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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

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

期。山东省港口集团积极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在新的历

史时期和新发展阶段，以规划为引领，以减污降碳为总抓手，

全面推动港口绿色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当前，山东省港口集团正在港口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上

加速前行，始终坚持一手抓技术、一手抓管理，两手抓、两

手硬，统筹推进港口减污降碳协同发展。为世界贡献全自动

化集装箱码头的“中国方案”，全球首创智能空轨集疏运系

统，在行业内率先应用氢能集卡、氢能轨道吊，打造氢能在

港口的示范应用场景，积极推动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系统构

建绿色智慧管控平台，不断升级管理手段，强化减污降碳决

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排放清单是经证明行之有效的重要减排决策工具。国际

上，洛杉矶港、长滩港最早开始编制港口移动源年度排放清

单，持续的清单编制为有效评估两港减排措施的有效性、不

断改进减排行动、最终达成减排目标提供了技术支撑。我国

尚未有公开发布排放清单的港口企业，我们愿意先尝先试，

选取了所属的青岛港大港港区、日照港石臼港区、烟台港芝

罘湾港区为试点，公开公布了 2020 年度港口移动源大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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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希望以此为契机，建立清单编制

长效机制，支撑山东港口制定和持续改进减污降碳方案，提

高精准决策水平，并跟踪评估减污降碳成效。同时，我们愿

做低碳转型、绿色发展理念与行动的积极倡导者、传播者、

实践者、推动者，在清单编制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引领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发展，共筑生态文

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 1 -

1 编制范围和方法

1.1 编制范围

时间：2020 年度。

空间：青岛港大港港区、日照港石臼港区、烟台港芝罘

湾港区范围内各码头陆域范围和码头前沿停泊水域。

其中，港作船舶排放核算边界为港口所辖水域，包括码

头前沿停泊水域、航道、锚地等。

图 1 排放清单地域范围

排放源：包括港口机械、集疏运车辆、集疏运铁路内燃

机车、运输船舶、港作船舶。其中港口机械包含港口装卸作

业机械、水平运输车辆及清扫车、洒水车等配套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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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

大气污染物包括：

·一氧化碳（CO）

·碳氢化合物（HC）

·氮氧化物（NOx）

·细颗粒物（包括 PM10和 PM2.5）

·二氧化硫（SO2）

·挥发性有机物（VOCs）

温室气体包括:

·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氧化亚氮（N2O）

1.2 编制方法

·港口机械：采用燃料消耗法。

·集疏运车辆：采用行驶里程法。

·集疏运铁路内燃机车：采用燃料消耗法。

·运输船舶：采用基于进出港艘次的动力法。

·港作船舶：采用燃料消耗法。

2 排放清单结果

2.1 移动源保有量

2020 年度三个港区排放清单涉及的港口机械 1792 台，

进港集疏运车辆 4793963 车次，港口统一调度的集疏运铁路

内燃机车 16 台，靠泊运输船舶 14063 艘次，港作船舶 22 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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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移动源保有量

2.2 排放物及来源

2020 年度三个港区移动源大气污染物 CO、HC、NOx、PM10、

PM2.5、SO2、VOCs的排放量分别为 1112t/a、304t/a、4719t/a、

137t/a、125t/a、583t/a、137t/a，温室气体 CO2、N2O、CH4

的排放量分别为 382501t/a、55t/a、29t/a。

NOx 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贡献最大，CO2对温室气体的排

放贡献最大。对 NOx 和 CO2排放贡献最大的移动源为运输船

舶，其次为港口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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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移动源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t/a）

2.3 排放特征

三个港区不同类型移动源保有量和活动水平不同，对大

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贡献率不同。运输船舶和港口机械是

各类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二者的贡献率达

63.8%-99.0%。运输船舶对 NOx、PM10、PM2.5、SO2、VOCs、CO2

的排放贡献显著，港口机械对 CO、HC、CH4、N2O 的排放贡献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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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港区移动源 NOx和 PM10排放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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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港区移动源 PM2.5和 SO2排放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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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各港区移动源 VOCs和 CO2排放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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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各港区移动源 CO和 HC排放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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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各港区移动源 N2O和 CH4排放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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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放清单应用

3.1 制定自主减排措施

根据清单编制结果，自愿制定针对性减排措施，助力集

团中长期减污降碳目标的实现。

（1）加快老旧设备更新，新购或更换集卡、牵引车、

自卸车、集装箱空箱堆高机、3t 及以下叉车、现场通勤车等

适用车型全部采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

（2）深入推进氢能集卡、RMG 的应用，结合山东省氢能

发展规划，落实“氢进万家”任务，建成全国沿海港口首座

加氢站。

（3）继续保持港作船舶靠泊期间全部接用岸电，加快

推进油电混动拖轮项目实施，减少拖轮作业期间的排放。

（4）加快码头作业流程化升级改造，进一步提升码头

操作效率、口岸通行效率，进一步降低能源消耗。

（5）跟踪清洁能源动力机车（如电动机车）技术发展

趋势，适时推进试点应用。

3.2 促进各方减排协作

除上述港口企业可主导推进的减排措施外，我们还将加

强与地方政府及业务相关方的协作，积极推动运输船舶及集

疏运车辆的减污降碳工作。

（1）通过减免服务费、优先靠泊等措施，推动靠港运

输船舶岸电常态化使用。克服疫情影响，创新全程无接触船

舶接电模式，深入推进靠港船舶使用岸电，有效减少船舶停

泊期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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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与地方环保主管部门的沟通协作，严格限制

高排放集疏港车辆进入港区，引导运输体系绿色化，有效减

少货车集疏港排放。

4 展望

（1）持续开展排放清单编制，评估减排绩效、优化减

排措施、采取减排行动，助力山东港口加快建设国际领先的

智慧绿色港口。

（2）做好排放清单试点总结，积极推动在行业的推广

应用。

（3）以排放清单为技术支撑，协调相关方建立区域减

排机制，促进区域协同减排，为美丽中国贡献山东港口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