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告不得用作民事、行政和刑事判责及责任追究 

第 1 页 共 23 页 

 
福州“9·29”“全顺通”轮自沉事故调查报告 

 

 

 

 

 

 

 

 

 

 

 

 

 

 

 

编制单位：福建海事局 

单位地址：福建省福州市西二环南路 116 号 

联系方式：0591-83838857 



本报告不得用作民事、行政和刑事判责及责任追究 

第 2 页 共 23 页 

目录 
一、事故简况 ........................................................... 3 

二、专业术语和标准用语标示 ............................................. 3 

三、事故调查取证情况 ................................................... 3 

（一）船舶资料 .............................................................. 4 

（二）船舶状况 .............................................................. 4 

（三）人员情况 .............................................................. 7 

（四）环境因素 .............................................................. 9 

（五）管理因素 .............................................................. 9 

（六）污染情况调查 ......................................................... 11 

（七）沉船探摸情况 ......................................................... 11 

四、重要事故因素认证 .................................................. 13 

（一）船舶沉没时间 ......................................................... 13 

（二）船舶沉没地点 ......................................................... 13 

（三）在船人员情况 ......................................................... 14 

五、事故经过 .......................................................... 15 

六、应急处置和搜救情况 ................................................ 17 

七、事故损失情况 ...................................................... 18 

八、事故原因分析 ...................................................... 18 

九、责任认定 .......................................................... 19 

（一）不安全行为分析 ....................................................... 19 

（二）责任认定 ............................................................. 20 

十、调查发现的其他问题 ................................................ 20 

十一、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处理建议 .................................... 21 

（一）司法移送建议 ......................................................... 21 

（二）其他处理建议 ......................................................... 21 

十二、安全管理建议 .................................................... 21 

十三、附件 ............................................................ 22 

 



本报告不得用作民事、行政和刑事判责及责任追究 

第 3 页 共 23 页 

一、事故简况 

2018 年 9 月 29 日约 1405 时，广西钦州某海运有限公司所

属干货船“全顺通”轮自广州装载钢材驶往上海途中，航经闽江

口七星礁东侧约 1.5 海里水域（概位 26°05′.4N，119°51′.2E）发

生自沉事故，造成 2 名船员死亡，1名船员失踪，未造成海域污

染，构成较大等级水上交通事故。 

二、专业术语和标准用语标示 

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VHF: 甚高频无线电话 

VTS：船舶交通管理系统 

NSM：国内安全管理 

三、事故调查取证情况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福建海事局

成立事故调查组，对与本起事故有关的当事人和客观证据进行调

查取证，主要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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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船舶资料 

船名 全顺通 曾用名 
金山泉 98、金翼海、

威龙 98 

船籍港 钦州 船舶种类 干货船 

船体材料 钢质 总吨 2044 

净吨 1144 参考载货量 3506吨 

总长 86.00 米 船宽 13.00 米 

型深 6.70米 满载吃水 5.500 米 

航区 近海 主机功率 735 千瓦 

建造厂家/ 

完工日期 
永嘉县交通造船厂/2003年 4 月 24日 

船舶所有人 钦州某海运有限公司 

船舶经营人 钦州某海运有限公司 

表 1：“全顺通”轮船舶资料 

（二）船舶状况 

1. 船舶登记和检验情况 

“全顺通”轮船舶登记证书齐全、有效（证书清单详见附件

2）。该轮持有的《船舶国籍证书》由钦州海事局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签发，船籍港为钦州，有效期至 2021 年 9月 22 日。 

该轮曾用名“金山泉 98”、“金翼海”、“威龙 98”。建

造图纸由浙江省船舶检验局审查批准，建造检验由浙江省船舶检

验局温州港检验处于 2003 年 4月 28 日完成，并签发船舶检验证

书。2003 年 5 月 6 日转入福建省船舶检验局福州船舶检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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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名为“金山泉 98”。2005 年 7 月船名变更为“金翼海”，福

建省船舶检验局对该轮实施“低质量船舶专项治理附加检验”，

检查发现该轮“货舱件横舱壁、船体构件布置与存档图纸不符”、

“货舱舱口围结构与图纸不符”、“货舱舱口盖结构与图纸不符”

等船体结构方面的问题，该轮根据检查情况完善了船体部分图纸

及强度计算资料的补充，并经重新审批。2007 年 3 月 6 日转入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船舶检验处，船名为“威龙 98”，2011 年

