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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约缔约国‘

认识到有必要促进世界整个航运事业有秩序地发展，

回顾棋大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第 35/56 号决议附件所载的《联合国第三个发展

十年国际发展战|咯~ I 其中第 1 2 8 段要求 3 除其他事项外，促进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

与国际贸易的世界运输 3

还回 J顷{ 1 9 5 8 年日内瓦公海公约》和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船

舶与:如旗国之间必须存在真正联系，并意识到船旗固有义务根据真正联系原则对悬挂其

国旗的船舶切实行使管辖和监督，

认为船旗国应为此设立适当的国家海事主管机涡，

也认为为了切实行使其监督职能，船旗国应确保能随时查明对其登记册土的;船舶负

有管理与经营责轩的人的身份并令其承担责任，

还认为使那些对船舶负责任的人的身份更易于查明并令其承担责任的措施，能够有

助于打击海运欺诈行为 3

重申在不妨害本公约的情况下，每个国家应确定给予船舶国籍、船舶在其境内登记

和;悬挂其国旗的权利的条件，

本着在主权国家问以相互谅解与合作的精神解决与给予船舶国籍和船舶登记的条件

有关的一切问题的愿望，

认为本公约中任何部分均不应被视为妨害本公约缔约国法律规章中超出本公约所载

条款适用范围的任何规定，

确认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其他机构的各自章程中所载的权限s 同时考虑到联合

国同专门机构问以及个别专门机构同其他机构间在特定领域内作出的安排，

兹议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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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

为了确保或加在一国与悬挂其国旗的船舶之问的真正联系 3 并为了在船舶所有人和

经营人身份的查明和承担责任方面以及在行政、技术、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对这些船舶

切实施行管洁和监督 3 船旗国须适用本公约所载的条款。

标目

第 条

义

2 

L
E足

在本公约中;

"船舶门指国标海上贸易中运送货物、旅客或货物和旅客二者所用的任何机动远洋

船舶 3 但总登记吨位在 500 吨以下的船舶不在此例;

"船旗园"指船舶悬挂其国旗并有权悬挂其国旗的国家;

"所有人"或"船舶所有人"除另行指明者外是指任何在登记国船舶登记册上作为

船舶所有人登记的自然人或;法人;

"经营人"指所有人或光船租船人，或经正式指定承担所有人或光船租船人责任的

其他任何自然人或法人;

"登记国"指船舶在其船舶登记册上登记的国家;

"船舶登记册口指记载本公约第 1 1 条所述详细项目的正式登记册;

"国家海事主管机构"指登记国根据其法律设立的国家主管当局或机构，按照该法

律3 负责执行有关海上运输的国际协定并负责实行有关受其管辖和监督的船舶的规则和

标准

"光船租赁"指在订定的一段期间内租赁船舶的合同儿据此 2 租船人在租赁期问全

权占有并控制该船舶 j 包括有权任命船长和船员;

"劳工提供国"指为悬挂另一国国旗的船舶提供船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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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条

适用范围

本公约适用于第 2 条定义中所述的所有船舶.

第 4 条

总则

1 ，每个国家、不论是沿海国或内陆固，均有权在公海上行驶悬挂其国旗的船舶。

2 ，船舶具有其有权悬挂的旗帜所属国家的国籍.

3 ，船舶应仅悬挂一国的国旗航行.

4 ，任何船舶均不得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土国家的船舶登记册土登记 h 但第 l' 1 条

第 4 和第 5 款以及第 1 2 条规定的情况除外.

5 ，除所有，仅确实转移或变更登记的情况外，船舶在航程中或在停泊港内不得更换

其旗帜。‘

第 5 条

国家海事主管机构

1 ，船旗国须设有受其管辖和监督的适当的国家海事主管机构。

2 ，船旗国须执行适用的国际规则和标准，特别是关于船舶和船上人员安全及防止

海洋环境污染的国际规则和标准。

3 ，船旗国海事主管机构须确保:

(a) 悬挂该国国旗的茄舶遵守其关于船舶登记的法律规章3 以及适用的国际规

则和标准，特别是关于船舶和船上人员安全及防止海洋环境污染的国际规

则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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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悬挂该国国旗的船舶由其授权的验船师定期检验，以确保适用的国际规则

