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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业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较为严重 ,退 出生

产经营的各类船舶数量不断上升。这些船舶有的被

拆解 ,有 的被闲置。较多的船舶所有人期待经济复

苏后可能出现的巨大市场需求 ,选择让船舶暂时闲

置 ,但也有一些船舶所有人和船舶管理者认为,可

以通过暂时停止上调船员工资 ,或者在招聘和培训

方面节省投入来控制运营成本。从长远来看 ,把应

对金融危机的问题仅停留在考虑收入和成本的压

力方面是不现实的,也是缺乏远见的。

1 船 员供求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船公司和船舶管理者

面临的是全球船队迅速扩张带来的高级船员短缺

的巨大挑战。有些船舶管理者由于无法寻找到具有

一定资质的高级船员来操作和管理超大型船舶 ,不

得不停止开发新业务或暂时闲置部分船舶。

目前船舶订单的取消和延期以及拆解和闲置

船舶数量的不断增加 ,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高

级船员短缺的问题?因 为绝大部分闲置船舶依然

配员齐全 ,处于随时准备投入运营的状态 ,所以,除

非全球经济下滑造成航运业长期衰退以及大量船

舶被闲置和拆解 ,否则 ,在可预见的未来 ,有一定资

质和经验的高级船员短缺问题仍将持续存在。

据德鲁 里航运 咨询公 司 (Drewry shipping

Consultants)2009年 2月 的报告预测,2009年 全球高

级船员供给为 5170O0人 ,比 zO05年上升 10.9%,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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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⒛ 年上升⒛%,其中Ⅳ3以上的船员来自菲律宾、

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近 1饵 的船员来自东欧国

家。预计 ⒛09年的船员短缺将达到 33OO0人 ,比

⒛08年的“ OO0人略有下降。

根据全球人力资源比对模型的分析预测 ,到

⒛13年 ,全球船员供给将上升到 sT30O0人 ,船员短

缺将达到冗 OO0人 ,即使考虑可能有 10%的新船订

单取消率和 10%的拆船比例 ,修正后的船员短缺仍

将达到绲 ⒛0人。由此可见 ,船员供需矛盾依然突

出,高级船员短缺情况不容乐观。

2 船员招募

近年来 ,在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招募船员越来

越困难 ,国际船员劳务供应市场的
“
东移

”
趋势(即 由

欧美发达国家向东欧及亚洲地区转移的趋势)日 渐

明显。在一些主要船员供应国(如菲律宾、中国和印

度等 ),与金融和IT等其他成长性行业相比,年轻人

对船员这一职业的求职意向不升反降:甚至因此引

发部分雇主在高级船员实习生招募上的恶性竞争。

从全球范围来看 ,可供选择的新船员资源极为

有限,相对而言,非洲是个可以长期提供船员资源

的地区。许多非洲国家失业率相当高 ,工资水平极

具竞争力 ,但这些国家缺乏海运传统 ,培训设施很

少 ,所以需要加大前期投资和宣传的力度。目前 ,南

非已经建立一些海运培训设施 ,各级政府和机构也

正积极推介船员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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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和职业因素外 ,以下因素也在一定程

度上阻碍船员招募 :(1)日 益猖獗的海盗袭击。索马

里和尼 日利亚沿海是海盗袭击事件的多发区域。

⒛08年以来,索马里沿海和亚丁湾累计发生逾 ⒓0

起海盗袭击事件。各国军舰护航下的亚丁湾区域成

为媒体关注的焦点。(2”OCl4年 7月 1日 开始生效

的《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简称 IsPs规

贝刂)在一定程度上对包括船员、船舶、港口在内的整

个多式运输链产生影响,在船船员的工作负担随之

增加 ,一些国家、政府和管理机构还加强对船员上

岸的限制。(3)在船舶碰撞或污染案件中,涉案的中

高级船员可能面临被关押或拘禁等处罚。(4)现代

船舶的配员已经降到较低水平 ,进一步降低船舶配

员标准的余地不大。国际劳工组织 ⒛06年通过的

《海事劳工公约》将于2011年生效 ,这一公约提供包

括船员的工作条件、健康、安全、最低工作年龄、招

聘录用、工作时间、船上居住条件等方面的国际统

一标准 ,船员的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因疲劳而引

发的伤亡事故将更受关注。

随着船队现代化程度的提高、高性能船舶的交

付使用以及越来越多的老龄船舶的报废 ,船员需求

将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从总体上看 ,高级船员招

募形势依然严峻。

3 船员工资

马施云(Moore stephens)发 布的2008年度船舶

运营成本报告显示 ,⒛凹年船员工资成本约占船舶

运营总成本的硐%-s0%,比 ⒛06年的 33%J6%上

升 1O个百分点左右。

⒛07年船员工资成本快速增长 ,各船种船员的

平均工资增长 1O%以上 :集装箱船的船员平均工资

增长 20%,其中干线集装箱船的船员工资增长

m。2%,而 ⒛06年仅增长 9.5%;油船和液化气船高

级船员的工资也增长犭%以上。在一些地区,高工

资已成为吸引高级船员的主要手段之一。为了吸引

和留住某些供给短缺类型的高级船员 ,雇主提高船

员工资和其他福利待遇,如提供忠诚奖金、提高养

老金、给予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机会等。

诚然 ,当前航运形势的不确定和外汇兑换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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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产生不同程度的贬值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工