船名变更为“全顺通” 。最近一次船舶检验为 2018 年 5 月 28

日在顺德港进行的换证检验，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船舶检验局

实施检验，并签发编号为 201853500253 的《海上船舶检验证书

簿》。其中《海上货船适航证书》有效期至 2023 年 5 月 27 日，

准予航行近海航区（航线），作一般干货船用。 

2.设备工作状况 

该轮主要航行设备配有 1 台雷达、1 台 AIS、1 套电子海图

系统。事发前，该轮雷达、AIS、电子海图系统正常开启。 

该轮救生设备包括救生衣 20 件、救生服 15 件、救生艇 1艘

（定员 14 人）、救生筏 1 只（定员 15 人）、救生圈 8 只。船舶

沉没后，救生筏未能自动释放。 

3.船舶安全检查情况 

 “全顺通”轮最近一次船旗国监督检查，由广州黄埔海事

处于2018年 9月 20日在广州港对其进行检查，共发现8项缺陷，

处理意见均为开航前纠正。其中 7 项缺陷经复查合格，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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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缺陷代码 缺陷描述 处理决定 

0650 救生圈及属具：四个救生圈破损、两个自亮浮

灯失效 

缺陷已纠正 

1551 白昼信号灯：两盏信号灯不亮 缺陷已纠正 

2010 应变部署表与个人应变卡：驾驶台应变部署表

船员姓名未更新 

缺陷已纠正 

0611 救生（助）艇属具：救生艇登乘梯未与施放处

地铃连接 

缺陷已纠正 

1275 通风筒、空气管、外罩：机舱通风筒未标示 缺陷已纠正 

1550 号灯、号型、声响信号、信号旗：号钟丢失 缺陷已纠正 

1550 号灯、号型、声响信号、信号旗：信号旗未标

示 

缺陷已纠正 

1560 海图：缺黄埔港海图 开航前纠正 

表 2：“全顺通”轮最近一次安检缺陷情况 

4.船舶载货情况 

（1）货物情况。该轮本航次先后在佛山和广州港受载货物。

根据货物交接清单及水路货物运单，2018 年 9 月 19 日在佛山九

江战备码头装载圆钢 38 件、卷钢 47 件，共 445.354 吨；9月 22

日在广州港珠钢码头装载卷钢 262 件，共 3108.78 吨。佛山、广

州两港所装钢材共计圆钢 38 件、卷钢 309 件，与打捞起的货物

数量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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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船员陈述，该轮广州离港时，艏吃水 5.5 米、艉吃水

5.6 米，船舶艏、艉吃水均低于其热带载重线。本航次货重

3554.134 吨，超过参考载货量约 48 吨，由于该轮已经沉没，无

法获取该轮实际的压载水、淡水及船舶常数等数据，因此无法对

该轮本航次是否超载进行准确认定。 

（2）积载情况。该轮共 2 个货舱，舱盖型式为钢质箱型舱

口盖加帆布风雨密。根据船员询问笔录及大副所绘积载草图，货

物积载及绑扎情况如下： 

前舱：38 件圆钢横向装载于后部；卷钢分两层、每层 12 排

装于圆钢前，底层装满每排约 8件，少量卷钢装于上层每排约 3

件。 

后舱：装载卷钢两层、每层 15 排，底层装满每排约 8 件，

少量卷钢装于上层每排约 3件。 

绑扎情况：由船方绑扎（大副及 3 名水手），舱底铺设防滑

橡皮垫，舱壁两侧用枕木进行了适当的固定，底层每件卷钢用三

角木固定，上层卷钢用拉力带与底层卷钢捆绑。 

（三）人员情况 

“全顺通”轮《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要求配备船长、大副、

三副、轮机长、二管轮、三管轮各 1 人，值班水手 3 名、值班机

工 2 名，一名专职或两名兼职操作员。 

2018 年 9月 20 日，广东黄埔海事处对“全顺通”轮实施 2018

入沪专项检查时，现场核对船上人员与申报情况相符，均持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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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且符合等级要求的船员适任证书，符合配员要求。 

