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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零碳港口”建设应坚持“统筹
兼顾、远近结合，系统谋划、综合施策，
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创新驱动、政策
护航”的原则，在制定完善碳达峰碳中
和战略路径、行动方案前提下，积极推
动港口减碳基础设施建设、港口布局
功能结构优化、集疏运方式和用能结
构调整、装卸工艺与设备能效提升、技
术体系和制度体系创新，逐步将港口
建设成为“近零碳港口”。笔者建议可
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进行顶层设计。在国家、行业绿
色低碳发展行动方案和行动计划的框
架下，交通运输部应研究制定“近零碳
港口”创建行动方案，将“近零碳港口”
创建工作纳入交通强国试点工作中。
明确到 2025年，全国至少开展 30个近
零碳港口创建工作，到 2030 年，近零
碳港口建设数量达到 60个以上；省市
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在当地人民
政府“双碳”行动方案的框架内，研究
制定本地的港口“双碳”行动方案或

“近零碳港口”创建行动方案。
推动港口企业加快建设降碳基

础设施。各级交通运输（港口）主管
部门应主动与同级相关部门沟通，形
成联动协调机制，为港口风电、光伏、
氢能、氨能、LNG、岸电等减碳基础设
施的建设，提供指导和保障。

建立健全港口碳减排标准体系，
为“近零碳港口”创建提供技术支
持。交通运输部应组织相关单位，在
综合考虑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监
测考核等环节前提下，制定推进“近
零碳港口”建设的行业标准规范；鼓
励地方研究制定地方标准、企业标
准、团体标准等。

优化港口布局，提高岸线利用
率。地方政府及其交通运输（港口）
主管部门应对辖区内的港口资源进
行梳理，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港口
资源整合，实现货主码头向公共码头
转型、传统码头向智慧码头转型、通
用码头向专业化码头转型，提高港口
岸线利用率；港口企业，特别是大型
港口企业集团，应做好港口发展规
划，优化港口空间、结构、功能布局，
工艺及装备技术升级，促进港口高质
量发展。

调整港口集疏运方式，推动节能
减碳。地方政府及其交通运输（港

口）主管部门应重视调整港口集疏运
方式，降低道路运输集疏运比例。按
照“宜水则水”“宜路则路”“宜铁则
铁”原则，积极引导大宗货物通过水
路、铁路方式集疏港；港口企业特别
是大型港口企业集团，应采取有效措
施，调整港口集疏运方式，将节能减
碳工作落到实处。

依靠科技进步，推动港口近零碳
化。政府层面，交通运输部应制定行
业碳达峰、碳中和科技行动计划，组织
行业科技攻关（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突破技术瓶颈并适时在行业内大力推
广应用；港口企业应主动作为，开展科
技攻关、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应用。

强化政策保障，确保任务落实、目
标实现。各级交通（港口）主管部门
应加强与同级发改、财政部门沟通、
协商，争取各级财政资金支持，降低
港口企业在建设“近零碳港口”中的
经济负担，提高港口企业参加试点工
作的积极性；在制定碳达峰、碳中和
相关政策时，各级交通（港口）主管部
门应重视与各部门之间的政策衔接，
最大限度地利用好政策优势，发挥好
政策叠加效应。

继续有序推广应用岸电技术，提
高岸电使用率。推动《大气污染防治
法》修订，明确靠港船舶使用岸电的
责任，为有效推动靠港船舶使用岸电
奠定法律基础；促进地方政府主动作
为，制定辖区内强制靠港船舶使用岸
电规定；完善《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
办法》，调整交通运输部职责定位和
船舶具备岸电受电能力的要求；细化
《长江保护法》靠港船舶使用岸电要
求，为地方政府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强化到港船舶岸电使用监督检查，严
格查处具备岸电使用条件船舶靠港
期间未按规定使用岸电行为，着实提
高岸电使用率。

加强碳排放统计监测考核评估体
系建设。建立健全完善的统计监测
及考核评级体系，明确各级交通（港
口）主管部门职责，强化统计监测和
监督考核，建立年度重点工作进展报
告制度、中期跟踪评估机制，定期组
织开展第三方评估，每年定期公布各
地减碳情况并建立奖惩机制。

（作者单位：交通运输部水运科
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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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快创建如何加快创建““近零碳港口近零碳港口””？？