和标准得到遵守;

(c) 悬挂该国国旗的船舶在船上备有各项文件 F 特别是证明有权悬挂其国旗的

文件和其他有关证件 3 包括登记因为缔约国的国际公约所要求的文件;

(d) 悬挂该国国旗的船舶所有人按照该国法律规章和本公约各项规定遵守船舶

登记原则。

4 ‘登记国须要求提供为彻底查明身份和并令其承担责任所需的涉及悬挂其国旗船

舶的一切有关资料。

第 6 条

查明身份和承担责任

1 ，登记国须在其船舶登记册中记入有关船舶及其所有人的资料。 如经营人不是

所有人 3 则应按照登记国的法律规章将有关经营人的资料列入船舶登记册或经营人正式

记录，存放在登记处 1 或随时可供登记员查阅。 登记国须颁发证书 3 作为船舶登记的

证明。

2 ‘登记国须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悬挂其国旗的船舶的所有人、经营人或任何其

他对该船舶的管理-和经营承担责任的人的身份易为具有合法权益获得此类资料的人所查

明 o

3 ，船舶登记册应按照船旗国的法律规章 y 供具有合法权益获取其中所载资料的人

查阅。

4 ，一国应确保悬挂宾国旗的船舶携带包括有关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对该船舶的

经营承担责任者身份的资料的证件，并向港口国当局提供此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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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有船舶 3 无论其船名是否有任何更改，均应记载航海日志 3 井在最后记载之

日后保留一般适当时间 1 且应按照船旗国的法律规章让具有合法权益获取此类资料的;人

查阅和抄录。 如船舶售出而且更换登记国 y 售出前这段时间的航海日志应予保留 3 井

应按照原船旗国的法律规章让具有合法权益获取此类资料的人查阅和抄录. . 

6 ，一国须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在其船舶登记册上登记的船舶 y 其所有人或经营人的

身份能充分查明以便令其承担全部责任。

7 ，一国应确保悬挂某国旗的船舶的所有人与其政府当局的直接联系不受到限制。

第 7 条

本国国民参与船舶的所有权和/或船舶的人员配备

关于第 8 条第 1 和第 2 款以及第 9 条第 I 至第 3 款分别载明的船舶的所有权以及船

舶的人员配备的规定，在不妨害本公约任何其他规定实施的情况下，登记国必须遵守第

8 条第 I 和第 2 款的规定或遵守第 9 条第 I 至第 3 款的规定 F 但可同时遵守这两种规定。

第 8 条

船舶的所有权

1 ，除须遵守第 7 条规定外y 船旗国须在其法律规章中对悬挂其国旗的船舶的所有

权作出规定a

2 ，除须遵守第 7 条规定外 y 船旗国的这种法律规章须就该国或其国民如何参与作

为悬挂其国旗船舶的所有人或此种船舶的所有权以及参与程度作出适当的规足 这些

法律规章应足以便船旗国能够对悬挂其国旗的船舶切实行使管辖和监督。



第 9 条

船舶的人员配备

i 除须遵守第 7 条规定外，登记国在实施本公约时须遵循下列原则:悬挂其国旗

的船舶所自己各的高级船员和一般船员中 3 其本国国民或在某境内设有住所或合法永久居

住段国的人占有令人满意的比例。

2 除须遵守 ;257 条规定外 y 登记国在努力实现本条第 l 款规定的目标并为此采取

必要的措施时 3 须考虑到下列事项:

(a) 登记国境内合格海员的供应情况;

(b) 依照登记国主去律具有效力并可执行的多边或双边协定或其它形式的安排 i

(c) 其船舶得到健全和经济上有效的经营也

3 ‘登记国应在船舶、公司或船队的基础上实施本条第 1 款的规定。

4 ，登记国可按照其法律规章允许其他国籍的人员按照本公约有关规定在悬挂真国

旗的船舶上服务。 J

5 ，为实现本条第 1 款规定的目标y 登记国应与船舶所有人合作?促进其本国国民

或在其境内设有住所互足'合法永久居住该国的人员的教育和培训。

6 ‘登记国须石角保:

