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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就船舶排放控制区“扩容”征求意见

打响“水上蓝天保卫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杜 铭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提出“2019 年

底前调整扩大船舶排放

控制区范围，覆盖沿海重

点港口”。当前，我国港

口船舶大气污染形势如

何，设立船舶排放控制区

能起到哪些作用？为何

要“扩容”？记者带着这

些问题进行了采访

在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
三年行动计划》后，近日，交通运输部
公布《船舶排放控制区调整方案（征
求意见稿）》，酝酿进一步将现有的环
渤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水域
三大排放控制区扩大至全国范围。

港口船舶污染不容忽视

近年来，我国水运行业发展迅
速。“按货物吞吐量计算，世界10大
港口中有7个在中国。2017年宁波
—舟山港货物吞吐量突破 10 亿吨，
连续 9 年位居世界第一。”生态环境
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项目主管马
冬说，基于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数据计算的结果显示，2015 年我国
内河船舶燃油消耗量是 2010 年的
2.5 倍，排放量也相应呈逐年上升
趋势。

今年6月份发布的《中国机动车
环境管理年报（2018）》显示，2017年
我国船舶排放二氧化硫、碳氢化合
物、氮氧化物、颗粒物分别为85.3万
吨、7.9 万吨、134.6 万吨、13.1 万吨，
其中氮氧化物和颗粒物分别占非道
路移动源排放的25.6%和28.4%。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主任工
程师李悦认为，水运相对于公路运输
而言仍属于清洁运输方式，但是，“目
前陆上污染源的减排潜力不断缩小，
而水运行业还有很大的减排潜力，因
此必须进一步控制港口船舶污染”。

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长
江等沿海沿江地区，港口船舶排放已
成为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船
舶尾气中包含了氮氧化物和颗粒物，
前者是导致 PM2.5的重要前体物，后
者则是 PM2.5的直接来源。马冬说，
船舶使用的燃料属于柴油的一种，国
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将柴油机尾气
列为“明确的人类致癌物”。

“深圳市和上海市的 PM2.5源解
析结果显示，船舶排放分别占 5.8%
和5.3%。”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

院副总工程师彭传圣认为，船舶燃油
质量提高的步伐太慢，使得它在污染
物总份额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

港口船舶排放污染已经引起广
泛关注。上海市交通委员会科技信
息处副处长王大军说：“随着近两年
上海市工业结构调整转型，工业源污
染得到有效控制。相对而言，交通源
污染占比不断提高，其中船舶排放大
概占交通领域的30%左右。”

在去年底投入使用的上海洋山
港四期自动化码头记者发现，这里不
仅实现了高度智能化的“无人作业”，
而且港口三大装卸机种——桥吊、轨
道吊、AGV（自动导引运输车）均采
用电力驱动，码头装卸、运输等环节
解决了尾气排放问题，绿色港口建设
成效显著。

治理起步晚空白多

记者梳理发现，《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计划》对港口船舶治理提
出了新任务，主要涉及五个方面，包
括推进船舶更新升级、调整扩大船舶
排放控制区范围、推动内河船舶改
造、推动靠港船舶使用岸电、加快油
品质量升级等。

近日，在中国环境报、亚洲清洁
空气中心主办的“水陆共治 保卫蓝
天”会议上，专家表示，三年行动计划
改变了过去“煤、油、车”的治理思路，
升级为产业、能源、运输、用地上的结
构调整；在运输结构调整的工作计划
中，首次细致部署了对港口船舶污染
控制的任务。

我国对港口船舶大气污染的治
理与欧美国家相比起步较晚。“目前
船舶排放还是‘零标准’。”马冬说，很
多大型船舶拖着黑烟，是因为不仅船
舶本身没有任何排放控制设备，而且
船用油也很“脏”。

马冬介绍，2015 年我国船用燃
油消耗量达1500多万吨。其中主供
国内航线的内贸油660多万吨，国际

船舶主要使用保税油 840 多万吨。
与汽、柴油生产必须有正规资质不
同，内贸油生产门槛较低、竞争激烈，
正规厂商因无利可图逐步退出了市
场。“为了让利润最大化，调油商大多
掺入煤焦油、化工废料、轮胎油等劣
质原料。”马冬说，劣质内贸油呈“粥
状”甚至呈“固体”，质量非常差。

船舶一般使用年限为 20 年，淘
汰更新周期长；对现有船舶加以改
造，加装 SCR 后处理设施要花费上
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且受制于有限
的空间。相比之下，提高船用油质量
成为现实选择。

自2016年1月1日起开始在沿海
地区分步实施的我国首个船舶排放控
制区政策《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京
津冀）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
规定，排放控制区内的核心港口和所
有港口分别于2017年1月1日、2018
年1月1日起，船舶应在靠岸停泊期间
使用硫含量小于0.5%的燃油。

