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年海運青年論壇北部場次提問與回應

1、 提案一：

(1) 提案內容：

船員欲自費報名參加訓練，需自行找齊足以開

班之人數，與訓練機構協調時間、講師及地點。

(2) 提案人：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黃柏凱駐埠船副。

(3) 綜合回應：

1. 交通部航港局船員組梁瑞聰組長：

(1) 現行船員專業訓練報名方式：

為免除以往船員需以電話、傳真等方式分

別向各訓練機構報名或查詢報名進度之不便，

本局建置「船員專業訓練報名平臺」，供船員

線上報名公費班，並於每年度公告公費班期程。

考量各訓練機構目前電子化作業未完全成

熟，及其籌辦自主性，故自費班現階段仍由船

員向各訓練機構報名，訓練機構開班時依自費

名單通知受訓。

(2) 如屬規模較大之航商，建議可由公司人員湊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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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人數，並與訓練機構接洽自費開班事宜。

(3) 另本局後續將協調各訓練機構研議辦理調整自

費報名機制以及建置網站媒合平臺之可行性。

(4) 總結：  （交通部航港局祁文中局長）

1. 現階段船員訓練係由各個訓練機構單獨作業，本

局業建置「船員專業訓練報名平臺」，未來透過

網路分享相關資訊，能夠讓各個訓練機構資源呈

現予需求者做選擇。

2. 針對專案性需求，本局將與相關訓練機構商議，

提供客製化服務，例如現行航海、輪機專班或特

殊需求專班等。

2、 提案二：

(1) 提案內容：

1. 東京備忘錄於 2013年 10月修正備忘錄條文內容，

採用新檢查制度（New Inspection Regime）作

為制定船舶屬於高風險船（HRS）、標準風險船

（SRS）或低風險船（LRS）之基準。該新制度已

將旗國之自願稽核機制（VIMSAS）列入評估作為

低風險船之基準。我國目前為非締約國，雖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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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自願稽核，並已在媒體披露，並以書函通知

IMO、巴黎/東京備忘錄及 USCG，但無法經 IMO秘

書長將最終稽核報告公諸於世，主管機關亦未予

以公佈於官方網站，讓全世界都知道我國履行公

約之詳情，亦未循外交途徑與各區域備忘錄（目

前有九處）之秘書處聯繫。建議主管機關以積極

方式，將所列之缺失，在最短時間矯正，並再安

排稽核跟催（Audit follow-up），並與各備忘

錄秘書處溝通，將我國列入已被稽核名單，而且

將所有稽核報告之內容公佈在交通部官網。

2. 去年十月敦請三位稽核員對臺灣航政體系作總體

稽核，從缺失報告中，不難發現，某些已生效之

IMO 法規文件所歸屬之主管機關，尚未定奪。欣

聞海洋委員會組織法甫於本年六月通過，隸屬行

政院，冀期海洋委員會儘早運作、檢討 IMO 

A.1067（28）決議案「海事履約章程準法律文件

之非完整無缺清單」所列中華民國在船旗國、港

口國及沿岸國之角色下，所應盡之責任與義務是

否均有適當主管機關妥善處理，俾及早矯正自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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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所列之缺失。

(2) 提案人：

傑舜船舶安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邱啟舜董

事長。

(3) 綜合回應：

交通部航港局船舶組吳雅瑜專門委員：

1. 本局透過與加拿大駐臺北貿易辦事處簽署之

「臺加海事體系技術合作計畫備忘錄」，自民

國 101年起逐步辦理自願稽核前置作業，102年

由加拿大海事專家陸續拜訪可能接受稽核之機

關，預先撰寫稽核前問卷並邀請 IMO 資深稽核

員來臺實地稽核，103年 10月 6 日至 14日德國

籍主任稽核員 Stephan Assheuer 率同 3位稽核

員組成稽核團隊陸續針對本局、交通部、環保

署、海巡署、國搜中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中央氣象局、大氣海洋局、海巡署、基隆海岸

電臺、基隆港及臺北港相關海事行政措施及硬

體設備進行實地稽核，針對稽核報告提出之缺

失項目，本局已協請各受稽核單位檢視，並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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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矯正行動計畫及根本原因分析，104年 5月已