(a) 悬挂其国旗的船舶所配备的人员具有一定的水平和能力 3 以保证遵循适用

的国际规则和标准 y 特别是海上安全的规则和标准;

(b) 悬挂其国旗的船舶的船员雇用条件符合适用的国际规则和标准;

(c) 订有适当的、法律程序，以解决悬挂其国旗的船舶上雇用的海员同其雇主之

问的民事纠纷;

(剧 本固和外国海员在其与雇主的关系中，有同等机会诉诸有关挂律程序以确

保其合同权利。

- 6 -



第 1 0 条

船旗固在管理船舶所属公司和船舶方面的作用

1 .登记国在其船舶登记册上登记船舶之前 9 须确保船舶所属公司或船舶所属子公

司和/或该公.司的主要营业场所依照其法律规章设在其境内。

2 如果船舶所属公司或船舶所属子公司或其主要营业场所不是设在船旗国内 3 船

旗国在~船舶登记册上登记船舶之前 y 须确保有一名船旗国国民或在其境内设有住所的

人担任代表或管理人?该代表或管理人可以走在船旗国境内依照其法律规章定居的自然

人或注册的法人 1 正式得到授权以船舶所有人的名义和利益行事@ 尤其是该代表或管

理人应能出面处理任何法律诉讼 y 并依照登记国法律规章承担船舶所有人的责任。

3 ，登记固应确保负责管理和经营悬挂其国旗的船舶的人员能够展行经营这种船舶

可能引起的财务责任 3 以承担国际海运通常所保的对第二万造成损害的风险。 为此 3

登记国应确保悬挂其国旗的船舶能够随时提供文件证明已安排充分担保p 如适当的保险

或任何其他类似办法。 此外}登记国还应确保已有适当办法3 如海上优先请求权、互

助基金、工资保险、社会保险计划 y 或承担责任者一一不论其为所有人或经营人一一所

属国家的适当机构提供的任何政府担保足以偿付雇主拖欠悬挂其国旗船舶上所雇船员

的工资和有关费用 3 登记国也可为此在其法律规章中规定任何其他适当办挂。

第 1 1 条

船舶登记册

1 .登记国须为悬挂其国旗的船舶设置登记册，其保管方挂由该国根据本公约有关

规定自行决定。 按照一国法律规章有权悬挂其国旗的船舶应以所有人的名义在该登记

册上登记 3 或依照该国法律规章以光船租船人的名义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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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种登记册须载明下列资料:

船舶名称和以前的名称及船籍;

船舶登记地点或港口、或者船籍港以及登记号码或识别标志;

(a) 

指定的船舶国际呼号;

船舶建造厂名称、建造地点和建造年份;

船舶的主要技术规范;

所有人的姓名、地址;并祝情况载明船舶所有人EZ每一所有人的国籍;

此外〉除非登记员随时可在船旗国内查阅的其他公开文件已有记录 y 否则还须载明

(0) 

(C) 

(d) 

(巳)

) 
内] 

船舶过去的登记注销或中止的日期;(g) 

如国家法律规章允许光船承租的船舶登记 3 则载明光船租船人的姓名、地

址3 并视情况载明其国籍;

任何抵押或国家法律规章规定船舶承担的冥他类似义务的细节。

3 ，另外 1 这种登记册还应载明:

例 如果有一个以上的所有人 3 则载明每个所有人拥有的船舶所有权份额;

如经营人不是所有人或光船租船人F 则载明经营人的姓名、地址 F 并视情

但

(i) 

(b) 

况载明其国籍。

一固在其船舶登记册上登记船舶之前，应查明该船过去的登记已注销。

5 ，如果是以光船承租的船舶 7 一国应查明其悬挂前船旗国国旗的权利已中止。进

行登记时须出示证据 7 表明关于该船前船-旗国国籍的过去登记巳中止，并说明登记的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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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2 条

光船租赁

1 .除须遵守第 1 1 条的规定外，一国可按照其法律规章准许本国境内租船人以光

船承租的船舶在租赁期内进行登记并享有悬挂其国旗的权利。

2. 本公约缔约国境内的船舶所有人或租船人A事光船租赁活动时，应完全遵守本

公约所载的登记条件.

