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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航运中心铁矿石运输综合运价指数周评

需求有限运量下降
运价稳定指数回落

本期武汉航运中心铁矿石运输综合运价指

数（WOSFI）为 424.34 点，较上期下跌 20.69%。

需求方面，近期铁矿石市场价格下跌，但钢

企限产减产现象仍然存在，以按需采购为主，运

输需求低于预期。本周铁矿石运量较上周下跌

32.06%。运力方面，本周长江水位上涨致使船舶

减载，主要航线运价随之上调，但多数航线因需

求不振，船东报价消极，各航线运价涨跌不一，整

体航线运价略有上浮。典型航线方面，本周航线

运价涨跌互现，其中太仓—武汉航线、镇江 /南
京—武汉涨幅较为明显。

煤价趋稳需求回升
量价齐涨指数攀升

本期中国长江煤炭运输综合运价指数（CCSFI）为

744.85点，较上期上涨 44.01%。

近期，“稳价”政策调控力度持续扩大，煤炭价格逐

步回归合理区间，推动煤炭市场成交量上升。同时，国

内工业经济回暖，带动企业用电需求增加，本周煤炭运

量较上周上涨 19.91%。近期长江水位上涨，导致船舶装

载量减少，船东报价明显提高。典型航线方面，本周航

线运价呈现整体上涨态势，除张家港 /太仓—荆州航线运

价出现下跌外，其余航线运价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

年中冲量货源增加
运量回升指数上扬

本 期 中 国 长 江 商 品 汽 车 滚 装 运 输 综 合 运 价 指 数

（CARFI）为 1079.58点，较上期上涨 0.46%。

上半年临近尾声，随着国家提振消费政策的推出以及疫

情防控形势的稳定向好，车企为冲刺半年度目标抓紧冲量，

滚装运输货源显著回升，本周长江整体商品车滚装运量环

比增长 28.68%。其中，上水航线运量增长 4.99%，下水航线

运量增长 38.17%。运量提升且高于上半年平均水平，带动

综合运价指数小幅上扬。

供求平衡货量稳定
航线运价小幅波动

本 期 武 汉 航 运 中 心 出 口 集 装 箱 运 价 指 数

（WSCFI）为 4613.82点，较上期下降 0.56%。

本周各出口集装箱航线整体运价稳定，波动不

大，12 条主要航线中 4 条航线运价上涨，3 条航线

运价保持不变，5 条航线运价下跌。其中，波斯湾 /
红海市场运输需求有所上涨，供求关系良好，运价

上涨 1.32%；欧洲市场运力充足，运输需求不振，航

线运价继续回调 1.06%；地中海市场供需稳定，航

线运价保持不变；南美西市场运输需求平衡，供求

关系良好，运价继续上涨 1.02%；美东、美西航线供

需面疲软，运价继续回落，分别下跌 1.33%、1.26%；

南非（德班）市场供需基本面平衡，航线运价上涨

0.22%；亚洲航线市场供需关系整体平稳，货量稳

定，运价小幅波动，日本关东、中国台湾航线运价

分别微跌 0.15%、0.01%，东南亚、韩国釜山航线运

价保持不变；澳新市场供需面良好，运价上涨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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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港口来说，调整能源结构，使
用清洁能源和新能源代替传统燃油是
降碳减排的重要举措。不过，接受记者
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与调能源结构相
比，调整运输结构更为紧迫，对全国范
围的降碳减排作用也更为突出。在今
年的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也建
议，发展多式联运，降低碳排放。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长三角
港口发力多式联运，业务量同比去年
均有突飞猛进的增长。数据显示，3 月
份上海港水水中转完成超 210 万标准
箱，占比约 51%。而到了 4 月，上海港
水水中转占比提高到 65%。据介绍，上
海港“陆改水”的服务范围涵盖了上海
港洋山片区、外高桥片区各码头至长
三角区域相关城市港口（太 仓 、张 家
港、扬州、南京，安吉、湖州、独山等）和
铁路场站。

对上海港水水中转业务支撑最大

的是江苏沿江的部分港口。太仓港口
管委会副主任周晓荷表示，苏州松下、
无锡村田、昆山必优等多家企业的货
物都由公路运输直运上海港改为在太
仓港水路中转到上海港，提升了运输
效率。

