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国港口协会发布的《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港口生产运行监测与分析》称，进入 4
月份以来，集装箱班轮公司削减运力，八大
枢纽港集装箱吞吐量延续降幅。据预测，
5—6 月份枢纽港口航线空班数较 4 月份将
进一步增加。

面对冲击，我国港口企业该如何应对？
有关专家表示，中国对国际市场或存在作出
更大贡献的可能，为境外国家“输送”粮食、
商品及工业原材料等，同时中国也可更多进
口储备原油等物资，因此在市场方面预计中
国港口将出现“转机”。然而，疫情肆虐下港
口业自身的发展和应对也尤为重要，港口企
业应当思考“新措施”，在防止“输入型”疫情
增长的同时确保货运需求得到全面满足。

谢文卿建议，港口企业可以几个方面入
手：首先是对可能存在恢复性增长的货类制
定专门作业流程，因为在疫情尚未完全消除
之前，货物通关、港口作业效率等必然会受
到口岸检验和防疫措施影响，为保障可能出
现的恢复性增长，可对出口贸易需求较大的
商品制定专门通关和检验措施，以保障货物
运输的有序高效。其次，加强自动化设备改
造提升港口安全系数，通过自动化和半自动
化技术，在减轻码头工人劳动强度的同时进
一步隔绝疫情传播途径。第三，可利用港口
贸易平台建设转变传统运营模式，在现有

“单一窗口”的贸易平台基础上，进一步叠加

港口、物流、航运等相关功能，实现网上申报
与信息共享，减少各运输环节中通过人员交
接流转的单证材料。

“疫情期间，与货运相比受影响更为严重
的是国际客运码头。如何恢复邮轮旅游产
业，特别是在这次全球邮轮产业受到巨大冲
击之时，抓住机遇加快本国邮轮产业发展，
并采取积极措施防范在航线恢复后所面临
疫情‘输入’风险，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谢
文卿建议，政府应加强对我国邮轮产业的支
持，同时尽早针对重点客运码头配备相应防
疫设施，并科学制定相应管理措施。

徐剑华则认为，今年我国大部分港口经
营将遭遇巨大考验，建议港口企业在投资方
面可以适度放缓，以减少资金压力。另外，
经过此次疫情，今后我国港口在做战略规划
时要拓展思路，进行多元化投资，不要把关
注点都放在集装箱业务上，可以增加对石
油、干散货码头的投入。

江苏港口集团有关人士表示，港口目前
的第一要务是稳定客户，很多港口对疫情期
间货主在码头产生的费用进行了减免；其次
就是应该大力拓展散改集、陆改水等业务。
此外，还应积极开拓内贸集装箱市场，以应
对外贸箱量的下滑。作为江苏省港口集团，
将大力发展省内内河航线、铁水联运以及公
铁水联运，将外贸下滑对港口的影响降到最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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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尘扬绿
推进粉尘综合治理

2019 年年初，镇江港推出了分货种环保
作业指导书，对港区作业实行环保标准化操
作，致力于从源头抓清洁生产。

此后，一系列各类防尘抑尘设施的建设
有条不紊地开展——建成超 5.6 公里长的挡
风抑尘墙，建设煤炭堆场高塔雾炮、流程场
地喷淋设施，添置雾炮车、雾炮机、洒水车、
微雾抑尘料斗、车辆清洗系统等防尘抑尘设
施，堆场实现全覆盖，港区内车辆实现全覆
盖封闭运输。这些措施有效降低了码头及
堆场扬尘。

“码头装卸中转的矿石、煤炭等散货物
料，在遇到三级以上大风天气时经常粉尘飘
散，给周围大气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建挡风
抑尘墙，就可以防止大风天气时粉尘向港区
周界外散逸，再加上装卸作业时实行湿式作
业法、堆场全苫盖，就可以达到粉尘不出院
墙的清洁作业标准”，镇江港安全监督部部
长蔡顺忠向记者介绍。

