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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绿色低碳发展规划 

（2022-2027 年） 

 

厦门港是国际枢纽港、国家物流枢纽和集装箱干线港，是厦门东

南国际航运中心的主要载体，是海峡两岸交流的重要口岸，在服务国

家战略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码头集团”）是福建省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厦门港务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旗下专业从事集装箱码头运营的子集团成员企业，总运营

资产超过 129 亿元，目前在厦门港拥有 10 万吨级以上的集装箱专用

泊位 31 个，岸线总长 8698 米，岸桥 70 台，可接泊 20 万吨级超大型

集装箱船舶，年设计通过能力超过 1000 万标箱。码头集团认真践行

厦门“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发展战略，积极构建“绿

色智慧港口”。为实现绿色低碳港口建设总体达到“国内标杆、国际

一流”的目标，进一步发挥规划对绿色发展的引领作用，码头集团组

织编制了《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绿色低碳发展规划（2022-2027 年）》。

本规划基准年为 2020 年，规划期为 2022 年-2027 年。规划范围包括

码头集团及各成员企业（具体包括：海天码头、海润码头、海通码头、

嵩屿码头、国际货柜码头、新海达码头、海翔码头、福州海盈码头和

海沧查验公司等）。 

一、取得的主要成效 

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持续深化。全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积极

建设绿色低碳港口，每年向社会各界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了公司



2 
 

低碳环保方面的责任绩效。深入宣贯绿色低碳发展思想，积极开展节

能宣传周和世界环境日系列宣传活动，倡导节能低碳、绿色出行、绿

色办公，以文化自觉推动形成绿色文化理念。注重人员培训，每年制

定绿色港口培训计划，培育企业和行业从业人员的生态、低碳、节约

和环保意识，倡导全员参与绿色低碳港口建设。 

节能降碳工作取得实效。圆满完成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

目标考核任务。在龙门吊全部完成“油改电”的基础上，完成 80 台

龙门吊电池转场改造。持续投用电动集卡、电动堆高机、电动叉车、

IGV 等新能源设备。不断提升清洁能源供给能力，布局建设 16 座光

伏电站，年发电量可达 276 万度。全面推广应用绿色照明和照明智能

控制技术。优化生产调度体系，统筹安排生产服务计划，协调生产资

源合理分配。以海润码头为试点，完成传统集装箱码头全智能化升级

改造。自主开发码头“超强大脑”智能码头操作系统（ITOS），实现

船舶装卸智能化、堆场装卸自动化和水平运输无人化。在海天、海润、

海通和嵩屿码头上线岸边智能装卸平台，大力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

工成本，智慧对绿色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提升。 

污染防治工作持续加强。建成 6 座高压变频岸电电源系统及 37

个低压船舶岸电插座箱，实现主要泊位岸电设施全覆盖，累计接驳岸

电 2221 艘次、供电 118.62 万度。不断提高港区环境监测能力，在海

沧和东渡港区建有 3 座环境监测站，每年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港

区环境监测。规范污水达标排放，各码头共建设有 11 座污水处理设

施，实现港区污水达标排放；海天、海润和嵩屿码头完成污水处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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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提升改造，实现中水回用和污水零排放。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合规处

置。持续加大投入，建设绿地系统，不断提升港容港貌。 

绿色集疏运体系取得突破。2019 年 6 月启用了厦门港多式联运

港站，将铁路专用线延伸至海沧港区码头后方，取得了海铁联运“最

后一公里”的阶段性进展。参与建设的全省唯一的全国多式联运示范

工程通过验收，实现漳州港粮食“散改集”项目、海上巴士等多项创

新业务落地，开辟“武汉-厦门”海铁联运物流新通道，实现两列海

铁专列发运。海天码头发挥中国（厦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和厦门集

装箱智慧物流平台优势，创新“卸船直提”和“出口直装”作业模式，

大幅提高作业效率，降低能耗。 

绿色低碳管理能力不断提升。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环

境综合考评管理细则》《能源管理制度》《船舶岸电系统管理制度》《生

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等 10 余项与绿色低碳相关的规章制度，确保

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建立了较为精细化的能耗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完

善环境监测站布点、安装、系统对接及数据传输等工作。实施绿色生

态考核机制，与外协单位签订了包含环保考核要求的管理协议，与船

公司签订船舶靠港岸电服务协议，将绿色发展指标层层分解，逐级落

实。 

绿色低碳发展成效得到广泛认可。码头集团积极参与绿色港口评

价工作，旗下海润码头获评亚太港口服务组织 2018 年度“亚太绿色

港口”称号；海天和海润码头获评中国港口协会 2020 年度“四星级”

绿色港口称号。公司主要领导在交通运输部组织的培训班、亚太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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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高级研修班和港口协会等分享码头集团岸电推广和绿色发展经

验。在发改、工信、环保、节能和港口等部门的支持下，码头集团多

次获得国家低碳循环资金补助，推动公司绿色低碳工作稳步向前发

展。 

二、总体思路和目标 

紧抓交通强国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和福建省港口资源整合等

一系列重大机遇，积极响应国家、行业和地方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相关任务部署及交通强国和世界一流港口建设对绿色低碳发展的