完成最終稽核報告並請主任稽核員簽屬確認後

於 104 年 5月 28 日委由加拿大將最終稽核報告

送交 IMO 秘書長，並將我國完成自願稽核之消

息通知 Tokyo MOU、Paris MOU及 USCG。本局將

持續針對缺失項目督導各單位辦理改進事宜，

後續視實際需求再行安排跟催稽核。

2. 另有關所詢問稽核報告內容案，依據國際海事

組織公布的會員國稽核框架規定，最終稽核報

告係屬密件，僅供稽核人員及秘書長參閱，受

稽國得授權秘書長將其解密，考量稽核報告內

容涉及各機關單位內部行政事項，本局將研議

是否將最終稽核報告公布於網站。

(4) 總結：  （交通部航港局祁文中局長）

臺灣目前非聯合國會員，海運係具高度國際性

之產業，想在國際立足必須依循公約相關規定，目

前的作法係透過外部稽核方式，透過加拿大聘請

IMO資深稽核員來臺稽核並提出稽核報告，稽核的

用意在於瞭解各國際海事組織對於公約落實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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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本局針對今年稽核檢討事項將持續檢討與改

善。

3、 提案三：

(1) 提案內容：

無論何種投資建設均需要投入許多資金及人力

是否有係創意且節省經費之方式可達到相關建設效

果，尤其是港口建設。面對中國大陸不斷投資建設、

人力以及吸引人才，臺灣如何因應，另外是否有與

臺灣相同處境之國家已有相關建設可作為臺灣學習

的標竿。

(2) 提案人：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運輸科學系學生。

(3) 綜合回應：

1. 交通部航港局祁文中局長：

(1) 中國大陸是如何快速經濟發展，中國大陸係釋

出其國家資源、給予法規鬆綁及誘因，吸引外

國資金協助建設，在港口建設部分勢必需要投

入資金，可用促參或 BOT方式，不必投入政府

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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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國因應進出口量減少，改變政策推動轉口貨

運，訂定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例如自

由貿易港區其中一種運作模式，藥廠利用海運

進口大量藥丸，進口後再分裝出口利潤較低，

而他的方式是在課稅保稅區分裝不同國家說明

書之小藥罐，再利用空運送到目的地，利用這

種方式帶來商機。

2. 臺灣國際物流暨供應鏈協會葉建明名譽理事長：

(1) 港口及機場之建設係整體運輸環節之一環，目

前我國港口無塞港問題，另一角度來說係利用

率不足而不是船無法靠泊需要擴充，由此可見

臺灣需要改善的是軟實力部分。港口第一項功

能為裝卸港，第二為轉運，增加港口運能，高

雄港吞吐量曾為全球排名第 6名，如今為第 13

名，但是不應僅單檢視吞吐量，而是在吞吐量

減少的情況下如何創造附加價值，例如我國現

今已鬆綁之 MCC多國拆併裝或在倉庫中進行初

級加工，港口功能之轉型，不單僅是裝卸作業

尚加入產品加值，並創造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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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外臺灣也推動 6海 1空自貿區，除了港口加

值外，雖然基層技術及製造外移大陸，臺灣仍

保有關鍵技術，透過前店後廠方式做最後加值

出口，並透過關稅等相關法令解禁，可增加我

國港口功能並提升價值。除了前店後廠外，未

來我國可推動智慧港口，利用智慧運籌節省人

力成本，順暢整體海運及物流產業鏈，大陸雖

然投資、建設多，但事實上許多僅是需有外表

而無內在，我國面對大陸崛起也不要氣餒，而

是要大家一起努力發揮創意。

(4) 結論：  （交通部航港局祁文中局長）

創意來自於具備充分的資訊，很重要的就是資

源分享、利益共享，葉理事長曾經提出一個創意

「庫容互換」，我國港口有些時間、區域使用率不

高，有其他與我國港口相似情形的競爭或合作國家，

何不將我國倉庫與對方交換，互相在尖峰及非尖峰

時刻均能充分提升倉庫使用率，達到資金節省、資

源分享及利益共享的目標。

4、 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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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案內容：

本校僑生尤其是港澳生非常關心，能否比照一

般外籍生參加航海人員訓練，取得服務手冊及證照。

(2) 提案人：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張清風校長。

(3) 綜合回應：

交通部航港局船員組戴重仁簡任技正：

我國現行制度港澳生可比照外籍生參加航海人

員測驗，今年 8月份透過修法將外籍生參加航海人

員測驗之資格及上船實習等放寬規定，另外有關外

籍生上船實習部分，建議在校期間由學校協助安排

實習艙位，目前規定以在校生方式實習係較順利的，

若等畢業後再尋找實習艙位會比較困難。

5、 提案五：

(1) 提案內容：

明年即將參加航海人員測驗，根據航港局 10月

份到學校宣導之10本參考書目，經學校老師協助審

題後發現10本書中並無包含部分出題範圍，請問是

否有缺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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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案人：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學生。