而散货堆场由苫盖式直接变为库棚，则
是在港区内部进一步划出小环境控制单元，
可以更细更密地控制粉尘，同时减少散货露
天堆场雨污水混流。据介绍，继 2019 年新建
403、404库，改扩建 508、607库后，今年，镇江
港加大库棚化建设与改造力度，又陆续开工
建设了 501、502、1003 大棚，为打赢港区“蓝

天保卫战”夯实了根基。
此外，镇江港在港区泊位和港区的周界

设立了 15+1 个自动监测站点，应用粉尘在线
监测系统和 β 射线粉尘在线监测设备，对生
产作业区域及港界 PM2.5、PM10、TSP 实行 24
小时全天候自动监测。“这些监测点数据全
部实时传输至系统平台，所有环保管理工作
人员可以通过手机实时察看。”蔡顺忠说。

据了解，为向港区抑尘、治尘等综合治理
提供更科学的依据和方向，镇江港还与江苏
大学合作，建设环保实验室，力求从监测、预
警向成因、控制升级。

净水添绿
提升水污染防治能力

长江与运河交汇于镇江，孕育出集疏运
条件便利的镇江港。

镇江港依水而兴，因水而盛。为了保护
水的生态，镇江港新建、改造污水处理站 4
座，全面应用污水收集处置系统。

蔡顺忠介绍，码头平台和场地的污水通
过收集系统，进入污水处理系统，回收处理
后的中水再用于港区洒水和喷淋的循环使
用，该系统处理能力达到 500 吨 /小时，应急
状态下可达到 600 吨 /小时，全方位做到了污
水不下江。

2019 年 5 月，镇江市首个船舶生活污水
上岸设施在镇江港大港三期码头建成，日处
理能力 150 吨，为航行于长江镇江段的船舶

统一提供生活污水上岸收集处理服务，改写
了长江镇江段船舶随意排污入江的历史。

2019 年 9 月，镇江港在水上绿色综合服
务区建设地方船生活污水接收装置，下属外
轮服务公司不间断在码头前沿检查船舶污
染物接收情况，向船民发放宣传单 4000 份，
张贴《告知书》等。港区内部开展垃圾分类
回收，定期开展码头水污染处置应急演练。

如今，镇江港正全力落实船舶污染物防
治工作，积极配合海事部门实行港区“一零
两全四个免费”。

减排增绿
应用绿色低碳环保工艺

在现有海轮码头和内河港池持续不断地
实施岸基供电设施改造，是镇江港坚定绿色
低碳港口方向信念的真切体现。

早在 2018 年 6 月，镇江港就建成了镇江
市首套高压船舶岸电设施——大港三期 2 兆
瓦高压变频船舶岸系统，每年可替代燃料量
671 吨标油，二氧化碳减排量达到 2174 吨。
到 2019 年底，镇江港各生产泊位已建成了较
为完善的高低压船舶岸电系统，提前完成了
交通运输部《港口岸电布局方案》建设要求。

如今，在镇江港，产品节能、技术节能、
工艺节能、管理节能等低碳措施多管齐下。

装备工艺部部长颜小林告诉记者，金港
分公司 11 号泊位在 2017 年 5 月直取线改造
后，通过不断的流程优化，能耗由原本的每

年 2310 吨标煤降为每年 168 吨标煤，替代燃
料量折合 1499.4 吨标油；东港公司 6—7 号泊
位 2019 年初直取线改造后，全年实现直取量
319 万吨，节约成本近 300 万元，同时由于货
物无需上场地，大幅度减少了粉尘污染。

此外，镇江港实施了场桥油改电项目，改
装后的场桥能耗下降约 36%，单台场桥每年
节约燃油消耗和设备运行维护成本 50 余万
元。

“还有使用清洁能源、推广场地 LED绿色
照明、推行水上趸船太阳能发电、在 40 吨门
机上安装电能回馈系统等措施，低碳经济始
终贯穿了整个港口的建设发展。”颜小林说。