浙江港口“水水中转”业务量也有
较大增长。作为浙江省海港集团、宁波
舟山港集团海河联运“主战场”的嘉兴
港务，今年海河联运量已超 45 万标准
箱。宁波舟山港依托海河、江海联运多
式联运体系，今年前 4 个月累计完成海
河联运业务量 20.6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62%。

除“公转水”外，长三角地区“公转
铁”趋势也十分明显。浙江省海港集团
加大运输结构调整，积极推进港口集疏
运货物多式联运，逐步降低公路运输比
例，减少集卡相关二氧化碳排放。今
年，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业务量有望突

破 120 万标准箱，铁矿石铁路疏运量连
续 7 年超千万吨，煤炭“公转铁”业务量
超 130万吨，居全国领先水平。

据悉，宁波舟山港发挥铁路直通港
区优势，加强与铁路局的协调沟通，增
密海铁线路，创新业务模式，诸暨、永康
班列升级为“天天班”，郑州、武汉专列
实现周班常态化运营，并实现“义乌
—宁波舟山港”海铁班列与中欧回程班
列的“整列中转”。今年前 4 个月，宁波
舟山港完成海铁联运业务量 49.3 万标
准箱，同比增长 33.5%。

上 港 集 团 也 在 积 极 推 进 海 铁 联
运。今年一季度上港集团海铁联运线
路新增龙潭、盐城、芜湖 3 个站点，在 6
条固定车底循环班列天天班稳定运行
的基础上，通过增开多车次散列、提前
调配空箱、保障出口重箱顺利出运、建
立重点线路联系人机制等措施，满足疫
情防控期间各大外贸企业的出口需

求。统计显示，今年 3 月，上港集团海
铁联运完成箱量 40690 标准箱，创单月
新高。

将铁路延伸到港区，成为越来越多
长三角港口的选择。据介绍，目前江
苏省沿江沿海的连云、西坝、新生圩、
大港等 4 个港区和内河的徐州、无锡、
苏州、淮安等 4 个港口已建成并投用疏
港铁路。去年底，太仓港疏港铁路专
用线开通运营，强化了港口与铁路的
联通。

“近来，太仓港疏港铁路货运量明
显增加，发运和到达箱量增长一倍以
上。”太仓港口管委会发展服务局局长
王敏勇介绍说。

要实现“双碳”目标，离不开包括长
三角港口在内的港口行业共同努力。
尽管前路布满荆棘，但多位港口受访者
表示：“实现‘双碳’目标，我们信心百
倍，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长三角港口如何破题“双碳”？
□ 全媒记者 甘琛 通讯员 任闵昱 洪宇翔 张越

在最繁忙的长三角港口，“低碳”乃至“零碳”排
放正成为一种“时尚”追求。船舶靠岸后如何减少大
气污染物排放？装卸货物的过程中如何最大程度减
排 ？ 如 何 调 整 运 输 方 式 确 保 成 本 和 排 放 达 到 最 优
解？近日，记者深入沪、苏、浙三地港口采访，将为您
揭开长三角港口的“碳达峰碳中和”解题思路。

船舶尾气产生的碳氧化物是影响港区空
气质量的因素之一。推广使用岸电，成为港
口破题“双碳”的关键。

使用岸电对减少碳排放有多大的作用？
浙江省海港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技术与信
息管理部颜明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宁波舟
山港域自有港作船舶全部使用岸电，光拖轮
一年就可减少碳排放量超 1000 吨。2021 年，
该集团长江沿线各码头共完成船舶接岸电
超 8000艘次，用电量达 44万千瓦时。

正是看到了岸电在减少碳排放中的重要
作用，长三角港口正全面推广岸电。据记者
了解，浙江省海港集团集装箱和干散货专业
泊位岸电覆盖率达 85%，其中宁波舟山港域
所辖集装箱码头和干散货码头实现岸电全
覆盖；江苏省港口集团岸电覆盖率达 100%；
上港集团冠东公司相继建设了岸基供电一
期、二期、三期项目，具备同时为 2 艘大型及
1 艘超大型集装箱船舶提供岸基供电服务的
能力。

岸电设施“全面开花”令人欣喜，不过隐
忧仍存——建好了，用得却不够。据记者调
查，在交通、海事等管理部门及港口企业的
大力推动下，岸电“晒太阳”的现象大为减
少，但使用率仍有待提升。

光管住船头还不够，源头治理更重要。
据介绍，与燃油相比，使用 LNG 作为燃料，二
氧化碳可减少 25%。专家表示，随着“双碳”

