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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等二十三个部门和单位关于进一步加强海上搜救应急能力建设的意见

文号：交搜救发〔2022〕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进一步加强海上搜救应急能力建
设，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
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
底线思维、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海上搜救应急能力提升，着力构建决策科
学、指挥有力，全面覆盖、布局合理，专常兼备、本领高强，反应灵敏、快速高效的海
上搜救应急能力体系，最大程度减少海上人员伤亡、海洋环境污染和财产损失，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人民至上、服务大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摆在首要位置，筑牢海上安全最后一道防线，让人民群众安全感更有保障。

坚持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发挥国家海上搜救和重大海上溢油应急处置部际联席会
议（以下简称部际联席会议）作用，落实地方人民政府预防与应对海上突发事件的属地
责任，强化部门联动、军地协同、社会参与，全面提升海上搜救应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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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规划引领、共建共享。根据区域特点，着眼处置需求，科学谋划、分级加强海
上搜救应急能力建设，精准定位、分类强化、协同发展、优势互补，形成合力。

（三）发展目标。

到2025年，我国海上搜救应急能力显著增强，实现我国海上搜救责任区有效覆盖、
高效处置，基本适应交通强国、海洋强国建设需求。

到2035年，我国海上搜救应急能力全面提升，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更加充
分，基本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求。

二、主要任务 

（一）优化指挥体系。

部际联席会议统筹全国海上搜救应急反应工作，组织协调重大海上搜救应急行动，
加强对地方人民政府、相关企业的指导监督。（部际联席会议负责）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强化属地责任落实，健全完善海上搜救应急组织、协
调、指挥和保障体系，确保海上搜救应急工作有序开展。（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负责）

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海上搜救中心或指定的机构（以下统
称海上搜救中心），按职责划定海上搜救责任区，实施统一指挥、分级响应、科学应
对，构建权威高效的决策指挥体系。（海上搜救中心负责）

（二）完善法规预案制度。

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配套法规建设，健全系统完备、有效衔接
相关国际公约的海上搜救应急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交通运输部和沿海省级地方人民政
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完善海上搜救应急预案，加强动态管理，编制配套手册，常态化组织演习演练，提
升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交通运输部等部际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和沿海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健全海上搜救应急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决策程序，提升科学搜救应急水平。（海上
搜救中心负责）

（三）发挥规划引领作用。

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实施，突出重点水域、重要通道保障，编制实施国家水上交通安
全监管和救助系统布局规划。聚焦区域海上重大风险隐患，突出补短板、强弱项，编制
实施省级海上搜救应急能力建设规划。聚焦多维衔接、兜底保障，突出全域覆盖、快速
响应，编制实施地市级海上搜救应急能力建设规划。沿海县级人民政府可结合实际，编
制实施本级海上搜救应急能力建设规划。规划编制要统筹衔接、各有侧重、适度超前。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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