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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商船 (防止及控制污染 )條例》 (第 4 1 3 章 )  

修訂法例以實施國際海事組織  

《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的最新要求

引言

為實施國際海事組織《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防污公約》)

有關船上使用電子紀錄簿及某些駛經極地水域船舶的能源效益的最新

要 求 ，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已 根 據 《 商 船 (防 止 及 控 制 污 染 )條 例 》

(第  41 3  章 ) (《條例》 )第  3  和  3 A 條訂立以下規例：  

( a )  載於附件  A  的《 20 2 0  年商船 (防止油類污染 ) (修訂 ) (第  2  號 )

規例》；

( b )  載於附件  B 的《 2020 年商船 (防止廢物污染 )(修訂 )規例》；以及

( c )  載於附件  C  的《 20 2 0  年商船 (防止空氣污染 ) (修訂 ) (第  2  號 )

規例》。

背景

2 .  《防污公約》旨在保護海洋環境和減少船舶營運造成的污染，於

1 9 73  年獲得通過後於  1 98 3  年在全球生效，並有六份附則規管船舶排

放不同污染物  1。本港藉《條例》及其附屬法例，實施《防污公約》的

要求。  

1  《 防污公 約 》附 則規管 多類物 質如下 ：

附 則 I：《防止 油類污染 規則》；  

附 則 I I：《散裝 有毒液 體物質 污染控 制規則 》；  

附 則 I I I：《防 止海運包 裝有害 物質污 染規則 》；

附 則 I V：《 防止船 舶生 活污水 污染規 則》；  

附 則 V：《防 止船舶 垃圾 污染規 則》； 以及  

附 則 V I：《 防止船 舶造 成空氣 污染規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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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建議

( I )  船上使用電子紀錄簿  

3 .  《防污公約》附則  I、 V 及 V I 分別就防止船舶造成油類、廢物及
空氣污染訂立要求。根據這些附則，船舶須於船上備存紀錄簿  2，以供

記錄船舶各項相關作業  3。《防污公約》附則  I、 V 及 V I 所載的要求藉
《商船 (防止油類污染 )規例》 (第  413 A 章 ) (《油類污染規例》 )、《商船
(防止廢物污染 )規例》 (第  41 3 O 章 ) (《廢物污染規例》 )及《商船 (防止
空氣污染 )規例》 (第  4 13P 章 ) (《空氣污染規例》 )在香港實施。  

4 .  是次立法工作旨在實施附則  I、 V 及 V I 有關在船上使用電子紀錄
簿的最新要求。隨着船舶業務電子化，國際海事組織通過兩項決議案  4，

修訂附則  I、 V 及 V I，以容許使用電子紀錄簿作為傳統紙本紀錄簿外
的另一選擇。該等決議案又容許主管機關  5接納電子紀錄簿，並視之為

與紙本紀錄簿具同等法律地位。有關修訂將於 2 02 0  年 1 0  月 1  日全球

2 根 據 《 防 污 公 約 》， 不 同 種 類 的 船 舶 須 在 船 上 備 存 各 式 紀 錄 簿 ：

附 則 I– 4 0 0  總 噸 或 以 上 的 船 舶 和  1 5 0  總 噸 或 以 上 的 運 油 輪 均 須 在 船 上 備 存
《 油 類 紀 錄 簿 》；

附 則 V– 4 0 0  總 噸 或 以 上 的 船 舶 、 所 有 經 證 明 可 運 載 1 5  人 或 以 上 並 行 駛 國 際
航 程 的 船 舶 ， 以 及 所 有 固 定 式 或 浮 式 海 洋 平 台 ， 均 須 備 存 《 廢 物 紀 錄 簿 》； 以

及

附 則 V I– 4 0 0  總 噸 或 以 上 的 船 舶 均 須 在 船 上 備 存 《 消 耗 臭 氧 物 質 紀 錄 簿 》。  

所 有 船 舶 在 進 入 或 離 開《 防 污 公 約 》指 定 的 氮 氧 化 物 排 放 控 制 區 時，均 須 記 錄

其 柴 油 發 動 機 的 狀 態。另 外，船 舶 在 進 入 或 離 開《 防 污 公 約 》指 定 的 硫 氧 化 物

排 放 控 制 區 時 ， 亦 須 記 錄 燃 油 轉 換 的 資 料 。

3 對 於 紀 錄 簿 所 載 事 項 ，《 防 污 公 約 》 各 附 則 所 訂 要 求 各 有 不 同 。 一 般 而 言 ， 船

舶 每 當 裝 卸 貨 物、排 放 污 染 物 入 海，又 或 是 出 現 異 常 情 況，便 須 把 事 發 日 期 與

時 間 、 貨 物 ／ 污 染 物 的 數 量 及 種 類 等 相 關 詳 情 記 錄 在 案 。

4 兩 項 決 議 是  M E P C . 3 1 4 ( 7 4 )及 M E P C . 3 1 6 ( 7 4 )號 。

5 為 第 4 1 3 章 下 的 附 屬 法 例 的 目 的，主 管 機 關 指 海 事 處 處 長 (適 用 於 香 港 船 舶 )，
或 就 有 權 懸 掛 香 港 以 外 某 地 方 的 旗 幟 的 某 船 舶 而 言 ， 指 該 地 方 的 政 府 (適 用 於
非 香 港 船 舶 )， 或 凡 固 定 式 或 浮 式 平 台 用 作 在 與 海 岸 相 鄰 的 地 方 勘 探 或 開 採 海
牀 礦 產，或 用 作 在 與 海 岸 相 鄰 的 地 方 對 海 牀 礦 產 進 行 相 關 離 岸 處 理 工 序，而 有