““近零碳港口近零碳港口””，，是指在港口生产经营是指在港口生产经营

活动中活动中，，通过采取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通过采取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应用应用

节能低碳技术节能低碳技术、、改进生产工艺组织改进生产工艺组织、、加强节能减加强节能减

排管理等措施排管理等措施，，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

比例及能源利用效率比例及能源利用效率，，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

放放，，使港口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逐步趋近于零的港口使港口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逐步趋近于零的港口。。

港口是交通运输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港口是交通运输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由于由于

港口具有区域相对集中港口具有区域相对集中、、独立独立，，涉及社会公众相对较涉及社会公众相对较

少等特点少等特点，，易于开展减碳工作易于开展减碳工作，，取得成效取得成效。。因此因此，，可在可在

港口开展港口开展““近零碳港口近零碳港口””创建工作创建工作，，先行先试先行先试、、率先突率先突

破破，，进而推动全行业碳达峰工作进而推动全行业碳达峰工作。。

2019 年，我国港口直接用于
装卸生产作业的二氧化碳直接排
放和间接排放总量约为 900 万
吨。由于统计口径差异，部分港
口外包作业的水平运输能耗未统
计在内，因此，粗略估算，港口每
年直接用于装卸生产而产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超过 1000万吨。

近年来，为响应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要求，同时也是港口自身
提质增效的需要，国内部分港口
已在建设“近零碳港口”方面进
行了有益尝试。例如，江阴港建
设 完 成 了 7 台、累 计 装 机 容 量
16.8MW 的风力发电系统，满足了
港口全年 50%的用电需求；宁波
舟山港推进电动智能集卡规模式
应用，建成了一套 2000kVA 电动
集卡换电站，实现电动集卡全天
候作业；青岛港对氢能集卡进行
了应用尝试，下一步计划作为重
点技术在港口进行推广应用。

国内诸多港口在“近零碳港
口”创建方面的自发尝试，为我
部开展“近零碳港口”创建工作
积累了一定经验。

虽然很多港口在绿色低碳建
设方面创新不断、成绩不小，但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部分港口布局不尽合理、岸
线利用率偏低。港口空间布局
不合理导致港口装卸储运生产
的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程度
不高，进而导致单位吞吐量能耗
偏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偏大；岸
线利用率偏低表现为深水浅用、
生产工艺落后等现象，导致单位
生产用码头泊位岸线的货物吞
吐量偏低，同样增加了单位吞吐
量的能耗与二氧化碳排放量。
目前，国内很多码头岸线存在货
主码头与公用码头共存现象，尤
其是长江干线上，存在大量以
小、散、弱为特征的货主码头，码
头功能布局不尽合理、岸线利用
率偏低。

部分港口集疏运体系不够完
善。国内多数港口的货物集疏
运主要采用道路运输方式，这种
运输方式能源单耗高、污染严
重。

港口能源消费结构不够合
理。港口每年能源消费总量中，
化石能源在港区直接排放二氧

化碳，需计入港口排放量中；另
外，港口消费的市政电力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属于间接排放，目前
可暂不计入港口排放量中，但按
照 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
组）的计算方法，需将二氧化碳
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一并计入
总排放量中。从长远来看，港口
消耗社会电力而产生的间接二
氧化碳排放不可回避。

部分港口装卸生产工艺较为
落后、能效偏低。目前，港口里
非专业化码头仍占相当大的比
例。 2019 年全国港口货物吞吐
量 139.5 亿吨，其中 53.4 亿吨为非
专业化码头装卸的货物，其装卸
工艺采用传统工艺、自动化程度
不高。

配套政策法规标准不够完
善。鼓励、推动“近零碳港口”创
建工作的优惠财税政策不到位；
支撑“近零碳港口”建设的技术
标准规范不够健全。

统计监测考核评估机制尚未
有效建立。经过多年的努力，节
能减排有关的机制已有一定基
础，但聚焦“近零碳港口”的相应
机制尚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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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港口日照港自动化码头。 本文图片由本报资料室提供

大连港自动化集装箱堆场。

本栏目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

编者按：
交通运输新型智库联盟成立以来，推动了各方对交通强国建设等重大战略实施积极建言献策，发挥了推动

科学决策、提升决策水平的“智囊团”作用。本期“交通智库之声”继续精选专家观点，敬请读者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