具体要求，抓住减污降碳协同发展和港产城绿色融合两个关键点，以

流动机械电动化、电力清洁化和管控智慧化为支撑，全方位推进绿色

低碳港口建设。开展全电码头和近零碳港口示范工作，打造绿色港口

示范工程和国内领先的岸电使用示范区，实现绿色低碳港口建设总体

达到“国内标杆、国际一流”的目标，形成集装箱码头绿色低碳发展

的“厦门模式”。 

具体目标包括碳排放强度、清洁能源占比、新能源清洁能源集卡

占比、满足星级绿色港口标准的码头数量、能源和环境智慧管控系统

覆盖码头数量等 11 项指标。其中，到 2025 年和 2027 年，单位吞吐

量直接二氧化碳排放较 2020 年下降率分别为 30%和 50%；清洁能源

消耗量占比分别达到 75%和 90%；新能源清洁能源集卡占比分别达

到 60%和 85%。 

三、主要任务 

积极应用清洁零碳能源。大力推进集卡、流动机械和港作车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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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替代。继续推广龙门吊电池转场技术应用。完善港区和查验区充

（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港区绿色电力供应能力，按照“宜建尽

建”原则，积极推广光伏发电项目；探索在港区或周边富风区域建设

分布式风力发电机组的可行性；探索应用潮汐能、波浪能发电技术，

形成清洁能源局部供应能力；有条件的情况下优先购买核电等绿电，

依托大电网实现零碳化。继续加大风光互补、太阳能技术在照明、热

水、通信、监控系统上的应用。积极探索氢能应用，研究锂电池、超

级电容等大功率电储能技术在港区应用。 

深入推进设备设施节能提效。继续推广变频、能量回馈、绿色照

明及智能控制技术应用。推广港口装卸节能操作工法。全方位提升既

有通用设备的能效水平，逐步更新、升级部分能效等级不高的电机、

变压器、泵、制冷设备等。加强设备购置、使用、处置等各阶段的能

效论证评估工作。优化生产组织，减少翻箱作业和龙门吊转场次数，

制定装卸作业设备和水平运输车辆的最优调度方案，提升生产效率。

加快智能 TOS 系统建设，提升调度高效化水平。积极推动集装箱码

头全智能化升级改造，提高装卸生产效率。 

持续提升港口污染防治水平。持续推进港口岸基供电设施建设，

形成与靠港船舶用电需求相匹配的码头岸电设施供电能力，推动海通

和海翔码头高压岸电系统建设。着力提升岸电系统使用的便捷性和易

用性，打造集装箱码头靠港船舶岸电常态化使用标杆。严格非道路移

动机械和施工扬尘管理。深入开展污水溯源排查和处理效果评估。规

范船舶生活污水和含油污水接收与处置。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6 
 

努力推动港口集疏运体系优化。推动厦门港多式联运场站扩建及

海沧南大道、沧江路等集疏运通道建设，加强多式联运要素资源归集

和统筹运营能力。推动完善铁路转运配套设施，以海沧港区为重点，

配合厦门港多式联运场站扩建，积极推动临港铁路场站等临港枢纽站

建设。协调政府各相关部门，进一步推进“单一窗口”“货运一单制”

监管模式的发展应用。做大做强水水中转业务。大力发展“散改集”

和“件改集”等绿色运输模式。与海关部门联合推广集装箱“进口直

提”与“出口直装”的运作模式。 

强化资源节约集约与循环利用。通过优化港口码头布局、扩大码

头生产规模、实施老码头改造升级、提高工艺装备水平和提升生产组

织管理能力等措施深挖港口岸线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潜力。通过优化土

地利用结构、优化堆场布局、加快堆场周转和降低堆存期等方式挖掘

现有土地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潜力。强化港口设备设施健康诊断与日

常维护，提高使用年限和耐久可靠性。加强废旧轮胎、废旧钢丝绳等

废旧物资的资源化利用。推进新型节水设备以及喷灌、微灌等高效绿

化灌溉技术的应用。因地制宜采取措施综合利用再生水、雨水、海水

等非传统水源。 

积极营造美丽和谐的港区环境。增强港区绿化固碳能力，做好港

区绿化维护保养工作。加强港区陆域和水域生态保护与恢复，提升港

区景观建设水平，打造具有厦门集装箱码头特色的自然景观。以实现

“港城一体化”协同发展为方向，推进港区及周边环境治理，建设花

园式、景观化、生态化、可供参观展示的现代化港区。推动港口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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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园区、临港产业园区低碳融合发展。 

不断提升港口环境应急响应能力。统筹环境应急设备设施配置，

完善环境应急队伍建设。系统构建全过程、多层级的生态环境风险防

范体系，严密防控危险货物集装箱泄漏事故、海上溢油污染等重点领

域生态环境风险。探索建立环境风险源实时监测预警系统。跟踪应急

响应仿真技术发展。 

进一步加强绿色低碳发展能力和文化建设。统筹安排绿色港口等

级评价申报工作，打造集装箱码头绿色示范工程，树立行业绿色港口

品牌。完善能源环境统计监测体系，加强设备设施用能精细化管理。

构建大气污染源与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机制与体系。完善能源环保

监督管理机制，实现能源环境智慧化管控。建立企业绿色低碳文化发

展机制。培育树立港口绿色低碳发展先进典型。打造面向社会的港口

开放日活动品牌，维护企业公众友好形象。增强绿色低碳港口文化输

出能力，提升港口绿色低碳国际影响力。 

四、保障措施 

在发改、工信、环保、节能和港口等部门的支持和福建省港口集

团、厦门港务控股集团的领导下，码头集团将通过加强组织领导、落

实目标责任、保障资金投入、拓展资金来源、依托科技创新、立足人

才培养、凝聚宣传合力和深化交流合作等措施，确保各项绿色低碳目

标和任务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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