事故发生时，该轮实际在船 11 人，申报的船员中大副、三

副、二管轮及 1名值班机工等 4人不在船，船员配备不满足《最

低安全配员证书》要求, 且大厨刘某华未持有任何有效海船船员

证书。主要涉事船员情况如下： 

船长庄某德，男， 1955 年 8月 6 日出生，持有泉州海事局

签发的 500 至 3000 总吨的船长适任证书，有效期至 2020 年 5 月

5 日。2018 年 8月 1 日上船任职，事发时在房间休息。 

值班水手俞某，男， 1960 年 1 月 16 日出生，持有福建海

事局签发的 500 总吨及以上值班水手适任证书 ，有效期至 2025

年 1 月 16 日。2018 年 7 月 24 日上船任职，事发时在驾驶台值

班。 

三管轮曹某珠，男， 1953 年 11 月 18 日出生，持有福州海

事局签发的未满 750 千瓦船舶轮机长适任证书，有效期至 2018

年 11 月 18 日。2018 年 5 月 19 日上船任职事发时在机舱值班。 

值班机工林某星，男， 1976 年 9 月 29 日出生，持有广西

防城港海事局签发的 750 千瓦及以上值班机工适任证书，有效期

至 2041 年 9 月 29 日。2018 年 6 月 2 日上船任职，在船上承担

机工职责。事发时在机舱值班。 

丁某茂，男， 1973 年 5 月 20 日出生，持有船员服务簿和

海船合格证。为该轮的实际船东，在船上负责经营和管理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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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因素 

1．气象水文（海况） 

根据福州市气象局提供的的黄湾岛气象信息显示，2018 年 9

月 29 日下午至夜里，偏北风 4-5 级，阵风 6-7 级。据船员陈述，

事发时风力 5-6 级，阵风 7级，浪高约 2 米，能见度良好。 

根据《潮汐表》查得，福州闽江口（川石）海域 9 月 29 日

1249 时为最高潮，潮高 612cm，1935 时为最低潮，潮高 154cm，

事故发生时，该水域正在退潮，流向向东，流速约 1.5 节。 

2．事故水域通航环境 

事故发生海域位于闽江口七星礁以东附近水域，为福建沿海

中小型船舶习惯航路，同时该水域也是闽江口外锚地，水深 15

米左右。事发时该水域附近周边有在航船“新宇航”、“顺通轮”，

锚泊船“永明 188”轮。 

（五）管理因素 

     1.法定所有人、经营人及实际船东情况 

 “全顺通”轮注册的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均为钦州某海运

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及总经理为高某全。该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经营范围包括国内沿海、长江中下游及珠江水系普通货船运输，

水路运输许可证编号为交桂 XK01XX，发证单位为广西壮族自治

区港航管理局，发证日期 2016 年 7 月 25 日，有效期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钦州某海运有限公司登记船舶共 6 艘，其中 4 艘在

营运，2艘已经停航。“全顺通”轮持有的《船舶营业运输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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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管理局于 2016 年 5月 30 日签发，证

书有效期至 2018 年 5 月 28 日，事发时，该轮《船舶营业运输许

可证》已失效。 

根据钦州某海运有限公司管理人员及个体船东等相关当事

人的描述，“全顺通”轮系丁某茂、高某全所有，丁某茂占较大

股份，高某全占较小股分。“全顺通”轮实际由丁某茂控制和经

营管理，钦州某海运有限公司未切实履行“全顺通”轮船舶经营

人（所有人）的经营管理责任。 

     2. 管理人情况 

 根据钦州某海运有限公司与福州某海运有限公司签订的

《船舶安全与防污染委托管理协议》，“全顺通”轮管理人为福

州某海运有限公司，该公司于 2005 年 3 月成立，法人代表高某，

主要从事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及国内普通货船

机务、海务管理，船舶检修、保养，船舶买卖、租赁、营运及资

产管理，其它船舶管理服务等。公司于 2017 年 5月 16 日取得福

州海事局签发的 DOC，证书编号 07A1XX，有效期至 2022 年 6 月

22 日，年度审核签注日期为 2018 年 9 月 21 日。至本起事故发

生之日，公司纳入安全管理体系管理的船舶 5艘。 

“全顺通”轮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取得福州海事局签发的

安全管理证书，编号 07A145032，有效期自 2015 年 12 月 28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27 日。该轮最近一次审核于 2017 年 5 月 4 日实

施，作为公司换证审核代表船，审核发现一般不符合 5项，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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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严重或重大不符合情况。 

