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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0184、农工党上海市委

关于加快上海航运绿色化智慧化转型，赋

能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提案

※背景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重视上海航运中心建设，多次指示上海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工作。为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上海航运正由规模向质量、集聚向交流、传统向创新、独

立向融合转变。目标 2025年建成世界一流航运中心，当下

应加快航运绿色、智慧发展，赋能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重视上海航运中心建设，多次指示上海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工作。为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上海航运正由规模向质量、集聚向交流、传统向创新、独

立向融合转变。目标 2025年建成世界一流航运中心，当下

应加快航运绿色、智慧发展，赋能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

※问题及分析※

1、港航企业岸电使用率亟待提升

岸电技术，即船舶靠岸后接入陆地电源，是打造绿色

港口的有力抓手，能显著削减氮氧化合物、硫化物、颗粒

物 PM等污染物排放。据估算，邮轮停岸八小时减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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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一万辆汽车从上海开到北京的减排量，优势尽显。

但当下上海港岸电实际使用率离理想状态尚有较大差距，

后续需多方协同，助力减排目标达成。

2、新能源发展投入亟需加码

可再生甲醇作为航运业未来新型绿色燃料方向，可减

少 95%的温室气体排放，优势显著。但目前上海甲醇加注站

稀缺，仅有的船舶加注方式难以满足大规模加注需求，严

重制约其广泛应用。同时甲醇加注技术标准和规范仍不完

善，缺乏统一准则，亟待各方协同，完善体系，推动新能

源在航运落地。

3、港口智慧化水平仍需进阶

在上海市交通委推动下，区块链技术在港航业崭露头

角，上海港区块链电子放货提单数量渐涨，不过从占比看

仍有提升空间。上海航道智慧化工作进展较慢，许多低等

级航道电子海图水深更新不足，资金投入不足。

――――――――――――――――――――――

※建议※

1、鼓励推进岸电设施建设

(1)优化港口企业岸电设施

通过对靠泊船舶岸电受电设施分析，根据码头实际情

况，稳步推进建设岸电设施。满足大部分靠港船舶的岸电

使用需求，完善第三方检验认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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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进船舶受电设施岸电改造

进一步明确现有船舶具备岸电受电设施时间节点，船

港岸电建设协同推进，逐步形成港口岸电设施全覆盖、船

舶岸电受电设施全具备、船港岸电设施全匹配，实现长江

经济带船舶靠港使用岸电常态化，推进交通运输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

(3)落实环保法规要求

加强联合执法监管，推进符合要求船舶靠港期间岸电

应用尽用。完善扶持政策，鼓励给予接电船舶优先靠泊和

优先装卸作业、靠泊费用减免等激励措施。

2、谋划上海航运新能源加注中心建设

(1)探索增加甲醇加注方式和手段

奠定上海新能源加注中心的初期建设，削弱新加坡港

口在传统燃油加注中心的垄断。通过对全球新能源发展的

技术路线研究，不断使得新能源制造产业能够向上海集聚。

(2)健全航运碳排放监测管理体系

建立覆盖水运行业的碳排放核算方法，构建碳排放统

计监测、报告、核查制度，完善重点用能单位碳排放考核

机制。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推动行业与银行、基金、证券

等金融部门在绿色低碳领域合作。

(3)推进本市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

全面落实《上海市船舶污染防治条例》，加强行业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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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压实港航企业主体责任，完善港口码头船舶污染物接

收设施，完善船舶污染物接收。

3、提高上海港口智慧化水平

(1)完善集运 MaaS建设

集运 MaaS是服务于港航生态圈，数据互联互通、信息

安全共享、一体化应用赋能的非盈利性公共服务平台。通

过集运 MaaS建设完善，融合对接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助力推动港航经济数字化发展，提高航运中心能级。

(2)加快交通数字孪生技术探索推进

数字孪生技术通过整合丰富数据和科学算法，实现交

通自动化控制，精确调度交通流动，快速诊断和解决交通

问题。应加快交通数字孪生技术探索和推进。

(3)建立基于数字孪生技术港口智慧交通平台

交通数字孪生技术可与交通智慧平台相结合，构建出

优秀的交通管理和运营系统。通过交通智慧平台，实时监

控集装箱、危险品箱等各类交通运输状况，进行数据采集

和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