资增长带来的实际福利 ,但高级船员的工资增长趋

势仍将持续。

4 船员培训

高级船员的持续短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雇主

采用降低工资以控制成本的做法。在市场竞争激烈

的情况下 ,削减培训成本常被看作是短期内实现成

本控制的重要手段 ,于是相当一部分雇主纷纷尝试

削减培训成本。有远见的管理者反对这一做法 ,并

指出高级船员短缺现象仍将持续 ,船员招募工作将

面临更多挑战。在 ⒛世纪 sO年代的航运大萧条时

期 ,很多船公司大幅缩减船员招募规模和培训花费 ,

结果当市场恢复时,高级船员储备不足 ,培训不到

位 ,直接导致近年来船员短缺现象日益严重和工资

成本的快速上升 ,事实证明这是无法弥补的错误。

一些有远见的管理者正在增加对培训设施和

培训项目的投人 ,以便更好地培养自有船员。比如 ,

英国东方船舶管理公司投资 1.4亿美元在印度孟买

建立船员培训基地 ,用以培养自有高级船员 ,该基

地全面投人使用后每年能够培训们O名高级船员。

现有船舶实习生舱位的不足限制船舶所有人

招募和培训实习生的规模。一些船舶所有人和船员

管理公司正在积极探索多渠道的海上实践培训之

路。挪威东方船务管理公司(osM)于 1g%年启动

实习生长期培养计划 ,在其管理的船舶上始终安排

1砭 名实习生 ,满足高级船员需求的不断增长。⒛09

年 ,荷兰西特福(Sp妃moff)公司有⒉艘新船加人船

队,其中 8艘被确定为训练船 ,每艘训练船可接纳 8

名实习生和 1名带教老师。实习生舱位增加后 ,船

舶运营成本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但如果有更多的

业内人士能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 ,把海上实习看

作是⊥种投资而不仅仅是成本支出,当越来越多的

训练船真正投人使用并产生效果时 ,海上实践训练

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高级船员短缺危机将得到有效

缓解。m

国际海事组织 (lMo)关于修订《船员培训、发

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XSTCW公约 )的讨论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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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由此可见 ,对于船员培训和证书的强制要求将

越来越严格 ,寄希望于在培训方面实现有效的成本

控制是不现实的。刚性的培训需求仍将进一步扩

大 ,高级船员的培养周期短期内无法缩短。

5 船 员因境

经济危机和航运衰退使越来越多的船公司感

受到压力。船公司一旦破产或退出运营,许多船员

可能会被遗弃 ,从而失去收入来源 ,陷人生活困境。

国际运输工人联盟(IT⑴ 已经意识到并开始评

估该类风险。叩 组织海运危机管理团队,通过向

濒临破产的航运企业提供帮助来保证船员利益得

到适当保护。IT的 目标是有效利用其专长和资源 ,

确保联盟会员公司的船员在航运不景气的情况下

尽可能保留工作。svcndborg是一家在 ⅡI合同下

雇佣船员的船舶管理公司 ,该公司的船员主要来自

菲律宾、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公司承诺为这些船

员提供高标准的T资和遣返费。

6 结束语

船员是航运业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是振兴航运

业的关键力量。高级船员供给短缺和工资的上升趋

势、船员招募的难度加大、船员培训刚性需求的增

加和暂时性的航运不景气仍将维持较长一段时间 ,

船舶所有者和管理者应更多地站在人力资源发展

战略的角度 ,以长期发展的观点看待高级船员供求

问题,将高级船员储备看作一种投资,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 ,迎接航运市场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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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日一5月全国规模以上港口累计货物吞吐量排序

1 宁波一舟山港 5020 21345 99.5

2 上海港 4285 18916 87.2

3 天津港 3359 l∞ 0

4 广州港 3132 13985

青岛港 2645 lO4.8

大连港 2195 10533 108.6

7 秦皇岛港

8 苏州港 8939 106.2

日照港 1640 7钊09 1127

营口港 1535 7264

深圳港

唐山港 6438 146.4

南通港

烟 台港 1。M4 4867 105.o

连云港港 4628

南京港 900 4501 94.4

2009年 1-5月全国规模以上港口累计集装箱吞吐量前 10名

l 上海港 2080 9650 848

深劫l港

青岛港

广州港 4089

宁波一舟山港 3800

天津港 344.8

厦门港 387

大连港 37.7 97.7

连云港港 1069 97.2

营口港 z0.8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运输与安佥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