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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河航运绿色低碳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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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内河航运具有单位承运主体运量大、单位质量物流成本低、单位运量能耗低等优势。发展内河航运，转变陆地

交通货运方式，可减少交通运输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再结合船运、港口、码头电气化、智能化和数字化应用，将推进

交通运输行业的深度脱碳，实现双碳目标。本文结合航运、港口建设运营的生态保护及节能降碳要求，提出内河航运系

统的绿色低碳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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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港口建设运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相对于航运的效率、安全、经济等因素，我国内

河航运特别是港口建设，对环境管理及环保设施的配套

建设相对滞后。航运系统建设及运营对局部及流域的环

境影响表现出长期性、复杂性。

港池开挖、航道炸礁、疏浚等施工作业，改变了

岸线自然地貌，占用或破坏滩涂和湿地环境，硬质护岸

的建造阻断了水陆物质能量交换。水工作业增加了水体

悬浮物浓度，破坏河床底质环境，改变浮游生物和底栖

生物的群落结构。运营期，由于船只密集往来、生产作

业频繁，船舶及港区作业废水、废气、废渣排放，极易

污染水域生态环境，污染物扩散迁移将对区域的大气环

境、声环境、水环境产生影响。

除生态影响和污染排放外，港口作业及船舶航运

的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也很突出。对我国而言，要

实现碳达峰就必须推动在交通、工业和建筑领域的深度

脱碳。目前我国航运业温室气体排放占交通部门排放总

量的 6% ～ 11%。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未来全球交通

运输行业石油需求和碳排放增长主要来源于货运，我

国货运排放增长降将占全球货运交通碳排放增长量的

90%。根据《内河航运发展纲要》，“到 2035 年内河

货物周转量占全社会比重达到 9%”。随着内河周转货

物量的增加，控制港口及航运业的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

排放，将极大助力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

2 绿色低碳港口体系的构成

绿色低碳航运以绿色发展、碳达峰碳中和观念为

指导，建设生态保护、资源合理利用、低污染、低能耗

的新型港口及航运系统。将港口、航道、码头等科学布

局、合理利用，把航运业发展和资源利用、环境保护有

机结合起来，走能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增长方式优、

规模效应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最终实现与环境保护和

谐统一、协调发展。

绿色低碳航运体系建设是以生态航道、港口建设

及新型船舶应用为核心，以环境监测网、科学研究和行

业环境标准为支持的有机体系。

2.1 生态航道和生态港口建设

生态航道和生态港口的概念是将自然、生态的理

念融入航道和港口的设计和建设中，其目的是既能达到

建设要求也能维持生态平衡，将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

降至最低。

建设的关键在于：①优化工程设计，将生态学的

理念融入到工程的设计中，处处考虑工程可能对环境的

影响，并在设计中消除可能存在的隐患；②采用新型施

工工艺，包括生态护岸、生态护底、生态丁坝、新型炸

礁工艺和新型疏浚工艺等；③应用新型材料，如以生态

友好型材料建设水下建筑物，防止在水力冲刷作用下有

害物质进入水环境。

2.2 清洁能源推广应用

推广 LNG 节能环保船舶的使用，探索发展纯电力、

燃料电池、氢能等动力船舶，取代柴油等化石能源的直

接燃烧，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推广太阳能、风能在港口

港区的应用，电力自发自用余电上网，降低公共电网能

源消耗。完善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液化天然气加注码

头、加氢码头等绿色服务体系建设。推进船舶使用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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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污染物上岸接排处理。

2.3 内河航运生态保护修复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将资源节约和保护环境的理

念贯穿于内河水运规划、设计、施工、养护和运营全过

程，推进绿色航道、绿色港口建设。推进早期建设航运

设施的生态修复工程，强化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保

护与修复。实施港区绿化工程，引导港口采用多种措施

开展陆域、水域生态修复。

2.4 建立航运环境监测及环保管家制度

整合内河流域内的监测资源，连网成片，全面覆盖，

重点对内河港口、船舶、锚地、航道进行全面、长期、

系统的监测。掌握交通运输行业污染排放状况、环境影

响程度及范围。在港口及航运行业推进环保管家制度，

企业自行或委托第三方专业单位开展全过程、综合环境

管理，建立港区环境影响及节能减排排查、提质增效、

常规监管、应急处置等环境管理制度。

建设重点以环境监测网长期积累的大数据为支撑，

为港区环保战略研究、政策制定、规划编制、技术标准

制定、监督管理、环保统计和科研等提供数据支撑和参

考。环境监测网监测内容主要包括 8 个方面：①水环境

监测，主要对常规水质指标和底质指标的监测；②大气

环境监测，主要对港口和船舶排放的废气的监测；③声

环境监测，主要对港口和船舶水上和水下噪声以及振动

的监测；④生态监测，主要对港口周边．航道涉及水域

的水生生物的群落结构、时空动态、鱼类早期资源动态、

鱼类活动情况、多样性变化进行长期监测；⑤应急监测，

发生环境事故时进行应急监测；⑥特征污染监测．对航

运业产生的特征污染物进行监测．可掌握航运业对长江

污染情况；⑦危化品监测，对船舶运输途中的危化品泄

露进行监测，与应急监测相互配合；⑧遥感监测，利用

遥感无人机技术，分析污染物扩散分布，适时配合应急

监测、危化品监测、特征污染物监测等。

2.5 科技创新解决行业发展问题

科学研究能为生态航道和港口建设提供新的设计

理念、新型施工工艺和新材料的研发。科学研究能为环

境监测提供先进的监测技术 ( 如无人机采集技术、遥感

监测技术、流动污染源监测技术等 )、先进的监测方法、

适用于航运业的环境和生态健康评价体系、生态修复技

术等。科学研究还可为航运业标准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3 政策建议

（1）践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低碳发展。加

强船舶港口污染防治。研究推动船舶排放控制区政策向

全国内河延伸，完善排放控制标准。加快推进长江干线

等重点航道沿线的港口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化学品洗

舱站、危险化学品锚地等设施建设和常态化运行，在重

要库湖区等封闭水域率先实行船舶向水体零排放。统筹

推动既有码头环保设施升级改造和新建码头环保设施建

设使用。加强重点水域智能化监测预警能力建设与监管。

（2）制定完善绿色港口评估体系。将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贯彻到港口、航道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的各个阶

段。从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水体质量、空气质量、

生物多样性、固废管理、危险货物管理、环境制度建设

及管理等方面，建立绿色低碳港口评估体系。推进绿色

航道、绿色港口建设。

（3）完善航运系统的生态环境与技术创新。加大

港口、航道生态环境的资金投入 , 支持生态环境的基础

设施更新改造。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是绿色航

运建设的灵魂 , 这对于企业来说 , 要积极加强产学研结

合 , 要与高等院校、研究院（所）进行全方位绿色航运

建设课题研究 , 提高航运、港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4 结语

发展绿色低碳航运体系符合中国生态文明、碳达

峰碳中和发展理念。同时绿色航运的建设，可以取得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发展。建议交通运

输部、环保部等部委联动协调，形成央地联动、行业主

导、企业责任制的工作机制，建立航运企业温室气体自

主贡献减排、废物综合利用、污染排放减量等激励奖励

政策，支持并推动绿色低碳港口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