3. 如果船舶是以光船承租的，为了确保本公约规定得到遵守，并为了适用本公约

的规定，租船人将视为所有人。 但除个别光船租赁合向中规定的所有权之外，本公约

不对租用船舶的任何所有权作出规定。

4 , '一国应确保按照本条第 1 至第 3 款以光船租赁并悬挂其国旗的船舶完全受其管

辖和监督。

5. 对以光船承租的船舶进行登记的国家须确保将注销光船承租船舶的登记事项通

知前船旗国 3

6 ，除本条规定的条件以外，有关光船租赁各当事方的关系的一切条件均由这些当

事方自行以合同规定。

第 1 3 条

合营企业

1 ，本公约缔约国应根据其本国政策、法律和本公约所载的船舶登记条件 3 促进不

同国家的船舶所有人之问的合营企业，并应为此作出适当安排，特别是通过保障合营企

业，各当事方的合同权利，促进此类合营企业的建立，以便发展本国航运业.

2 ，应请区域和国际金融机构和援助机构视情况协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最不

发达国家建立和/或加强航运业中的合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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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条

保护劳工提供国利益的措施

1 .为了保护劳工提供囡的利益并尽可能减少这些国家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内因

本公约的通过而可能出现的劳工转移情况及随之引起的经济混乱，除其他外，应立即实

施本公约所附第 l 号决议中所载的措施。

忖 2 为创造有利条件，方便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同海员工会或其他代表海员的机构

订立合同或安排，船1英国和劳工提供国之间可就雇用劳工提供国海员问题在订双边协定。

第 1 5 条

尽可能减少不利经济影响的措施

为了尽可能找少在修改和实施条件以达到本公约规定的要求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内可

能发生的不利经济影响，除其他外，应立即实施本公约所附第 2 号决议中所载的措施。

第 1 6 条

保管人

联合国积、书长为本公约保管人。

第 1 7 条

执行

1 .各缔约国须采取必要的立法或其他措施以执行本公约，

2 每一缔约国须在适当时间将为执行本公约而采取的立法或其他措施的文本送交

- 10 -



保管人。

3. .保管人须将根据本条第 2 款送交给他的立法或其他措施的文本转交给提出要求

的缔约国。

第 1， 8 条

签字、批准、接受、同意和加入

1 .所有国家均有权经下列手续之一而成为本公约的缔约国:

(a) 45 字 3 无须批准、接受或同意;或

(~) 签字并须经批准、接受或同意，其后得到批准、接受或同意;或

归)加入。

2 ，本公约从 1 9 8 6 年 5 月 i 日至 198 7 年 4 月 3 0 日止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

放供签字，其后继续开放供加入。

3 ，批准书、接受书、同意书或加入书交存保管人。

第 1 9 条

生效

1 .本公约在合计吨位至少达世界总吨位百分之二十五的不少于 4 0 个国家已根据

第 1 8 条成为缔约国之日起 1 2 个月后生效。 在本条中，吨位是指本公约附件三中所

载的吨位。

2 ，对于本条第 1 款所规定生效条件满足后才成为本公约缔约国的每个国家 3 本公

约自该国成为缔约国 1 2 个月后生效。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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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0 条

审查和修正

1 .在本公约生效之日起八年届满之后，缔约国可以通过致联合国秘书长的函件提

出对本公约的具体修正案，并要求召开审查会议审议所提出的修正案。 秘书长须将此

种函件散发给所有缔约国 b 如果在散发函件之日起 1 2个月以内有不少于五分之二的

缔约国作出同意此一要求的答复，秘书长须召集审查会议.

2 ，联合国秘书长须在审查会议召开日期之前至少六个月将任何有关修正案的提案

案文或有关修正案的意见.散发给所有缔约国.

第 2 1 条

修正案的生效

1 .审查会议有关修正案的决定须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或应要求田出席并参加

表决的缔约国三分之二多数作出。 审查会议通过的修正案由联合国秘书长送请所有缔

约国批准、接受或同意，并送交本公约所有签字国参考.