目标的临近及相关政策的出台，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航
运企业把 LNG作为船用清洁燃料，推进建造使用 LNG
或者双燃料动力船舶。

不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我国 LNG 加注站
数量远远不够，长三角仅少数港口有 LNG 加注业
务，导致航企不愿过早将船舶更新为 LNG 动力船或
双燃料动力船。

但今年 3 月 15 日，上海港完成中国港口首次 LNG
“船到船”同步加注作业。上海港投用的“海港未来”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20000 立方米 LNG 加注船，既能
运输 LNG，又能为其他船舶及终端加注 LNG。上海港
LNG 加注业务的推出，具有标杆意义，预计将有更多
港口跟进。

使用 LNG 做燃料，碳排放量虽有所减少，但仍不
彻底，电动船或许是新的出路。今年 2 月，江苏省港
口集团所属江苏远洋试点承建运营的全省首艘内河
纯电集装箱船——“苏南 120TEU 纯电集装箱船”正式
开工建造，该船采用纯电力推进，续航力 220公里，实
现了零碳排放。

江苏省港口集团科技装备部总经理张旭告诉记
者，“该船可以通过在预定港口以更换电池集装箱形
式实现电池更换，便于利用峰谷电差价储能，进一步
增强经济性。同时采用‘即插即拔’式换电模式，单
次换电作业时间仅需 20 分钟，减少了传统充电耗时
较长的不利因素影响，利于后期推广扩展。”

但电动船的推广也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那就
是充电难或换电难。记者了解到，目前，无论是内
河还是沿海港口，满足电动船充电或换电的设施都
少之又少，未来想要大范围推广电动船，首先要解
决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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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港新生圩港区，记者看到这
样一幅场景，15台零排放、无污染、低噪
音的重卡正在有序作业，其中 1 辆重卡
驶往充电桩，在工作人员的娴熟操作下
进行着充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
江苏省港口集团与国网合作的江苏省

首批 15 台以电能为动力的新能源动力
重卡，每年可节约柴油约 60万升。

张旭介绍，江苏省港口集团新能源
车年作业 315.28 万吨货物，用电 49.6 万
度，能耗量 60.97 吨标煤，仅为同期内燃
自卸车能耗量的 17.2%，节能效果明显，

每年可减少约 1263.17吨二氧化碳排放。
推广应用新能源、清洁能源是实现

“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上港集团也
做了大量的尝试——

洋山四期使用的三大装卸机种——
桥吊、轨道吊、AGV 均采用电力驱动，码

头装卸、水平运输及堆场装卸环节完全
消除了尾气排放问题，装卸行程的优化
以及能量反馈技术的大量采用，也进一
步降低了码头的能耗指标。

盛东公司对轮胎吊实施锂电池混
合动力改造，该项目通过锂电池和小排
量发动机的组合替代原有大排量发动
机。该公司工程技术部设备主任康弘
介绍说，通过项目改造实现了能量回
收，提升了能源利用率，综合节油率高
达 50%以上。

海通公司大力推进堆场内照明设
施（路灯、高杆灯）改造项目，改造后节
能率达 53%。

浙江省海港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
也积极构建清洁用能体系，不断扩大
电能、LNG、氢能等清洁能源和新能源
的研究和应用，加快淘汰老旧、高排放
港口大型作业机械和传统柴油动力集
卡。颜明东介绍，2021 年浙江省海港
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综合吞吐量单
耗同比下降 0.5%，万元产值单耗同比
下降 1%。

光使用新能源还不够，长三角港口
正大力建设光伏等清洁能源基础设施，
创造新能源，取代传统能源，减少碳排
放。浙江省海港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
在衢州港龙游港区 1号仓库屋顶建设了
2520 平方米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并正
式并网发电，预计年发电量可达 35万千
瓦时，减少碳排放量近 230吨；上港集团
罗泾分公司在港区 2#钢结构仓库屋顶
上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总装机量 1.5
兆瓦，从 2020 年底使用至 2021 年末，项
目总计发电量达到 175 万千瓦时；江苏
省港口集团下属扬州港、太仓港等 4 家
单位建设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建成面
积约 10000 平方米，南京港、苏州港、镇
江港、常州录安州码头光伏建设项目也
均已开展。

使用新能源更要创造新能源

调能源结构更要调运输结构

宁波舟山港北仑港区。 夏文杰 摄

绿色的脉动绿色的脉动——

交通强国新征程交通强国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