(3) 綜合回應：

交通部航港局船員組戴重仁簡任技正：

航海人員測驗題庫從今年第 3 次測驗開始實施

後，因為係新題庫無過去之考古題可參考，及格率

較過去低，本局經過檢討後再 10月底赴各海事院校

宣導。有關參考書目部分，新的題庫建置方式係屬

常態分佈，分難、中、易，以難度中等居多，目的

在測驗出擔任一位操作級船員應具備之基本知識。

(4) 結論：  （交通部航港局祁文中局長）

航海人員考試由本局接棒為航海人員測驗，之

後本局即開始進行新題庫之研擬，新題庫與移往舊

題庫不同在於學界、業界及政府機關以「6比 3比 1

方式擬出新題庫，期望透過業界經驗增加實務

操作題，並透過「6比 3比 1

之比例重新審視能否達成教育及實務需求。

6、 提案六：

(1) 提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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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目前為大學 1年級，若 4年後畢業碰上產業寒

冬實習名額大約剩下幾位。

2. 除了英文能力外，還有哪些需要培養成為亮點的

專業，符合未來產業需求。

(2) 提案人：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輪機工程學系學生。

(3) 綜合回應：

1.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曾秉仁協理：

(1) 各個產業均有寒冬現象，以臺灣近幾年比較面

臨的產業如科技業，無論處於寒冬，其對相關

訓練、研究及研發依舊沒有中斷，而海運產業

將時間序別拉長來看，雖然寒冬是一個事實，

但長時間來看他僅是一個小踉蹌，相信他會度

過，公司不會因為小踉蹌而打亂整體船隊計畫

及佈局，只要國輪船隊在，國籍船員仍是公司

的需求，而實習艙位不太會因為如此而有大影

響。

(2) 就目前航運產業而言，船隊之發展係不斷再改

變，從以往中小型船舶走向甲板長達 37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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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型船舶，對於船舶操縱、管理等相關人員

之教育及培訓係不可或缺的，所以實習艙位是

不會縮減的，只有不斷提升我國籍船員實力，

強化船舶營運能力才是終極目標。

2.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余玉成協理：

行業榮衰就如同人生一樣，都有起起伏伏的

時候，這個問題即凸顯今天海運青年論壇的價值，

我們最擔心的是一個人對他所處的環境不知不覺

或者是後知後覺，透過青年論壇由產業界將實際

產業現況讓各位同學瞭解，同學即可設立目標，

如何應對、如何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能，面對未來

就業市場。

(4) 結論：  （交通部航港局祁文中局長）

除了語言能力外態度最重要，各位同學心理須

認定海運職場是終身志向，將目標設定後如何邁進，

則隨著時間的改變滾動檢討，補強自己較弱的地方，

朝著目標勇敢前進。未來在臺灣年輕人之工作舞台

絕對不會在臺灣，必須將臺灣成功經驗複製到其他

國家，海運產業與全球經貿高度相關，我們需要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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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化團隊一起打世界杯，共同把臺灣推向世界舞台。

7、 提案七：

(1) 提案內容：

中國在一帶一路的政策藍圖下，透過鐵路的方

式將貨物從亞洲運送到歐洲，請問中國一代一路政

策對臺灣船公司之影響以及船公司之因應對策。

(2) 提案人：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學生。

(3) 綜合回應：

1.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曾秉仁協理：

到目前為止對海運無重大之影響，在整體運

輸過程中，鐵路之運能較受到限制，其仍然無法

取代大量船舶之功能。運輸係特許產業，跨國境

之後其問題是複雜的，所以中國一帶一路之運輸

量是否大到造成海運功能轉變，目前尚無跡象顯

示對海運產業造成影響。

2.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余玉成協理：

不僅是中國一帶一路會對航運產業造成衝擊

包括美國歐巴馬總統呼籲美國企業家回國及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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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自由貿易區等國家戰略，造成海運運送需求

量減少，一帶一路也是類似的狀況，中國想突破

美日防堵中國從太平洋找到出口的途徑，所以往

西亞方向發展等戰略性考量，航運業或多或少也

會受到影響，所以海運寒冬係受到多方面衝擊，

這都是包括在其中，如何因應呢，則是靠船公司

經驗累積及觀察全球航運變化情形創造對策。

(4) 總結：  （交通部航港局祁文中局長）

這個問題係我國必須重視之議題，無論中國在

一帶一路政策上對臺灣航運業、製造業、生產業等

產業之影響如何，我們均應做最壞的打算、做最好

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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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意見：