经调查，福州某海运有限公司未有效履行安全管理责任，主

要存在以下问题： 

（1）“全顺通”轮所属管理公司福州某海运有限公司在船

长、大副任职前，未能按照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开展面试、安全管

理体系知识培训及专业技能考核。 

（2）公司不掌握船舶配员情况。“全顺通”轮船员调配由

船舶个体船东丁某茂负责，本航次“全顺通”轮实际配员不满足

最低安全配员要求。 

（3）“全顺通”轮货物配载主要由大副吴某和船东丁某茂

商量决定，公司在装货过程中未对该轮下达书面航次任务书，货

物积载图未经船长审签，该轮货物运输管理背离其管理公司安全

管理体系相关要求。 

（六）污染情况调查 

该轮沉没后，福州市海上搜救中心派出专业力量对油舱进行

了封堵，并抽出船舶油舱所存燃油，事故未造成海域污染。 

（七）沉船探摸情况 

根据正力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全顺通”轮沉船探摸

报告》，沉船有关情况如下： 

测寻时间：2018 年 09 月 30 日-10 月 09 日； 

沉船位置：26°05′.397N/119°51′.237E； 

沉船艏向：约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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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状态：沉船基本正坐，略有尾倾； 

货物变化情况：货物基本在舱内； 

沉船破损情况：沉船船体右舷后货舱口往前约 18 米的位置，

有一个从舱口围到主甲板到舭龙骨的不规则漏洞，舭龙骨下因被

沙淹没破损情况不知，破口上口宽 7-8 米、下口宽约 3米；左舷

后货舱的前舱口位置从舱口、主甲板至舭龙骨下 10 公分的裂开

破口，再往下的位置被沙淹没破损情况不知，破洞上部宽 4-5 米、

下口宽约 2.5 米；左舷货舱之间的舱壁、主甲板往下约 3-4 米位

置有一道 2-3 米、宽约 10 公分的横向裂缝；货舱隔舱壁甲板往

下 2-3 米的位置严重变形；左舷球鼻艏水线往上至艏楼板有众多

大小不一的凹陷。 

货物打捞完毕后，潜水员对沉船货舱进行探摸，发现前货舱

前部有块大约 5 平方米的内底板隆起，隆起的最高点高度约为 

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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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沉船沉态示意图 

四、重要事故因素认证 

（一）船舶沉没时间 

根据该轮 AIS 轨迹及雷达回波记录资料，2018 年 9 月 29 日

1405 时“全顺通”轮 AIS 信号和雷达回波同时消失。综上，认

定该轮沉没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29 日 1405 时。 

（二）船舶沉没地点 

根据 AIS 轨迹及雷达回波记录资料，该轮最后（1405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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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回波消失位置为 26°07′.4N/119°55′.5E。正力海洋工程有限公

司沉船探摸报告的沉船位置与上述位置基本一致。综上，该轮沉

没地点为 26°07′.4N/119°55′.5E。 

（三）在船人员情况 

1.“全顺通”轮船员在 2018 年 9月 29 日最初报告遇险时，

报告船上船员共 11 人，其中有 3人失踪。 

2.船长庄某德陈述：从广州开航时，船上共 11 人，9 月 29

日约 1100 时，其离开驾驶台时，接班人员为实际船东兼船舶管

事丁某茂，事发时，除 8 人获救外，只有 3人失踪。 

3.调查人员对获救的其他 7名船员进行调查询问时，船员纷

纷改口称：船上共 14 人，除失踪 3 人外，船上另有大副、三副

和机工等 3人被一艘渔船救起，但事故发生时，没有船员看到大

副、三副和机工林宜銮等 3人。 

4.船东兼船舶管事丁某茂接受调查询问时，冒充该轮的二管

轮丁某生，并称其单独被一小船救起。福州市海上搜救中心组织

搜救期间，曾电话联系上丁某生，并确认事发当时丁某生不在船。 

5.船员所述的被一渔船救起的大副和机工均称，广州开航时

船上 12 人，9 月 29 日，2 名见习水手从平潭上船实习。但对其

他船员的调查表明，船上2名见习水手分别于2018年 4月 18日、

2018 年 5月 19 日上船见习，其他船员除船东兼船舶管事丁某茂

外均为任职船员。此外，船员所述的被一渔船救起的 3 人均无法

说明获救经过，也未能提供渔船船名、联系方式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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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相关船员的证言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船员证言相互矛盾，其中，船东兼船舶管事丁某茂、

