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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构建一流的技术交流平台 促进救捞行业技术创新发展 

——中国航海学会救捞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委员会工作报告 

中国航海学会救捞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 

金振泰 

2020 年 12 月 28 日 

各位领导、各位委员代表： 

大家好！ 

我受孙富民主任委员的委托，代表中国航海学会救捞专业委员会

向各位委员及代表做第十届委员会工作报告，请与会代表审议。 

一、五年来的主要工作回顾和总结 

中国航海学会救助打捞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

会）2015 年 9 月在北海会议换届选举成立。五年来，专委会在中国

航海学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各委员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始终坚持办会

宗旨，基本完成了五年的工作任务和目标。五年来，专委会充分发挥

团体优势，不断强化服务功能，紧紧围绕救捞行业发展中心，积极开

展学术研讨、台海两岸交流、编撰书刊资料等活动，取得了积极的成

效和好评，为实现“科技兴救”战略贡献了不可替代的力量。五年来，

专委会在搭建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跨国界的救捞专业学术交流

平台，促进救捞科学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出学术交流，促进技术创新 

五年来，专委会始终把学术交流作为任期工作的首要任务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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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坚持每年举办学术交流会或研讨会，并结合救捞实践，围绕海

上人命救助和环境救助，针对当前救捞行业的热点、技术难点和创新

的重点等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如：韩国“世越号”沉船打捞工程、

我国深远海应急搜救能力的建设与策略、典型的水下工程作业案例介

绍以及救捞科研新技术，新成果推广应用等。专委会 2017 年在南通

年度会议和 2019 年南京年度会议上，先后组织开展了以“坚持新发

展理念 携手推进救捞行业高质量发展”等为主题的年度学术交流研

讨会，为救捞行业改革和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也为广大救捞科

技人员交流新经验、切磋新技能、传授新知识提供了平台。 

五年来，共征集发表论文 700 余篇，其中，评选了以《海上大规

模遇险人员救助探讨》、《水陆两栖飞机助力我国中远海海上救援能力

提升》等为代表的 60 余篇优秀论文，这些论文体现了当前救捞行业

发展中的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以及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成果，

有效促进了救捞技术进步和行业发展。 

专委会每年积极组织行业内技术专家协助中国航海学会审核救

捞专业的年度交流论文，积极向中国航海学会推荐交流论文，在 2019

年中国航海学会成立 40 周年纪念会上，救捞专业委员会被授予科技

论文优秀组织奖的荣誉称号，所提交的救捞风采照片，有多幅获得了

奖项。 

（二）举办国际救捞论坛，扩大国际影响 

专委会积极组织召开国际救捞论坛，2016 年在宁波和 2018 年在

杭州先后成功举办了第九届和第十届中国国际救捞论坛。共有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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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500 余人次参加了上述论坛，其中港台代表 70人

余次，国际代表 80 余人次。共征集论文 400 多篇，二届救捞论坛共

交流论文 50 多篇，其中国际代表交流论文达三分之一。论坛的影响

力和凝聚力得到中国救捞行业和国际救捞界的广泛关注。交通运输

部、国务院应急专家组、国际海上人命救助联盟等行业领导和救捞行

的重要领导和技术老专家多次出席大会。 

在二届国际救捞论坛会议上，众多国内外救捞专家围绕“新时代、

新理念、合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论坛主题，通过大会演讲交流

以及开展专题研讨，诸如《深远海搜救系统发展战略研究》、《“桑

吉”轮应急抢险救助》、《碧海蓝天的召唤 -- ‘德翔台北’轮残骸

移除作业》等精彩专题演讲，共同探讨和分析了当前中外应急抢险能

力建设中的焦点话题，为论坛带来国际救捞前沿的新技术、新理念和

新成果。 

通过开展国际救捞论坛进一步提升了救捞学术交流的层次，扩大

了专委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树立了中国救捞行业整体在国际上的

良好形象。不少代表认为，年度学术交流会和国际救捞论坛内容丰富，

形式新颖，既是老朋友聚会，又是结识新朋友的机会。在建立广泛工

作联系和深厚感情的同时，也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促进了科学

技术创新研究与救捞实践需求的有机结合，为救捞行业广大科技人员

构建了一座“多功能立交桥”。 

2018 年是专委会成立三十五周年，也是中国国际救捞论坛创办

十五周年。为此，专委会从学会组织发展，学术研讨活动，中国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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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捞论坛，台海两岸学术交流和书刊编撰等五个方面对专委会工作进