“目前船用油的硫含量标准是
3.5%。硫含量从3.5%降到0.5%，二
氧化硫减排率可达到 80%左右；如
果硫含量进一步减少到 0.1%，则减
排率可以达到96%左右。”李悦说，推
广使用低硫油实施起来简便快捷，减
排效果明显，国际上都把换用低硫油
作为最主要的船舶排放控制手段。

不过，马冬说，目前我国硫含量
低于 0.5%的低硫油供应较少，仅占
船用油消费总量的 3.5%左右。同
时，我国与国际排放控制区硫含量水
平2015年下降到0.1%相比，还存在
较大差距。

排放控制区酝酿“扩容”

交通运输部《船舶排放控制区调
整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在已设
立的环渤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基础上，将控
制地理范围扩大到全国沿海12海里
和海南水域，并将排放控制区扩展到

内河，包括沿海地级以上城市的内河
通航水域和长江干线通航水域。

“此前的方案取得了显著的减排
效果，2017 年减少的二氧化硫和颗
粒物排放量分别高达6.9万吨和0.8
万吨。”李悦说。长三角控制区提前
在2017年9月1日就实施了更换低
硫油的措施。“排放控制区在上海地
区实施的效果也很好，改善了上海地
区的空气质量。”

上海组合港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处长杨立新说：“排放控制区方案得
到了有效落实，海事部门对换油情况
的抽检发现，违规率仅为 0.624%。
位于上海外高桥港附近的宝山监测
站监测数据显示，其 2017 年二氧化
硫浓度下降比例明显高于全市二氧
化硫平均下降比例。”

换用低硫油会增加船舶运营成
本。李悦举例说，一艘5万吨的船跑
100 海里，以前油费约 5 万元，使用
低硫油会增加成本1.1万元，大约增
加 20%左右。从国际经验看，这些
成本将转嫁给货主。

有关专家表示，即使征求意见稿
将排放控制区扩大到沿海12海里范
围内，也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减排
效果恐难达到政策初衷。一些船东
可能会采取绕行等方法规避政策约
束；同时，排放控制区政策仅适用于
中国籍船舶，其他国籍的远洋船舶并
不受约束，不利于公平竞争和减少
排放。

彭传圣建议，应尽快启动向国际
海事组织（IMO）申请设立排放控制
区的程序，在中国沿海部分地区划定
更大范围的国际排放控制区。目前，
全球已经设立了4个排放控制区，均
包括了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范围。

“由于涉及所有国际船舶，国际
海事组织对设立国际排放控制区非
常慎重，需要提交大量数据说明设立
的必要性，批准的时间也很长。因
此，我们要尽快开展大气污染物排放
清单编制等研究工作。”彭传圣说。

仙女湖位于江西新余市西南角，
水域面积50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
95%，是“七仙女下凡”传说的发祥
地。孔目江是新余市的境内河，全长
49.5公里，穿境而过，是新余人的主要
饮水来源，堪称新余的“母亲河”。

新余市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化城
市，工业化率达 57.1%。随着工业
的快速发展，水环境承载压力不断
加大，水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显现。
作为一个工业化城市，新余如何呵
护一汪清水？

2017 年 4 月，新余市通过“保
家行动”工作方案，明确了全市水环
境综合治理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位于仙女湖上游的分宜县钤山
镇是全省国土面积最大的乡镇，曾
以“养猪大镇”闻名，全镇大大小小
的养猪场有700多家。钤山镇党委
书记袁志勇说：“关停养猪场的力度
前所未有。”全镇实行镇村干部包户
机制，发动党员、干部及亲属带头，
推进专项整治，拆除、关停畜禽养殖
场722家。

新余市生态办主任万晓隆介
绍，通过铁腕治污，全市禁养区关停
拆迁养殖场6296家，可（限）养区关
停或改造养殖场 846 家；333 座水
库、2293座山塘全部退出承包养殖；
取缔关停不符合产业政策、无证无
照等企业96家，督促52家排放不达
标企业完成整改任务，全市工矿企
业废水达标排放率达到99.03%；清
洁河道 758 公里，清理河道垃圾
11588吨。目前，全市河湖污染负荷
有效削减，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由
试点前的88%提高到90.9%。

新余在全省率先实行生态云在
线监测，构建了城市时空信息数据
库和云平台，对全市重点排污单位
污染物排放、大气和水环境状况实

施在线监测。
新余市还探索实施了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审计、孔目江流域水生态
补偿、生态文明建设考核评价等一
系列刚性制度。为调动各县区和各
乡镇保护水生态环境的积极性，促
进孔目江流域水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新余市出台《孔目江流域水生态
补偿暂行办法》。新余由此成为全
省首个根据每月水质监测情况进行
水生态补偿的设区市。