而提升港容港貌也是镇江港迈向绿色港
口的重要一步。

“设备比过去干净了、整洁了，一上机就

心情好，做起事来也舒心。”一位门机司机在
港口大型设备实行定人定机后发出了这样
的感言。

近年来，镇江港推进港区道路、堆场基础
设施硬化建设，实行港区道路“路长制”，对
港区各进出大门、围墙整体改造。自 2019 年
起，镇江港大力推进设备“5+4”管理，开展

“红旗设备”评比，司机们利用停工或休息时
间主动参与到设备的清洁保养中来，设备机
容机貌得到了极大改观。

俯身掬清水，仰首眺蓝天。镇江港务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黄立平表示，未来，镇江
港将牢牢把握新发展理念，持续发力，努力
实现港区生态环境从“小治理”向“大管控”
转变，以生态初心拥抱碧水蓝天，在绿色发
展中铿锵前行。

镇江港：“黄金港”蝶变“生态港”
□ 全媒记者 樊雪菲 特约记者 王超军 文/图

全球疫情蔓延 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我国港口积极应对巨大考验我国港口积极应对巨大考验
□ 全媒记者 陆民敏

近 日 ，航 运 研 究 机 构 Clarksons
Research 发布报告称，随着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球蔓延，其对航运业的影响恐
超过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预计今年
全球海运贸易量恐下降 6 亿吨，为 35
年来最大降幅。

2 月中旬，本报曾讨论过疫情下中
国港口业走势，但新冠肺炎疫情发展
形势发展变化很快，进入 3 月以来，全

球 感 染 新 冠 肺 炎 人 数 成 几 何 倍 数 增
长，据统计，截至 4 月 25 日，全球新冠
肺炎确诊人数已破 288 万。为控制疫
情，各国都采取了“闭关锁国”、停工停
业的措施。

这对我国港口业到底会产生怎样
的影响？我国港口该采取哪些对策？
后期港口生产态势又会怎样？带着这
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4 月份已结束，中国
疫情也得到有效控制，
欧美国家的疫情已经进
入平台期甚至平台期右
侧，欧洲部分国家已经
开 始 有 限 度 地 部 分 复
工，美国提出希望 5 月
份开始复产复工。那未
来我国港口生产走势会
如何？

谢文卿表示，中国
港口产业有望实现恢复
性增长。他告诉记者，
今年 3 月份，我国八大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同比
减少 5.6%，降幅明显收
窄。“虽然，全球疫情导
致全球供应链体系发生
混乱，尤其欧美国家本
土物流系统或出现低效
运转乃至瘫痪等情况，
但与本地厂商停产导致
物资匮乏相比，各国政
府在解决港口物流上的
难度要远低于疫情下让
本国制造企业与物流企
业 同 时 复 工 生 产 。 同
时，中国制造企业更有机会替代境外欧
美当地供应链，包括替代当地上游制造
商为生产企业提供原材料，使中国产成
品和半成品的出口实现‘双增长’，借此
实现中国港口产业的恢复性增长。”

“随着各国疫情防控形势有所好
转，相信下一阶段港口生产形势会好
转，但还要继续观察。”江苏港口集团
有关人士说，127 届广交会将于 6 月 15
至 24 日在网上举办，其被誉为中国外
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如果广交
会的成交量喜人，将给我国港口业带来
希望。

徐剑华表示，此次疫情会让跨国公
司反思目前生产链在全球分散布局的
合理性，“逆全球化”趋势可能会加强，
跨国公司有可能在中国不再新增生产
基地甚至减少在国内的产能。“但产业
搬迁涉及因素太多，估计 1—2年内跨国
公司工厂真正能从中国迁走的不多。
长期来看，随着疫情好转，我国出口贸
易量还是会恢复。”

