变更注册后，其注册证书在原注册有效期内继续有

效。 

变更注册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 变更注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验船师注册申请表》； 

（二） 相应类别、级别的《资格证书》； 

（三） 与新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或聘用合同； 

（四） 工作调动证明，或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或聘用关系的

相应证明，或退休证明。 



第二十三条 注册验船师因丧失行为能力、死亡或被宣告失踪

的，其注册证书失效。 

第二十四条  注册验船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由注册验船师

本人或聘用单位及时向相应注册审查机构提出申请，由相应注册审批

机构审核批准后，办理注销手续，收回《注册证》。 

（一） 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 申请注销注册的； 

（三） 聘用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的； 

（四） 聘用单位被吊销船舶检验资质证书的： 

（五） 与聘用单位解除劳动或聘用关系的； 

（六） 注册有效期满且未延续注册的； 

（七） 同时受聘于 2 个及以上船舶检验机构的； 

（八） 被依法撤销注册的； 

（九） 受到刑事处罚的； 

（十） 应当注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的，不予注册： 

（一） 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 刑事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 

（三） 因在船舶检验工作中有违法违纪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自

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2年的； 

（四） 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六条  注册申请人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应予以撤



销，并由注册审批机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当事人在 3 年内不得再次

申请注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对被注销注册或不予注册的人员，在重新具备初

始注册条件，并符合本规定继续教育要求的，可按本规定第十五条规

定的程序申请注册。 

第二十八条  注册审批机构应定期公布注册验船师注册有关情

况。当事人对注销注册或不予注册有异议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九条  继续教育是注册验船师延续注册、重新申请注册和

逾期初始注册的必备条件。在每个注册期内，注册验船师应按规定完

成本专业的继续教育。 

    注册验船师继续教育，分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和选修课总学

时不少于 120 学时。 

第四章  执业 

    第三十条   注册验船师应在一个具有船舶检验资质的单位，进

行船舶检验执业活动。 

    第三十一条   注册验船师的执业范围按照国家船舶检验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章进行。 

第三十二条  在船舶检验工作中形成的检验报告，必须由注册

验船师签字盖章后方可生效，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注册验船师从事相关检验活动，由其所在单位接

受检验申请并统一收费。 



因注册验船师检验质量事故或相关检验结果不符合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和标准造成的经济损失，接受检验申请单位和执行检验任务

的注册验船师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五章  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四条  注册验船师享有下列权利： 

（一）使用注册验船师称谓； 

（二）依据国家船舶检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在规定范围

内从事船舶检验活动，履行相应的岗位职责； 

（三）接受继续教育； 

（四）获得与执业责任相应的劳动报酬； 

（五）对不符合规定的检验、发证行为提出异议，并向上级检

验机构或注册审批机构报告。 

（六）对侵犯本人权利的行为进行申诉。 

第三十五条  注册验船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管理规定； 

（二）执行检验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 

（三）保证检验工作质量，并承担相应责任； 

（四）在本人检验活动中完成的相应文件上签字； 

（五）不得准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业； 

（六）接受继续教育，提高检验水准； 

（七）保守在检验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他人的商业、技术



秘密； 

（八）完成船舶检验机构交给的相关工作。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在本规定下发之日前，对长期从事船舶检验工作，

已通过交通部、农业部组织的相应考试，取得相应适任证书、船舶专

业技术资格证书，并符合考核认定条件的人员，可通过考试认定办法

取得相应类别级别注册验船师资格证书。考试认定办法由人事部分别

会同交通部、农业部另行制定。 

    第三十七条  取得相应类别、级别资格证书，并符合《工程技术

人员职务试行条例》中工程师、助理工程师、工程技术员专业职务任

职条件的人员，用人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择优聘任相应专业技术职

务。其中，取得 A 级资格证书可聘任工程师职务；取得 B 级资格证

书可聘任工程师或助理工程师职务；取得 C 级资格证书可聘任助理

工程师职务；取得 D 级资格证书可聘任助理工程师或工程技术员职

务。  

第三十八条  符合考试报名条件的香港、澳门居民，可申请参

加注册验船师资格考试。申请人在报名时应提交本人身份证明、国务

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相应专业学历或学位证书、从事检验经历的证

明。台湾地区专业人员参加考试的办法另行规定。 

外籍专业人员申请参加注册验船师资格考试、申请注册和执业

等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九条  需注册验船师签字盖章的检验文件种类和办法，

从事船舶检验工作的单位配备注册验船师数量，注册管理和继续教育

等具体办法，均由交通部、农业部分别制定。 

第四十条  在实施注册验船师制度过程中，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及其相关机构因工作失误，使专业技术人员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给予相应赔偿，并可向有关责任

人追偿。 

第四十一条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或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不

履行工作职责，监督不力，或者谋取私利等违纪违规行为，并造成不

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分别由其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从事军用舰艇、公安船艇和体育运动船艇检验工

作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0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