關 沿 岸 國 家 為 上 述 活 動，對 上 述 海 岸 行 使 其 權 利，則 就 該 平 台 而 言 — 該 國 家 的

政 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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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我們須修訂《條例》下《油類污染規例》、《廢物污染規例》及

《空氣污染規例》的相關條文，以明確指出容許使用電子紀錄簿。  

( I I )  具破冰能力船舶能效設計指數的適用範圍  

5 .  為減少船舶燃燒燃料時排放物造成的污染，國際海事組織在《防污

公約》附則  V I 內訂有一項名為「能效設計指數」的技術指標，就不同

種類及大小的船舶設定能源效益的最低水平。只要能達到指定的能源

效益水平，船舶設計者及造船者可隨意使用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令

船舶遵循相關要求。所有於 20 15  年  7  月  1  日或以後交付的船舶，須按

其種類及大小而達到最低的能效設計指數。然而，具破冰能力的貨船

由於在結冰水域內航行時需要更大引擎馬力，以致無法遵循能效設計

指數規定，因此現時不在此限。在本港，能效設計指數要求早已納入

《空氣污染規例》。  

6 .  是次立法工作旨在加入國際海事組織有關能效設計指數適用範圍

的最新要求。為提供一套客觀準則以研判何種船舶具破冰能力因而不

受能效設計指數規定所限，國際海事組織訂明在海冰最厚的極地水域

範圍內操作的船舶，即《國際極地水域操作船舶規則》(《極地規則》)  6

內定義的 A 類船舶，可獲豁免遵循能效設計指數要求。這項修訂將於

2 0 20  年  10  月  1  日全球生效。我們會將最新要求納入《空氣污染規例》，

採用直接提述的方式，令《空氣污染規例》能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與時

並進，緊貼國際海事組織的相關要求。  

有關規例

《 20 20  年商船 (防止油類污染 ) (修訂 ) (第 2 號 )規例》  

7 .  《 20 20  年商船 (防止油類污染 ) (修訂 ) (第 2 號 )規例》落實《防污公

約》經修訂的附則  I 內有關船上使用電子紀錄簿的要求。

6  鑑 於南北 兩 極水 域的海 面狀況 嚴峻，《 極地規 則》規管 在 極地 水域 行 駛的 船舶，

所 訂要求 主 要關 乎船舶 操作安 全、保護海洋 環境和 海員培 訓。根 據《 極地規 則》，

視 乎 船 舶 計 劃 在 極 地 水 域 內 操 作 的 位 置 及 季 節 等 多 項 因 素 ， 船 舶 可 分 為 三 類

( A、 B 及 C 類 )。 A 類 船 舶 在海 冰最厚 的範圍 內操作， C 類 船舶則 在 海冰 最薄的

範 圍內操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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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  年商船 (防止廢物污染 ) (修訂 )規例》  

8 .  《 20 20  年商船 (防止廢物污染 ) (修訂 )規例》落實《防污公約》經修

訂的附則  V 內有關船上以及固定式或浮式海洋平台上使用電子紀錄簿

的要求。  

《 20 20  年商船 (防止空氣污染 ) (修訂 ) (第  2  號 )規例》  

9 .  《 20 20  年商船 (防止空氣污染 ) (修訂 ) (第  2  號 )規例》落實《防污公

約》經修訂的附則  V I 內有關船上使用電子紀錄簿及具破冰能力船舶能

效設計指數適用範圍的要求。  

採用直接提述方式

1 0 . 《防污公約》的要求屬技術性質，國際海事組織會不時予以更新。

我 們 參照 把其 他海 事 相關 國際 公約 所 載要 求納 入本 地 法例 的一 貫做

法，已於適當處採用直接提述方式，令本地法例能在切實可行的情況

下盡量與時並進  7。  

立法程序時間表

11 .  有關規例將於 20 20  年  6  月  12  日刊憲，並於 2 02 0  年  6  月  17  日提

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建議的影響

1 2 . 在實施《防污公約》的最新要求中，有關容許使用電子紀錄簿作

為傳統紙本紀錄簿外的另一選擇，預計有助航運業界節省處理和傳送

船舶作業紙本文件的時間及成本，亦符合船舶業務電子化的發展大勢。

行駛國際航程船舶的營運商、船長及船東均已清楚知悉經修訂的要求，

並應早已按情況遵從該等要求。  

7《 條 例 》第 3 A 條 賦權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長訂 立 規例 ，並在 該等規 例以列 明 或直

接 提述條 文 的形 式，使 不時具 有效力 的 任何 適用於 香港的 國際協 議條文 得以實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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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建議有助保護環境和推動可持續發展，並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不會影響《條例》及現行規例的現有約束

力，對經濟、財政、公務員、生產力、性別議題或家庭均無影響。  

公眾諮詢

1 4 . 我們於  20 19  年  1 0  月及  1 2  月先後徵詢海事處轄下香港船隊運作

諮詢委員會及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兩者的委員對建議

均表支持。  

宣傳安排

1 5 . 我們將於  20 20  年  6  月  12  日發出新聞稿，並安排發言人解答查

詢。

查詢

1 6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疑問，請向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

輸 )甄美玲女士 (電話： 3 50 9  81 62 )或海事處助理處長 (航運政策 )蔡志全

先生 (電話： 2 85 2  44 0 8)查詢。  

運輸及房屋局

海事處  

2 0 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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