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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船员劳动权益与社会保障》系统地梳理了船员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船
员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船员劳动法律关系、船员职业培训、船员就业、船员劳动合同、船员集
体合同、船舶配员与船员劳务外派、船员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船员工资、船员劳动安全与卫生、船
员人身伤亡损害赔偿、船员职责及其职业道德、船员社会保险、船员社会救助、船员社会福利、船员
劳动争议处理、船员劳动监督、船员劳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以期为船员保护自身的劳动权益和
社会保障权益提供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船员劳动权益与社会保障>>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船员劳动法概述第一节 船员劳动法的基本概念一、船员的概念二、船员劳动及其特征三、船
员劳动法的释义第二节 船员劳动法的调整对象一、船员劳动关系二、附随船员劳动关系第三节 船员
劳动法的适用范围一、普适于一般劳动者的劳动法规二、专门适用于船员的劳动规范第四节 船员劳动
法的渊源和体系一、船员劳动法的渊源二、船员劳动法的体系第五节 国内外船员劳动法的发展概况一
、国外船员劳动法的产生和发展二、国际船员劳工立法概述三、中国船员劳动法的产生和发展第二章 
船员劳动法律关系第一节 船员劳动法律关系概述一、船员劳动法律关系二、附随船员劳动法律关系三
、船员劳动法主体的归纳第二节 船员——劳动主体一、船员资格二、船舶三、外国人成为我国船员劳
动主体的情况四、船员劳动权利与义务第三节 船员组织——船员工会一、工会组织的劳动监督主体资
格二、我国海员工会简介三、国际性船员组织的影响第四节 船员劳动用人主体及其组织一、船员劳动
用人主体资格二、我国船员劳动用人主体分类三、境外雇主取得我国船员劳动用人主体资格四、我国
船员劳动用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五、船员劳动用人主体的组织第五节 船员劳动服务主体一、船员就业
服务机构二、船员培训机构三、船员服务行业协会第六节 船员劳动行政主体第七节 船员劳动三方协
调机制一、《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中的三方协调机制二、我国船员劳动三方协调机制第三章 船员职
业培训第一节 船员职业培训概述一、船员职业培训的意义二、船员职业培训的特征三、船员职业培训
与海事高等教育的关系四、船员职业培训相关规范五、船员职业培训中“公司的责任”第二节 船员职
业培训实体一、船员职业培训实体的含义二、船员职业培训实体的设立三、船员职业培训实体的内部
管理第三节 船员职业培养模式及培训种类一、船员职业培养模式二、船员职业培训的种类第四节 船
员职业知识与技能及资格证书一、船员职业知识与技能等级二、船员职业知识与技能考试三、船员职
业资格证书第五节 船员职业培训涉及的法律责任一、船员培训机构的法律责任二、船员的法律责任三
、海事管理机构的法律责任第四章 船员就业第一节 船员就业概述一、船员就业的概念二、现行船员
就业模式第二节 船员就业服务一、就业服务的含义和内容二、船员经营性就业服务的主要内容三、我
国公共船员就业服务的进展第三节 船员就业管理一、就业管理概述二、对船员的就业管理规定三、对
船员用人单位的就业管理规定四、对船员服务机构的管理五、对海员外派机构的管理第四节 船员就业
促进一、我国船员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二、我国促进船员就业的主要措施第五节 船员职业发展一、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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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劳动时间的非固定性　　在运输过程中，为保障船舶安全，船员必须确保随时进行各种劳
动，而不能像陆上劳动那样，实行均匀的八小时工作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船舶的安全性能不断提高，但是，船舶的大型化、高速化、危险货物及油船的
出现，也同时伴生了运输船舶危险增大的倾向。
船舶出入港和通过狭窄水道以及碰撞、人命救助等紧急事态一旦发生，船员必须不分昼夜地进行劳动
，而且，这种不定型和不定时的劳动，还要求船员能够随时提供。
　　（3）劳动及生活的危险性　　船员在危险的工作场所进行劳动，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这些
危险既有来自水上的危险，也有来自船内作业和船内生活的危险。
比如，常常因恶劣天气或航道的复杂环境导致船员的人身安全受到伤害；船舶的工作、生活条件相比
陆地上艰苦，容易使船员患上各种各样的职业病；船内作业经常面临落入水中、由于船内的突起物和
坑穴而跌倒、高空作业、危险货物、绳索断裂等威胁。
除此之外，在船居住也会发生各种危险，船上的居住设施楼梯、通路、舱顶等一般比陆上设施要狭窄
、低矮，容易跌倒、坠落；船舶经常需要长时间远离陆地航行，船员一旦患病，可能难以得到及时、
有效的治疗。
因此，船员职业被列为世界十大最危险职业之一。
　　（4）工作和生活场所条件艰苦　　由于船上空间狭窄，生活、工作、卫生条件相当有限，高温
、潮湿，而且食品和饮水生鲜程度等方面也明显劣于陆上单位的情况。
如果遭遇恶劣气候等原因无法及时补给，有时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
水上风浪大，船员不仅要克服晕船等身体对船上工作的不适应，还要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坚持完成工
作。
这种状况会导致船员劳动能力的过度消耗，包括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消耗：一方面，船员长期从事夜间
劳动和八小时以外的劳动，体力难以得到迅速的、完全的恢复；另一方面，长期与家庭和社会相分离
的、单调而枯燥的生活，又从精神上加剧了肉体上的消耗。
所以，对船员的保险制度应该适用特殊安排。
　　（5）水上劳动的国际性　　水运生产的国际性要求各国船员提供的劳动能力应该是相同的，因
此各国均按照STCW公约的要求来培养船员，从而形成了国际性的船员劳动力市场。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输出船员劳务，还是发达国家输入船员劳务，都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
所以各国对船员劳动的法律保护都比较重视，同时在做法上也会有不少共同之处。
　　综上所述，水上乘务劳动的特殊性决定了船员劳动法的部门属性虽为劳动法，但却不是一般的劳
动法，而是劳动法中的特别法。
不能将陆上的一般劳动法完全适用于水上，也不能将船员劳动法作为劳动法的一个分支来简单地具体
化，相反，国家应制定专门规范水上乘务劳动的船员劳动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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