此外，徐剑华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使
得今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世界各
国港口的日子都不好过。“但区域港口
比全球干线港口情况会好一些，因为大
家现在都意识到，供应链拉得太长对企
业来说并不安全，所以会把供应链集中
在某一区域。”徐剑华说，长期来看，也
许区域经济会受到追捧，区域港口的成
长性会好于干线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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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横陈，连岗三面”。4 月 27 日，
记者走进镇江港，港区周界建设了约 2 千
米的防尘林，一片绿意映入眼帘。

记 者 了 解 到 ，作 为 江 苏 省 港 口 集 团

的全资子公司，镇江港坚定贯彻“共抓长
江大保护”方针，把推进《江苏省港口集
团绿色港口三年行动计划》作为推动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紧锣密鼓实

施绿色环保建设项目，积极推进港区文
明环境综合治理，全方位提升港口环境
质量，留下了一串串生态文明港区建设
的绿色足迹。

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了今年前 3月全
国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数据，一季
度，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300727 万
吨，同比下跌 4.6%；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5518万 TEU，同比下跌 8.5%。

记者梳理发现，在全国货物吞吐量的
前十大港口中，仅有天津港、大连港、山
东港口青岛港、山东港口日照港四个环渤
港口出现增长；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
港口中，仅有青岛港出现 2.2%的增长，但
集装箱吞吐量排名第 13 位的北部湾港则
出现了高达 32.6%的增幅，可谓“一骑绝
尘”。

有专家表示，一季度我国港口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吞吐量下降在意料之
中。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疫情造成的国
际市场制造业降速会导致中国进口需求
放缓，但不会严重影响中国港口贸易规
模，港口业经营效益却将受到影响。

有从业多年的港口内人士告诉记者，
港口生产与经济形势息息相关。对于因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一季度港口吞吐量
下降，港口企业大都已有思想准备，从最
后结果来看，比大家预计的要略好一点。
主要是因为一月份疫情对港口生产影响
不大，二月份又是传统淡季，三月复工复
产后，前期积压的订单被赶制出来并出
运，使得箱量并未出现大跌。真正困难的
日子在第二季度，因为国外疫情还未被完
全控制，要做好外贸新订单减少导致外贸
重箱吞吐量进一步下降的准备。

“从中国自身表现看，在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下，制造产业和出口贸易的下滑首
当其冲，同时市场进口需求小幅回落，仅
与俄罗斯、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的能源
类贸易维持小幅增长。全球疫情扩散，欧

洲与美国等疫情严重地区的出口市场受
影响明显，同时从中国进口的需求也将回
落，仅医用产品和生活必需品或将继续维
持一定需求水平。由于中国集装箱海运
贸易处于东西向不平衡状态，进口放缓，
不会让中国港口贸易规模出现大幅下降，
但进口集装箱由重箱变成空箱会使港口
企业的经营收入受到影响。”上海国际航
运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谢文卿为记者进
行了详细分析，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前，
各国粮食贸易会存在较大需求，而各国因
制造业停产将对生活日用品需求急剧增
长，因此在全球疫情影响下，未来中国出
口市场有望逐步企稳，而进口市场或将面
临“价高量少”的市场情况。

上海海事大学教授徐剑华告诉记者，
1 月底以来，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航运
市场需求下降，到达中国港口的集装箱航
班大幅减少，造成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下
降。一方面，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由
于疫情，生产停滞的时间比往年延长，造
成生产量下降；另一方面，欧美暴发新冠
肺炎疫情后，生活物资需求减少，造成外
贸订单下滑，出口需求减少，两相作用，
航运市场需求持续下降。为保运价，班轮
公司临时停航的航班较往年大幅增加，以
致靠泊我国港口的班轮频次降低。

“这次疫情还影响了我国港口冷藏箱
的周转。有的港口冷藏箱严重积压，导致
航运公司无法及时装卸，被迫将冷藏箱转
移至其他港口，增加了运营成本。为了弥
补损失，有航运公司向货主收取每箱
500—1000 美元不等的费用，货主物流成
本骤增。”徐剑华说，但最近随着我国港
口生产基本恢复正常，冷藏箱积压问题已
基本解决。

用“新措施”应对冲击

港口经营效益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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