行了总结，并制作了反映专委会三十五来工作业绩的《中国国际救捞

论坛创办十五周年暨十届救捞论坛回眸》专题片，介绍和展示了专委

会三十五年来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果。 

今年受疫情影响，原定于 2020 年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国国际救捞

论坛无法如期举行。但专委会还是决定以网站方式，举办 2020 年学

术交流会，并从近期征集的论文中挑选了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 12 篇

论文，作为网上技术交流论文，供广大委员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学习

和交流。更多的技术论文专委会将通过《中国救捞》期刊陆续选登。 

（三）加强台海两岸交流，深化救捞合作 

五年来，专委会利用国际救捞论坛和有关专题会议积极加强与台

湾中华搜救协会沟通交流，双方在海上应急救援领域开展了丰富多

样、卓有成效的合作，积极组织海峡两岸救捞技术研讨会，为巩固和

深化台海两岸交流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五年来，在专业委员会和台湾中华搜救协会的共同努力下，对台

海两岸多年来的救捞技术合作经验进行认真回顾和总结，对更好开展

合作交流达成了诸多共识；通过深度的交流，加深了两岸同胞深厚情

谊，明确了携手合作共建平安海峡的努力方向，提高了对快速高效处

置台湾海峡海上突发事件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加强了两岸救捞技术

交流与合作，开启了两岸海上救捞交流合作新局面，为增进两岸民众

感情、促进台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弘扬行业文化，努力服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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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专委会牢固树立“以委员为本”的理念，开展多渠道、

多形式的宣传，弘扬行业文化，为救捞同行之间信息交流、增进友谊、

促进业务联系合作构建了平台。 

以《中国救捞》期刊和专委会网站为媒介，面向委员单位、贴近

广大委会，广泛传递救捞行业新闻和热点信息，发布救捞行业理论探

索与实践经验新成果。五年来，共出版发行《中国救捞》会刊 70 期

（包括 4 期会议专刊），并不断改进和完善期刊栏目，开辟“委员单

位风采”专栏，免费为委员单位刊登企业信息。 

五年来，专委会结合年会和学术交流会，每年都以装备展览和技

术展示为举措，积极组织救捞新产品、新技术推广应用，为企业和用

户联系架起沟通桥梁，促进了科研成果的应用转换。每年有近 20 家

企业参展。 

针对今年疫情，《中国救捞》期刊版面及时做了调整，有针对性

发表了有关救捞船舶应对突发疫情的对策和措施等文章，同时，利用

专委会网站在行业内广泛宣传和通知。 

按照中国航海学会要求，专委会利用《中国救捞》期刊和网站积

极开展科普知识宣传教育、大力弘扬以“救捞精神”为代表的救捞文

化，不断扩大救捞行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专委会积极发挥救捞专家和技术顾问的优势，提供专题科技咨询

服务业务，拓展了服务委员单位范围和能力。如，为委员单位提供了

专项研究课题成果评审等科技咨询服务；组织撰写修改成果报告；国

内外科技查询和组织专家鉴定评审等工作，并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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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委会积极开展科技新成果的应用及推广，为救捞设备研发和使

用单位牵线搭桥。应委员单位新产品研发要求，积极帮助寻求和联系

新产品试用单位，并跟踪了解新产品使用情况，做好新产品试用的跟

踪问效或评价工作，以便进一步推广应用。 

努力为救捞专业技术人员提供技术交流和展示的平台。《救捞论

文集》自 2002 年开始，已相继编辑出版了 15集，为救捞科技人员提

供了交流和发表论文的平台。五年中，专委会相续出版发行了第九届

和第十届《中国国际救捞论坛论文集》，并免费赠与大家。 

（五）加强自身建设，适应改革需要 

五年来，专委会努力加强自身建设，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开展活动。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团体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和规范

救捞专业委员会的日常管理，专委会相续出台了“救捞专业委员会

日常会议管理制度”、“救捞专业委员会财务管理制度”等多项内

部管理制度。 

专委会努力开展工作，得到广大救捞专业委员会委员及委员单位

赞许的同时，也得到了中国航海学会的肯定，2018 年专委会被中国

航海学会考核认定为年度优秀分支机构。 

在 2019 年年会上，专委会对多年来在专委会工作中作出突出成

绩的委员单位和委员进行了表彰，以鼓励各委员单位和专家学者共同

来关心和办好专委会这个“救捞科技之家”。 

   根据《中国航海学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专

委会五年任期已满，需要进行换届选举。为认真做好换届选举工作。



 - 7 -

专委会在今年年初就积极与行业主管部门和中国航海学会联系沟通，

提出换届选举建议方案，酝酿新一届委员会负责人的推荐人选，并经

中国航海学会批复同意，组织开展换届选举工作。 

在换届选举筹备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在各委员单位的积极配合

下，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完成，并在本次会议上正式组建救捞专业委员

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单位涵盖了救捞行业各个层面，具备了广泛

的行业代表性。 

二、五年来的财务管理和收支情况 

（一）执行财经纪律，实行统一管理 

五年来，专委会严格遵守财务制度和财经纪律，认真落实增收节

支措施，坚持勤俭办会、高效办会，强化财务管理、严肃财经纪律。

2017 年前，专委会财务由依托单位监管，每年由上海财务审计机构

进行年度审计并上报中国航海学会。 

根据民政部、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社会

团体分支(代表)机构财务管理通知”的精神，经中国航海学会同意，

2017 年 6 月专委会注销了在沪的银行账户，并将银行账户结存资金

全部划转中国航海学会银行账户，由中国航海学会开设救捞专业委员

会资金专用项目，代管财务工作。 

（二）严格财经纪律，控制财务支出 

专委会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各委员单位的团体会费、企业赞助

和中国航海学会以及依托单位的资助。由于银行账户的撤销和种种原

因，自 2016 年专委会就无法正常收取会费，企业赞助也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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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专委会的日常支出只能使用历年结余来维持最低的经费使

