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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套绿色岸电桩让港口告别柴油
发电机的轰鸣，减少了港区噪声污染、
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经过智能化升级
改造后的卡口，一辆辆集装箱运输车
辆快速通过；港口集装箱网络运输平
台上，货代公司、拖车司机可预约提
箱，船公司实现“一键放箱”；港区里来
回穿梭的纯电动集卡车，车尾不再冒
烟，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和废气排放，实
现港口节能减排，这是记者 8 月 5 日在
阳逻港看到的生产场景。

近几年来，阳逻港在绿色智慧港
口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岸电让码头更“绿”

船舶靠港使用岸电，是减少碳排
放的重要举措。

在阳逻港三期码头，来自蚌埠港
的“恒坤海阳”集装箱船停靠在港口，
通过岸电提升系统，一根船用电缆连
接到岸电桩，二维码扫一扫，电就通
了，可满足船上生产作业、生活设施等
电气设备的用电需求，整个过程不超
过 3分钟。

2013 年以前，阳逻港无岸电设施，
不具备向靠港船舶进行供电的能力，
停靠在阳逻港的船舶，只能依靠柴油
机发电。

2013 年后，阳逻港逐步安装了有
统一接口标准的岸电设施，并建立完
善相应的管理制度、使用程序，逐步推广靠港船舶使用岸
电。目前武港集团阳逻港区共建有 13套绿色岸电桩，可同
时为 13艘靠港船舶提供清洁能源。

为提升靠港船舶岸电使用率，武港国际积极推广岸电
使用政策并广泛宣传。据统计，今年 1—7 月，阳逻港区
（一、二、三期）岸电接电艘次为 153 次，用电时长为 1047.6
小时，用电量 31952.8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426.45%。

智能化为发展插上翅膀

在阳逻港三期码头卡口，集装箱运输车辆实现集装箱
智能化无障碍通行，彻底告别人工操作，为提升港口集疏
港效率提供了保障。

据卡口值班人员介绍：“卡口智能化升级改造之后，车
辆平均过卡时间从以往的 160 秒缩短至 30 秒，全方位提
速，集装箱车辆进出工作效率提高了 2倍。”

卡口的智能化改造只是一个缩影，智能化建设已贯穿
到阳逻港发展的各个环节中。

信息化一直是长江内河码头的软肋，不少码头还停留
在使用纸质单据阶段。

据介绍，在纸质单据阶段，货代公司、拖车司机需拿着
海关、检验检疫、船公司等多个部门、企业签发的放箱单，
到码头服务大厅排队申请提箱。审核人员看过单据后，再
交由内场操作部门调运集装箱。申请过程少则十几分钟，
多则半小时，经常导致卡车排队堵塞交通、货代人员来回
奔波。

港口集装箱网络运输平台上线后，船公司、货代、船代、
拖车公司及码头等主体在该平台实现信息共享。现在，不
限时间地点，货代公司操作人员、拖车司机手指轻轻一点，
即可预约码头业务，极大的节约了客户办单成本和时间。

新能源助力减碳

走在阳逻港三期港区，记者看到，有些集装箱卡车变
成了新能源电车，车尾不再冒烟了。

原来，围绕“双碳”目标，阳逻港不断探索新能源在港
区的应用，逐步购置电动集卡替代柴油集卡，先破后立，有
序推进港区用能结构调整优化。目前，阳逻港共投用纯电
动集卡车 20辆。

从节能方面来看，单台电动集卡每月能够减少 10 吨的
碳排放量、节约近 1 万元的能耗费用，实现了环保与效益
的双赢。这是阳逻港为打造低碳、绿色港口进行的又一次
突破，充分体现了阳逻港不断将绿色设备和新型技术应用
在港口生产中的先进管理理念。

武港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明说：“阳逻港
区原来的内燃机械设备占比超过 50%，如今，电动集卡占
比 36%，今后争取达到 100%。”

不止集装箱卡车，港区的灯具等也都进行了节能化的升
级改造。目前港区所有岸桥吊、门座式起重机、龙门吊 100%
实现电气化，港口绿色电动机械占比从 10%提高到 50%。

加快推进码头岸电使用、智能化系统改造和新能源应
用，一系列的举措全面推动港口实现绿色转型发展，阳逻
港在绿色智慧港口建设路上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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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BDI 架构出现今年第 11 次
周线全部负增长，且收盘全部跌落
2000 点以下。非市场因素负面影响
的叠加，造成了今年最糟糕的走
势。本周 BDI 收盘值 1560 点，创下
了今年 2 月 9 日以来的最低纪录，比
1985 年 设 立 至 今 37 年 的 平 均 值
1577点还低 17点或 1.08%。

全球供应链走势波诡云谲，令
后市堪忧。

总体状况：
2013 年 1 月 2 日至本周共 2399

个交易日，BDI 平均值为 1347 点，较

上周升 1 点或 0.07%，离盈亏节点
1500点尚差 153点或 10.20%.