大副和机工林宜銮均明显提供虚假信息。 

（2）船长所述船员人数情况与该轮最初报告遇险时相符合。 

综上所述，调查组认定事故发生时，在船人数为 11 人，申

报的船员中大副、三副、二管轮及 1 名值班机工等 4 人不在船。 

五、事故经过 

根据 AIS 记录数据、雷达回波记录资料及相关船员陈述，事

故经过如下： 

2018 年 9月 19 日，“全顺通”轮在佛山九江战备码头装载

445.354 吨圆钢和卷钢钢材后，开往广州珠钢码头。 

9 月 22 日约 1700 时，该轮装载 3554.134 吨钢材从广州珠

钢码头开航，船舶艏吃水 5.5 米、艉吃水 5.6 米，本航次计划开

往上海。 

25 日约 1400 时，该轮在平潭吉钓水域抛锚。 

26 日约 0830 时，该轮起锚续航，航行至平潭鼓屿门水域时，

因风浪较大，风力达到 8-9 级，阵风 10 级，该轮掉头返回吉钓

水域锚泊避风。 

26 日约 1300 时，“全顺通”轮锚泊于平潭吉钓水域。 

29 日约 0800 时，“全顺通”轮再次从平潭吉钓水域起锚，

此时船长庄某德和水手念某在驾驶台值班。 

约 1100 时，由丁某茂和水手俞某接班，船长庄某德和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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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某在交接班完毕后离开驾驶台。 

1200 时，该轮船位 25°54′.8N/119°44′.7E，航向 24.7 度，航

速 5.6 节，位于长乐石湖岛以东约 3.1 海里。 

日 1300 时，该轮船位 25°59′.6N/119°47′.9E，航向 42.6 度，

航速 5.6 节，位于七星礁五海里报告线南侧。 

约 1358 时，船员发现船体剧烈震动，听见“砰砰砰”的快

速且沉闷的船体擦碰声。 

约 1400 时，船长庄某德发觉情况异常赶往驾驶台，到驾驶

台后发现船头已经进水上浪，船舶纵倾，未出现横倾。船长庄某

德判断事态严重，船舶沉没不可避免。 

约 1401 时，船长庄某德随即命令值班人员按下警铃，发出

全船警报，通知全体船员发生紧急情况，并大声呼喊穿上救生衣

逃生。 

约 1403 时，船长发布弃船命令后的短时间内，船头已经插

入水下，海水已经淹没到船中位置，船头加快下沉速度。 

29 日 1405 时，“全顺通”轮 AIS 信号、雷达回波消失，船

舶发生沉没，位置 26°05′.4N/119°51′.2E，距离七星礁以东约 1.5

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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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事故经过示意图 

六、应急处置和搜救情况 

2018 年 9 月 29 日 1523 时，福州海上搜救中心接广西钦州

籍货轮“全顺通”轮船员报告：该轮在北上航经马祖敏感水域（连

江外海七星礁东北约 1.4 海里水域，概位 26°05′.4N/119°51′.2E）

处沉没，船上 11 人落水，其中 8人被附近船舶“畅锦 11”轮救

起， 3 人失踪，请求救助。接报后，福州海上搜救中心立即启

动海上搜救应急预案并组织各方力量开展海上救助工作。立即联

系遇险海域附近过往船舶船舶前往现场开展搜救；立即协调东海

救助局福州基地派“东海救 113”轮前往现场开展搜寻救助；报

告省搜请求协调派出救助直升机开展空中搜寻；指令连江海事处

派出“海巡 08216”及执法人员到现场开展搜寻，并协调在松下

水域执行搜救任务的“海巡 0805”赶赴闽江口七星礁水域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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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福州海洋与渔业局组织附近渔船前往现场搜寻；协调福建省

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派出搜救力量到现场参与搜救；协调

福州船舶交通管理中心播发航行警告并安排 VTS 专窗对事发水

域进行监控，不断提醒过往船舶协助搜救。 

10 月 3 日发现第 1 名失踪船员遗体，10 月 9 日发现第 2 名

失踪船员遗体。经全力搜救，仍有 1 名船员失踪。 

七、事故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全顺通”轮及所载货物随船沉没， 2 人死亡，1

人失踪，未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构成较大等级水上交通事故。 

八、事故原因分析 

根据当事船舶 AIS 轨迹和雷达回波记录、当事船员询问笔

录、《“全顺通”轮沉船探摸报告》等证据资料，综合分析事故

原因如下： 

（一）“全顺通”轮船体破损导致货舱大量进水继而船舶储

备浮力丧失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根据调查掌握的材料，“全顺通”轮船体破损不排除以下可