用。面对当前的困难局面，专委会严格遵守和执行财经纪律，尽量减

少不必要的开支。如：暂停救捞专家聘用；开展志愿者工作机制；尽

量依靠依托单位的人力资源等手段和办法，尽最大努力维持专委会的

日常工作不受影响，并能有所推进和提高。 

（三）财务收入情况 

根据上海财务审计公司报告，2016 年 1-12 月，专委会收入

206,458.07 元；支出 75,043.85 元。 

     根据中国航海学会财务出具的财务报告数据，2017 年 1-12 月，

专委会收入 186,240.00 元；支出 189,509.76 元。2018 年 1-12 月，

专委会收入 237,749.12 元；支出 225,014.22 元。2019 年 1-12 月，

专委会收入 57,547.18 元；支出 344,083.30 元。2020 年 1-11 月，

专委会收入 0；支出 149,307.16 元。 

针对近年财务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专委会正积极与中国航海学会

沟通，争取尽早解决团体会费收缴问题，以解决日常经费不足的困难，

维持专委会正常工作的运转。 

回顾五年工作和发展历程，第十届救捞专业委员会始终坚持以发

展为主线，以学术交流为重点，紧紧围绕各个时期交通救捞科技工作

开展活动，稳步推进，辛勤耕耘，多次在中国航海学会分支机构年度

考核中考核中名列前茅。 

五年来的工作回顾和总结，专委会深切的感到，第十届救捞专业

委员会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中国航海学会的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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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各委员单位的大力支持和鼎力相助。借此机会，我谨代表救捞专

业委员会第十届全体委员单位和委员会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学会

工作的各级领导、全体委员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五年来做好专委会工作的启示和共识 

专委会通过五年的工作实践和总结，我们总结了一些有效的工作

方法，积累了一些宝贵的工作经验，形成了不少共识。 

（一）领导重视、依托单位支持是开展工作的重要前提 

五年来，中国航海学会十分重视和支持专委会工作，为专委会发

展提供了悉心指导和大力帮助。在专委会组织举办的中国国际救捞论

坛中，中国航海学会为论坛筹备工作提供了大力帮助和指导，原中国

航海学会徐祖远理事长和黄有方理事长多次亲临出席会议，为大会祝

贺和提出希望。 

在专委会的日常工作中，依托单位东海救助局鼎力支持，从人、

财、物等各方面给予了全面保障。每年在举办会议期间，东海救助局

派出大量人员全力以赴，坚持服务好每一位嘉宾、接待好每一位代表、

关注好每一个细节、落实好每一项工作，为大会圆满顺利完成奠定了

基础。 

（二）依靠委员单位、群策群力是做好工作的有力保证 

专委会五年来的工作的实践告诉我们，各项工作和活动的开展，

离不开委员单位和广大救捞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参与，也离

不开社会企业的大力支持。正因为有各方面的鼎力支持，有各副主任

委员的亲力亲为以及秘书处的任劳任怨和坚持不懈努力，专委会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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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工作成绩的取得，也才有了救捞行业“知识的纽带、业务的桥梁”

赞誉和“委员之家，青春永驻”的寄语。 

（三）主动作为、强化服务是做好工作的关键基础 

专委会工作内容比较广泛，要使专委会有凝聚力和影响力，工作

有实效，得到广大委员的认可，必须坚持认真务实的为广大委员单位

服务。五年来，专委会以学术交流为平台、以中国国际救捞论坛为桥

梁，积极传播国内外救捞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努力构建一流的技

术交流平台，打造救捞行业学术交流品牌，各项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

和各委员单位的认可，有效推动了国内外救捞技术的交流合作。 

在总结经验，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五年来专委

会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专委会在促

进和深化救捞学术研究、开展专题调研、深化咨询服务、强化委员单

位交流合作等方面离上级要求和委员单位的期望还有不少差距，尤其

是今年受疫情影响，专委会的部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我们深表歉意。 

各位领导、各位委员代表！面对历史赋予社会团体的新任务、新

要求，国家改革发展的大战略、大机遇，我们深信新一届委员会将抓

住机遇，紧紧依靠广大委员单位和委员，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和资源优

势，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做好做强专委会，支撑一流的中国航海

学会建设，努力实现救捞专业委员会工作不断跨上新台阶、实现新发

展。 

谢谢大家！ 

中国航海学会救助打捞专业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