BDI 大于 2000 点占 378 个交易
日或 15.76%，2021 个交易日在 2000
点（含）以下，占 84.24%。

2008 年 9 月 15 日至本周 BDI 平
均值为 1375点，总体继续下滑。

BDI：
本周 BDI续全五降，收盘值 1560

点，环比上周续低 335点。周均值为
1717 点 ，同 比 去 年 的 3326 点 续 低
1609 点或 48.38%。本周 BDI 四项指
标继续全部低于上周。

BCI：
本周 BCI 亦续全五降，收盘值为

1411 点，环比上周续低 670 点。周
均值 1743 点，同比去年的 4319 点续
低 2576点或 59.64%。

本周海岬型船运价日均获利收
盘为 11700 美元，较上周续低 5555
美元或 32.19%；周均值 14452 美元，
较上周增亏 1098 美元或 29.43%；同
比巴拿马型船，收盘值续低 5999 美
元或 33.89%。

BPI：
本周 BPI 亦全五降，收盘值 1963

点，环比上周续低 84 点或 4.10%。
周均值 2005 点，同比去年的 3364 点
续低 1359点或 40.40%。

本周巴拿马型船运价日均获利
收盘为 17699 美元，较上周续低 764
美元或 4.14%；周均值 18056美元，较
上周增亏 1533美元或 169.21%。

BSI：
本周 BSI 续全五降，收盘值为

1700 点。周均值 1809 点，同比去年
的 2983点续低 1174点或 39.36%。

涨跌势：
本周 BDI 延续上周第五波跌势

为 10连降，累增-31.23%。
本周 BCI 延续上周第五波跌势，

为 10连降，累增-61.70%。
BPI本周延续上周形成 9连降第

七波跌势，累增-6.52%，与上一波跌
势时隔 5个交易日。

本周 BSI 延续上周第五波跌势
为 10连降，累增-19.91%。

走势看点：
本周 BDI 架构各指数年内净增

率如下：
BDI 续跌至 -25.50%，

BCI 续跌至 17.74%，BPI 续

跌至-20.73%，BSI续跌至-27.11%；
去 年 同 期 依 次 为 ：100.03% 、

104.59%、103.21%和 108.69%。可见
今年走势惨不忍睹。

从运价日均获利与运价指数的
周增幅对比来看，海岬型船为负
36.48%对负 36.48%，与上周持平；巴
拿马型船为 -4.20%对 -4.17%，落差
为 0.03%，较上周扩差 0.02%，连连小
跌。

周线全部负增长 BDI收盘值创二月来新低
□ 俞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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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减弱，贸
易投资放缓，多重因素影响国内经济，
给港航业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面对
压力，山东港口全力加快建设东北亚
国际航运枢纽中心，提升港口能级跃
升，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去年 10 月，由中国经济信息社编
制、波罗的海交易所提供支持的《国际
航运枢纽竞争力指数—东北亚报告
（2021）》，首次以指数方式聚焦国际航

运枢纽竞争力，引发业内广泛关注。
在首期选择的中、日、韩和俄罗斯

17 个样本港口中，青岛港综合得分最
高，釜山港次之，但双方在航运枢纽竞
争中各有优势：釜山港聚焦集装箱中转
和运输，是东北亚地区连通能力最强的
港口，跨境便利化程度高；青岛港在枢
纽基础设施、运营水平和智慧绿色港口
发展方面优势突出，但网络连通能力、
国际中转能力落后于釜山港。

对此，山东港口更加注重提升航运
服务和综合环境，加快推进集装箱一
体化协同发展、多式联运供应链服务、
集装箱国际中转通道搭建，集中政策、
统筹资源，发力提升服务质效和优化
口岸环境，全力构建现代航运综合服
务体系。

今年以来，得益于国家战略持续赋
能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得益于山东经
济的向好发展以及扎实有效的疫情防

控工作，山东港口实现逆势上扬，1—7
月份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分别同比增
长 6.4%和 8.3%。

山东港口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山东
港口此次把握 RCEP 协定生效的机遇，
联手各大船公司增强优势航线组群密
度，将进一步依托新增航线发力国际
中转通道布局，打造贯通南北、连接东
西的重要枢纽平台，进一步提升航运
枢纽竞争力。