2. 将相应的正式文件交存于保管人，即为对审查会议所通过的修正案的批准、接

受或同意。

3 ，审查会议所通过的任何修正案在其获得三分之二缔约国批准、接受或同意之日

起满一年后第一个月第一天，只对那些已批准、接受或同意该修正案的缔约国生效。对

于在修正案已获得三分之二缔约国批准、接受或同意之后才批准、接受或同意该修正案

的国家 3 修正案在该国批准、接受或同意之日起满一年后生效.

4 ，在一项修正案生效之后成为本公约缔约国的任何国家 3 如不声明不同的意向，

则:

(é'. ) 视为修正后的本公约的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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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就不受该修正案约束的，本公约任何缔约因而言，视为未修正公约的缔约国@

第 2 2 条

废止

1..任何缔约国均可在任何时间用书面通知保管人废止本公约。

2 ，废止于保管人收到通知之日后一年届满时生效，除非通知中载明了更长的时期。

为此，下列经正式投权的签字人 3 谨于所示日期在本公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1 9 8 6 年 2 月 7 日订于日内瓦，正本一份 g 用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挂文、俄

文和西班牙文写成 3 所有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丐
J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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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第 l 号决议

保护劳工提供国利益的措施

联合国船舶登记条件会议?

通过了联合国船舶登记条件公约 2

兹建议:

1 .劳工提供国应管理受其管辖的为悬挂另一国国旗的船舶提供海员的机构的活动 3

以便确保这些机构提偿的合同条件能防止弊端， 增进海员福利& 为保护本国海员 t 劳

工提供国可要求雇用本国海员的船舶的所有人或经营人或其他有关机构提供第 1 0 条所

i主元式的适当担保;

2 提供劳工的发展中国家可相互磋商，尽可能按照这些原则协调它们有关提供劳

工条件的政策 3 在必要时 3 协调它们在这方面的法律;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其他有关国际机构应在接到请求

时 I 协助提供劳工的发展中国家制订适当的船舶登记法律、，吸引船舶在这些国家登记 s

同时要顾及本公约;

4 .国际劳工组织应在接到请求时 3 协助劳工提供国采取措施，以便尽量减少劳工 d

提供国内因本公约的通过而可能出现L的劳工转移情况及随之引起的经济混乱;

5 .联合国系统内的有关国际组织应在接到请求时 s 协助劳工提供国教育和培训11 其

海员 3 包括提供培训设施和设备。

A

川
『

14 



附件二

第 2 号决议

尽可能减少不利经济影响的措施

联合国船舶宝记条件会议 3

通过了联合国船舶登记条件公约，

兹建议: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海事组织和其他有关国际机

构应在接到请求时，向可能受到本公约影响的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以便依照本公飞

约的规定和j订和实施为发展这些国家船队的现代化的有效法律;

2 ，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也应在接到请求时，协助这些国家编制和实

施必要的海员教育和培训11 方采;

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应在接到请求时，向这些国

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 3 以便实施变通的国家发展计划、方案和项目 s 以克服由于本公

约的通过而可能引起的经济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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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尔巴尼亚

问尔及利亚

安哥拉

自i 百..J '士i gL\ 〉z〈二二二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巴哈马

巴林

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

比利时

JHi4T r『

玻利维亚

巴西

保加利亚

缅甸

喀麦隆

加拿大

附件三

世界商船队

总登记吨位在 500 吨和 5 0 0 吨以上的船舶

截至 1 985 年 7 月 l 日的情况

- 16 -

足、登记吨

52 ,698 

1 , 332 ,863 

71 ,581 

2, 227 , 252 

'1 ,877 ,560 

134 , 225 

3 ,852 , 385 

26 , 646 

)00 ,151 

4 ,034 

2, 247 ,571 

2 ,999 

14 ， 91 吉

5 ,935.899 

1 ,191 ,419 

94 , 380 

67 ,057 

841 ,048 



足、登记吨

佛得角 89 765 

智和j 371 9 468 

中国 10 ,167.450 

哥伦比亚 357 ,668 

科摩罗 649 

哥其~达黎加 12 ,616 

科特迪瓦 124 ,706 

古巴 784 ,664 

塞浦路斯 8,134 ,083 

捷克斯洛伐克 184 ,299 

民主柬埔寨 啕 998 . 