項次

提案內容

提案人

決議

業務單位

1

船員欲自費報名參加訓練，需自行找齊足以開班之人數，

與訓練機構協調時間、講師及地點。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黃柏凱駐埠船副。

現階段船員訓練係由各個訓練機構單獨作業，本局業

建置「船員專業訓練報名平臺」，未來透過網路分享相關

資訊，能夠讓各個訓練機構資源呈現予需求者做選擇。

針對專案性需求，本局將與相關訓練機構商議，提供

客製化服務，例如現行航海、輪機專班或特殊需求專班等。

船員組

項次

提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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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

決議

業務單位

2

我國目前為非公約締約國，雖已安排自願稽核，並已在媒

體披露，並以書函通知 IMO、巴黎/東京備忘錄及 USCG，但

無法經 IMO秘書長將最終稽核報告公諸於世，主管機關亦未

予以公佈於官方網站，建議主管機關以積極方式，將所列

之缺失，在最短時間矯正，並再安排稽核跟催，並與各備

忘錄秘書處溝通，將我國列入已被稽核名單，而且將所有

稽核報告之內容公佈在交通部官網。

傑舜船舶安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邱啟舜董事長。

臺灣目前非聯合國會員，海運係具高度國際性之產業，想

在國際立足必須依循公約相關規定，目前的作法係透過外

部稽核方式，透過加拿大聘請 IMO資深稽核員來臺稽核並提

出稽核報告，稽核的用意在於瞭解各國際海事組織對於公

約落實執行之情形，本局針對今年稽核檢討事項將持續檢

討與改善。

船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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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提案內容

提案人

決議

業務單位

3

無論何種投資建設均需要投入許多資金及人力，是否有係

創意且節省經費之方式可達到相關建設效果，尤其是港口

建設。面對中國大陸不斷投資建設、人力以及吸引人才，

臺灣如何因應，另外是否有與臺灣相同處境之國家已有相

關建設可作為臺灣學習的標竿。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運輸科學系學生。

創意來自於具備充分的資訊，很重要的就是資源分享、利

益共享，葉理事長曾經提出一個創意「庫容互換」，我國

港口有些時間、區域使用率不高，有其他與我國港口相似

情形的競爭或合作國家，何不將我國倉庫與對方交換，互

相在尖峰及非尖峰時刻均能充分提升倉庫使用率，達到資

金節省、資源分享及利益共享的目標。

港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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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提案內容

提案人

決議

業務單位

4

本校僑生尤其是港澳生非常關心，能否比照一般外籍生參

加航海人員訓練，取得服務手冊及證照。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張清風校長。

我國現行制度港澳生可比照外籍生參加航海人員測驗，今

年 8月份透過修法將外籍生參加航海人員測驗之資格及上船

實習等放寬規定，另外有關外籍生上船實習部分，建議在

校期間由學校協助安排實習艙位，目前規定以在校生方式

實習係較順利的，若等畢業後再尋找實習艙位會比較困難。

船員組

項次

提案內容

提案人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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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單位

5

明年即將參加航海人員測驗，根據航港局 10月份到學校宣

導之10本參考書目，經學校老師協助審題後發現 10本書中

並無包含部分出題範圍，請問是否有缺漏的部分。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商船學系學生。

航海人員考試由本局接棒為航海人員測驗，之後本局即開

始進行新題庫之研擬，新題庫與移往舊題庫不同在於學界

業界及政府機關以「6比 3比 1

方式擬出新題庫，期望透過業界經驗增加實務操作題，並

透過「6比 3比 1

之比例重新審視能否達成教育及實務需求。

船員組

項次

提案內容

提案人

決議

業務單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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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前為大學 1年級，若 4年後畢業碰上產業寒冬實習

名額大約剩下幾位。

除了英文能力外，還有哪些需要培養成為亮點的專業，

符合未來產業需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輪機工程學系學生。

除了語言能力外態度最重要，各位同學心理須認定海運職

場是終身志向，將目標設定後如何邁進，則隨著時間的改

變滾動檢討，補強自己較弱的地方，朝著目標勇敢前進。

未來在臺灣年輕人之工作舞台絕對不會在臺灣，必須將臺

灣成功經驗複製到其他國家，海運產業與全球經貿高度相

關，我們需要國際化團隊一起打世界杯，共同把臺灣推向

世界舞台。

船員組

項次

提案內容

提案人

決議

業務單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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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一帶一路的政策藍圖下，透過鐵路的方式將貨物從

亞洲運送到歐洲，請問中國一代一路政策對臺灣船公司之

影響以及船公司之因應對策。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學生。

這個問題係我國必須重視之議題，無論中國在一帶一路政

策上對臺灣航運業、製造業、生產業等產業之影響如何，

我們均應做最壞的打算、做最好的準備。

船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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