海陆齐发力 谋篇“新棋局”
山东港口“七线一列”集中开通

□ 全媒记者 杨柳

8 月 8 日，山东港口在

青岛举行集装箱“七线一

列”集中开通仪式。

据了解，7 月份以来，

山东港口携手达飞轮船、

地中海航运、太平船务以

及 中 谷 海 运 等 11 家 国 内

外 知 名 船 公 司 ，布 局 5 条

直 达 东 南 亚 等“ 一 带 一

路 ”及 RCEP 航 线 和 2 条

南北美远洋干线，并开通

“山东港口青岛港—绥芬

河 ”集 装 箱 海 铁 联 运 班

列，以海向陆向双向发力

的实际行动，强力保障全

球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畅 通 稳

定，体现了全球最大港口

集群的担当作为。

港口是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是经
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山东港口地处

“一带一路”海陆十字交汇点，东向日
韩、西及欧亚、南抵东盟、北向蒙俄，是
山东乃至黄河流域开放发展的重要

“棋眼”，是 RCEP 面向日韩和东盟的桥
头堡，也是服务“一带一路”的重要枢
纽和双节点。

此次，山东港口携手多家船公司，
相继开通达飞 /太平 /宏海泰越线、地中
海航运东南亚线、海丰集运海防线、中
谷海运东南亚线以及长锦 /兴亚远东航

线等 5 条“一带一路”及 RCEP 优势航
线。其中，中谷海运在山东港口实现
了首条外贸航线新突破，新增航线重
点服务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 RCEP
成员国，东南亚进口水果、冰鲜等冷链
生活资料对接山东港口，构建起低成
本、高效率的海上物流大通道。

同时，山东港口联手太平 /万海 /阳
明、中联航运开通 2 条南北美远洋干
线，将生活快消品以及化工品、机电产
品等我国传统优势出口货种，源源不
断运往美洲各国，加速实现山东港口

由“生产资料港”向“生产生活资料港”
的转型升级，更好服务山东省及腹地
企业出口。

上述新增航线针对北美及东南亚
市场运输需求，将合计提供超 1万标准
箱的进出口舱位，全面增强山东港口

“一带一路”及 RCEP 优势航线组群、南
北美远洋直达干线布局优势，有效满
足沿黄流域腹地广大出口客户对接东
南亚、南北美市场的运力及舱位需求，
助力内地企业“搭船出海”，为确保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供有力支撑。

特别是此次新航线在山东港口“龙
头”——青岛港集中开通，将进一步增
强青岛港集装箱综合优势，进而加快
构建山东港口对接东南亚等“一带一
路”和 RCEP 沿线国家及南北美各国经
贸往来的“海上黄金通道”。

有关人士表示，此次开通的 3 条到
泰国林查班港的航线，将大大拓宽商品
运输渠道，促进山东与泰国进出口额在
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 11%的基础上再
次实现新突破，也将提高对航线上的新
加坡、越南、韩国等国家的进出口额。

作为黄河流域最便捷出海口，山东
港口逐步构建起“航线+班列+内陆港”
的服务网络，实现了航运物流网与陆
域物流网的有效衔接，服务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新
发展格局，在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东
西互济中发挥积极作用。

此次，山东港口及时准确把握东南
亚及南北美航线市场需求，将进一步
发挥枢纽平台和供应链核心节点功

能，打通沿黄流域对接“一带一路”及
RCEP沿线国家和美洲各国的海上贸易
通道，推动沿黄流域腹地与东盟经贸
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山东港口此次还开通了第 80 条集
装箱海铁联运班列——“山东港口青
岛港—绥芬河”班列。绥芬河口岸是
西伯利亚大陆桥的重要节点，也是继
二连浩特、满洲里等之后最新开通的
第 7个出境口岸。此次班列开通，将充

分发挥山东港口的货源集聚优势和绥
芬河的地域节点优势，进一步挖掘“铁
路+国际班列”发运潜力，稳定进出口
企业的出货预期，缓解企业物流环节
和经营资金占用压力，全面畅通“山
东—绥芬河”至欧洲各国的物流大通
道，为进出口企业打造“效率更高、成
本更低、服务更优”的物流新通道和服
务新模式，进一步保障区域经济链条
稳定，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双循环”

国家战略。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分公司山东片区总经理隋青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山东港口青岛港是中国
北方服务沿黄流域内陆腹地的重要
出海口，中谷海运通过新增东南亚航
线，进一步扩展了山东港口对接“一
带一路”和 RCEP 沿线国家的箱量和
贸易增长。“我们对山东港口发展有
信心。”

扩航线让企业“搭船出海”

服务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提升航运枢纽竞争力

山东港口青岛港。 本报资料室供图

绿色的脉动绿色的脉动——

交通强国新征程交通强国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