新余市发改委主任夏文成说，
补偿工作以孔目江水质指标作为资
金分配的主要因素，充分体现“谁污
染谁治理、谁保护谁受益”的工作思
路。从2017年开始，新余安排1000
万元设立孔目江流域水生态补偿资
金，采取以生态建设项目资金补偿
替代直接现金补偿的方式，每月对
孔目江流经的8个乡镇交界的9个
断面监测点进行水质监测，目前已
形成 12 次监测结果报告。通过努
力，从2017 年下半年起，孔目江流
域补偿的月度监测显示，9 个监测
断面水质每个月都达到Ⅲ类标准以
上。

“污在水中，源在岸上，根子在
人。”基于这一认识，新余构筑了“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水生态文明建
设工作网络，形成了市、县、乡、村四
级联动、全民参与治水的水生态文
明建设工作局面。新余市委书记蒋
斌说，新余将环境保护纳入绩效考
核体系的核心指标，通过绩效考核
引导和合理有效的制度约束，全市
各级部门保护自然资源环境的意识
得到普遍提高。

“保家行动”使得新余城乡生态
环境面貌得到根本性改观，全市近
九成乡镇被评为省级生态乡镇，其
中国家级生态乡镇12个。

江西新余

瑶池城边驻 清水穿境流
本报记者 乔金亮 通讯员 平国旺

水润山村风景秀

盛夏时节，暑意正浓。走在河南
省郸城县巴集乡程楼村泡桐树长廊，
记者却感到格外清凉。沿着两侧布
满绿植、鲜花的水泥路，程楼村党支
部书记钱杰带领记者走进了位于村

中心的文化广场：平坦的水泥地面，
整齐的石凳石桌，崭新的健身设施，
嬉笑玩闹的孩子……

“这里原来是一个废坑塘，垃圾
遍布，蚊蝇乱飞，一年到头臭气熏

天。”提起原来的场景，村民田士兰边
说边摇头。

变化始于 2017 年，程楼村被县
里列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试点村。
钱杰告诉记者，按照村党支部的规
划，全体村民群策群力，村里的 4 个
垃圾坑塘都变了样：一处深挖变成了
鱼塘；一处变成了文化广场；另外两
处建成了花团锦簇的“绿博园”。

为切实解决“垃圾围村”问题，郸
城县财政投入2500多万元为全县所
有乡镇建设垃圾中转站，投入近
3600万元招标4家国家一级保洁公
司，保洁员配备超过“农村常住人口
千分之三”的国家标准，实现了农村
保洁市场化。此外，截至目前，全县
已打造人居环境示范村163个，汲冢
镇邢营村、汲水乡孟庄村等4个行政
村被命名为“国家级绿色村庄”。

村庄变美了，越来越多的村民选
择了回家。“村里干干净净的，和城里

比一点都不差。”程楼村村民郭兰勤和
家人放弃在城里买房的想法，在老家
盖起了新房：绿树环绕、白墙红瓦、窗
明几净，她觉得生活更舒坦了。

在李楼乡大宋村，年轻人也越来
越多。“在村里的种植基地干活，一个
月能拿3000多元钱工资，而且不耽误
照顾家里，干吗还跑出去打工？”一位
村民告诉记者，等学成技术后，自己准
备流转土地建一座葡萄园。

要想留住年轻人，在改变生活环
境的同时，还要营造更好的就业环
境。“我们前期机器设备投入了近百
万元，年营业额可达1200万元，一年
就能收回成本，实现盈利。”秋渠乡高
小庄村村民高雪义说，了解到“凤还
巢”优惠政策后，他当即决定“夫妻双
双把家还”，创办了郸城县意云服饰
有限公司，不仅实现了自己返乡创业
的梦想，也让父老乡亲有了在家门口
就业的机会。

河南郸城

农村环境美 迎来“凤还巢”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李 岩 张 立

图为一艘集装箱油轮驶过上海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 本报记者 杜 铭摄

四川省华蓥市华龙办事处柏木山村在蓝天白云、碧水青山的映衬下显
得格外美丽。盛夏时节，碧波荡漾的湖水和山峦树木相互映衬、相得益
彰。 邱海鹰摄

2017年12月，全国首批46个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中

的28个通过验收，江西新余市便是其中之一。新余市是一

座新兴的工业化城市，工业化率达57.1%。随着工业的快

速发展，水环境承载压力不断加大，水生态环境问题日益

显现。作为一个工业化城市，新余如何呵护一汪清水？

近年来，新余市加快仙女湖水环境治理步伐，全面改善河道水体质量，
着力构建健康、完整的水生态系统。图为分宜县环保局工作人员在仙女湖
入湖口取水，对水质进行监测。 周 亮摄

图 为
郸 城 县 巴
集 乡 程 楼
村新貌。
胡恩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