民主也门 4,229 

丹麦 4,677 ,360 

吉布提 2,066 

多米尼加 500 

多米尼加共和国 35 ,667 

厄瓜多尔 417 ,372 

埃及 835 ,995 

赤道几内亚 6,412 

埃塞俄比亚 54 ,499 

法罗群岛 39 ,333 

斐济 20 ,145 

芬兰 1,894 ,485 

法国 7,864 ,931 

加道 92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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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比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加纳

希腊

危地马拉

几内亚

圭亚那

洪都拉斯

匈牙利

冰岛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牙买加

日本

约旦

肯尼亚

基里巴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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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登记吨

1 , 597 

lt 235r 840 

5.717 ,767 

99 ,637 

30 ,751 ,092 

15.569 

598 

3, 888 

301 , 786 

77.182 

69.460 

6 , 324 , 145 

1, 604 , 427 

2,172 ,401 

882 ,715 

161 ,304 

541 ， 035 、

8,530 ,108 

7, 473 

37 ,189 , 376 

47 , 628 

1 ,168 

1 , 480 

470 , 592 



足、登记吨

大韩民国 6,621 ,898 

科威特 2, 311 ,813 

黎巴做 461 ,525 

利比里亚 57.985 7747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832.450 

马达为p斯加 63 ;115 

马来西亚 1 ,708.599 

马尔代夫 '125 ,958 

马耳他 1,836 ,948 

毛里塔;尼亚 1 ,581 

毛旦求斯 32 ,968 

墨西哥 1,282 ,048 

摩纳哥 3, 268 

摩洛哥 377 ,702 

J 莫桑比克 17.013 

T昌鲁 64 ,829 

i斗可+- 三、 3,628 ,871 

新西兰 266 , 285 

尼加拉瓜 15 ,869 

尼日利亚 396 ,525 

挪威 14 ,567 , 326 

问曼 10 t 939 

巴基斯坦 429 ,973 

巴拿马 39 , 366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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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卡塔尔

罗马尼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萨摩亚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新加坡

所罗门群岛

萦马里

南非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丹

苏里南

瑞典

瑞士

问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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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登记吨

10.671 

38.440 

640 ,968 

, 4, 462 , 291 

2.966 ,534 

1,280 ,065 

339 ,725 

2,769 ,937 

220 ,490 

25 ,644 

2,868 ,689 

19 ,426 

6,385.919 

1.018 

22 ,802 

501 , 386 

5,650 , 470 

417 ,628 

92 ,700 

11 ,181 

2,951 , 227 

341 ,972 

40 ,506 

43 ,471 

550 , 585 



多哥

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百慕大

英属维尔京群岛

开曼群岛

直布罗陀

香港

蒙特塞拉特

圣赫勒拿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总计

美利坚合众国

乌拉圭

瓦努问图

委内瑞拉

越南

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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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登记吨

52 ,677 

13 , 381 

9 ,370 

274 ,170 

3,532 , 350 

), 394' 

16 ,767 ,526 

,805 , 318 

13 ,260 ,290 

969 ,081 

1 p 939 

313 ,755 

568 , 247 

6 ,820 ,100 

711 

3,150 

513 

21 ,937 ,786 

13 ,922 , 244 

144 ,907 

132 ,979 

900 , 305 

277 , 486 

2,648 ,415 



足、登记吨

70 ,127 

4, 201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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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劳氏航运资料服务处(伦敦)提供的资料汇编.

说明一} 船舶类型包括:

- 油轮

石油/液体化学品两用船

液体杂货船(贸易用)

液化气运载船

矿石散货两用船

杂货船

集装箱船(企格舱式和载驳船)

车辆运载船

渡船以及客轮和客/货轮

牲畜运载船

不包括美利坚合众国的备用船队和美国与加拿大的大湖船队。

散货/石油两用船(包括矿石/石油两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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