能原因：  

1.“全顺通”轮为 2003 年建造的低质量船舶，不排除该轮

船体结构强度存在安全隐患，重载航行中受大风大浪的影响导致

船体破损； 

2.“全顺通”轮货物系固不到位，航行途中遭遇受大风浪影

响，船舶剧烈摇摆，货物移位导致船体局部强度超负荷，进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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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船体结构和船体强度的损坏； 

3. “全顺通”轮在航行中触碰不明物体导致船体破损。 

（二）船舶配员不足，公司疏于管理，船舶实际股东非法经

营管理船舶，是事故的发生间接原因。 

1. “全顺通”轮配员不足，事发当时，无适任驾驶员在驾

驶台值班，该轮本航次缺少适任的大副、三副等关键职务船员，

导致该轮在航行操纵、货物管理、应急处置等方面均不能满足要

求。 

2.福州某海运有限公司疏于承担船舶的安全管理责任，未与

船舶保持有效的岸基联系，该轮的船员调配和货物运输管理均由

个体船东负责，公司不掌握船舶配员情况和载货情况，未能按照

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对船员开展面试、安全管理体系知识培训及专

业技能考核，对船舶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检查督促不到位。 

3. 钦州某海运有限公司作为“全顺通”轮登记的船舶所有

人、经营人，实际未履行该轮经营管理责任，该轮实属“挂靠”

经营，且存在《船舶营业运输许可证》失效后违法经营行为。 

4. 实际股东丁某茂等人不具备经营条件，非法经营管理“全

顺通”轮，导致该轮船员管理和配备混乱，货物运输管理不到位。 

九、责任认定 

（一）不安全行为分析 

“全顺通”轮未按照标准定额配备足以保证船舶安全的合格

船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六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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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某海运有限公司未尽到安全与防污染管理的责任和义

务，放任船舶实际股东非法经营管理船舶，未与船舶保持有效的

岸基联系，未能按照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对船员开展教育和培训，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规定》第五条、

第十条规定。 

钦州某海运有限公司，未履行该轮经营管理责任，涉嫌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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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责任认定 

综合上述原因分析和过失行为，本起事故属单方责任事故，

“全顺通”轮负事故全部责任。“全顺通”轮船长庄某德为事故

直接责任人。 

高某，福州某海运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未落实该轮的安全与

防污染管理责任，对本起事故负有安全管理责任。 

丁某茂，“全顺通”轮个体船东，船舶实际控制人，非法经

营管理船舶，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安全管理责任。 

十、调查发现的其他问题 

“全顺通”轮雇佣无证人员在船服务、船员在接受调查时故

意隐瞒事实、大副等高级船员在广州申报出港后擅自离船，涉嫌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七条、第四十二条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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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处理建议 

（一）司法移送建议 

建议福州海事局将本起事故调查情况移送司法机关，对庄某

德、高某、丁某茂等事故责任人是否涉嫌犯罪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二）其他处理建议 

1.建议福州海事局对福州某海运有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运

行情况进行附加审核，加强对福州某海运有限公司的日常跟踪监

督，促进其全面落实对代管船舶的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责任。 

2.钦州某海运有限公司作为“全顺通”轮船舶所有人、经营

人，未能保持其船舶水路运输经营资质，“全顺通”轮存在《船

舶营业运输许可证》失效后违法经营行为，建议广西壮族自治区

港航管理局依法对其调查处理。 

3.建议福州海事局对“全顺通”轮在本起事故中经调查发现

的涉嫌违反海事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十二、安全管理建议 

（一）建议福州某海运有限公司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进

一步加强对公司代管船舶配员情况、货物积载等方面的掌控和指

导，切实履行公司所属船舶的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二）建议福州海事局加强辖区航运公司的日常监督力度，

采取有效措施督促辖区航运公司落实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责任。 

（三）建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船舶检验局加强低质量船舶

的检验，重点加强船体结构强度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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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附件 

附件 1:“全顺通”轮船员名单；（略） 

2:“全顺通”轮船舶证书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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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全顺通”轮船员名单（略） 

附件 2：“全顺通”轮船舶主要证书清单 

序号 证书名称 长期标志 有效期限 备注 

1 船舶国籍证书 否 2021-9-22  

2 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 否 2021-9-22  

3 安全管理证书 否 2020-12-27  

4 海上船舶吨位证书 是   

5 海上船舶载重线证书 否 2023-5-27  

6 海上货船适航证书 否 2023-5-27  

7 海上船舶防止油污证书 否 2023-5-27  

8 船舶营业运输许可证 否 201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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