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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船舶造成大气污染规则”的实施对我国航运业的考验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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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耍 :由于船公司和船员的认识不足 ,“ 防止船舶造成大气污染规则
”
自实施以来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文章

阐述了
“
防止船舶迨成大气污染规则

”
对我国航运业的影响,并相应的提出了改进的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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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⒛04年 5月 18凵 ,国 际海事组织在萨摩亚群岛批准 MARPOL“防止船舶造成大气污染规则
”(以下简

称
“
规则DⅥ。至此 ,附则 Ⅵ 达到了规定的生效条件 ,已于 ⒛Os年 5月 19日 起生效。MARPOL73/78附 则

Ⅵ 于 1997年 9月 在
“
73/78防 污公约

”
缔约国会议上通过 ,附则 Ⅵ 的生效,意味着 MARPOL公 约防丨丨1船舶

污染所有附则全部生效。⒛“ 年 8月 23口
“
规则

”
在我国开始生效。田

l “
规则

”
对我国航运业的影响

众所周知,我 国是 ^个航运、港口大国,但 同时又是
¨
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所 以,节能减耗己

经引起所有行业的特别重视。交通运输是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行业 ,也是能耗和排放增长最快的

行业。从数据统计资料来看,⒛⒄ 年,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业共消耗油品约 8400万 吨 ,水路运输 (包括船舶

和港口)占 21%左右。即是说,2004年全国水路运输消耗油品为 1%0万吨。在水路运输中,船舶运输大约消

耗 1300万吨燃油 /年。交通部
“
卜:E”节能情况事项调查结果显示 ,“十五

”
期间,船舶运输累计能源消耗为

9953,41万 吨标煤 ,折合燃油 6830万吨 ,平均每年燃油 1366万 吨 ,燃油燃烧排放的 Co2大 约为 4000万

吨。随着 MARPOL73/78附 则 Ⅵ 的生效,其对我国航运业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一些中小型航运企业。因

此 ,节能减排是一项长期的I作任务,必须有完善有效的法规制度体系来保证 ,同时节能减排是建设资源节

约猁和环境友好剁社会的客观需要,是航运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是航运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必然要

求。⑵

2 我国航运业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航运业在应刈
“‘
规则

”
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 ,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2.1 结构性矛盾突出

航运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尚未根本解决,粗放型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

(D运输装备结构不尽合理。普通货运船舶运力供给过剩,大型化、专业化船舶比重不高,老旧船舶比重

偏高,技术状况差。据相关统计 ,我国远洋、沿海、内河老龄船舶的比重分别达到 41%、 68%、 ZI~s%,普遍高于世

界平均水平 ,我国内河运输船舶油耗比国外先进水平高⒛%以上。

⑵ 内河高等级航道里程短、数量少、未成网。⒛
"年

底 ,我国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 12.35万 公里,可通航

千吨级船舶的二级及以上航道 8陇2公里 ,约 占 7.14%。 而德国、美国的三级及以上航道比重分别超过 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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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这是影响我国内河船舶大型化、码头大g~J化 以及提高内河水运经济效益的主要障碍之一。目前,我国内

河运输船舶半均吨位较小,仅为 ”9吨 Ω006年数据),与 国外发达国家平均吨位 1000多吨相比差距较大 ,

内河水运的低成本优势还没有很好地发挥。

(D能源消费几乎完仝依赖石油,替代能源、可再生能源比重很低。
(zI9内 河船型标准化推广进度缓慢。

2.2 创新与服务机制不完善

航运节能科技支撑与服务能力亟待加强。
(D政府和航运企业在节能科技研发方面投入不足 ,仓刂新激励机制不够完善 ,节 能环保型船舶、替代燃

料、船舶使用岸电等一些重大共性和关键技术研究开发不够。

⑵ 缺乏鼓励节能技术、产品推广的配套激励政策和机制,推广应用进展缓慢 ,相 均多的航运企业对于国

际己有节能技术的应用推广缺乏足够的热情等。

(ω 航运节能技术服务体系尚未建立 ,节 能技术产品和服务市场还有待进—
步规范。

2.3 生产效率和l监管能力亟待增强

船舶运输生产效率和节能减排监督管理能力亟待提高。
(D航运企业节能意识有待增强、理念有待提升,节能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体系不完善,体制机制性障碍

尚未根本消除。

⑵ 航运市场,特别是内河航运市场发展滞后 ,组织方式总体还比较粗放 ,企业经营集约化 与规模化水平

低。

⑶ 节能减排统计监测等基础性工作薄弱。

⑷ 节能减排监管能力和水平有待提升。

3 “
规则

”
实施后我国航运业应采取的对策

(D积极发挥国际公约缔约国应有的作用。水路运输温室气体减排、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一项国际性非

常强的工作。我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IW10(国 际海事组绸 的 A类理事国以及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

`“

MARPOL73/78公 约
”
等的缔约国,同 时又是世界航运、港口大国,应 该、也有条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首

先是及时跟踪、掌握联合国和 IMo在水路运输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方钊政策或规定,从而指寻国内的减排
I作 ;其次是积极、主动地参与甚至领导有关公约、议定书、规则、附件等文件的制 (修)定I作中去 ,结合我国

的利益需要和实际情况,提出有价值的意见或建议 ,促进我国和国际社会共同做好水路运输温室气体减排I
作。

(D提高船舶运输组织管理水平。加强船舶运输组织管理,引 导航运企业优化纬构 ,加快培育规模大、信
誉好、国际竞争力强的海运企业和一流的全球物流经营人 ,大力推进内河航运的公司化改造 ,促进航运企业

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发展大宗散货专业化运输、多式联运等现代化运输组织方式,鼓励发展海峡、海

湾和陆岛客货混装运输及商品午辆集装多元化运输方式,推进江海直达运输 ,仝面提升船舶营运组织效率和

节能水平。

r3)开发和采用船舶节能减排新技术。研发推广新 -代节能环保型运输船舶。通过建立健仝船舶节能环
保设计规范、评价体系和技术标准 ,大力发展船舶节能环保新技术 ,积极开发和采用节能环保新船型和先进
动力系统,鼓励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I艺和新结构提高船舶设计制造水平 ,优化新船型及其主尺度线型 ,

优化设计减轻船舶自重量,优选先进推进器、低转速大直径螺旋桨 ,采用节能环保9IJ柴 油机 ,提高燃油效率、
减少废气排放◇加大双尾船型等节能新船型推广力度 ,提高节能船,tl比重。

大力研发和推广船舶节能减排新技术、新产品。加强机桨匹llL节 能技术改造,优化船舶运行参数 ,减少船
舶阻力。推广应用优化电子喷油控制装置、节油减烟器、精确导航系统设备、新型燃油添加剂等先进适用节能
减排技术 (产品),降低船舶能耗水半。推广应用主机废气余热回收利用、轴带发电机等节能技术 ,降低船舶辅
助用能。尽快建立有效的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机制,将节能减排科技成果及时纳入标准规范,定期发布交通运
b/x书 能饫租产旦天Π蛄氽曲l+广 曰寻 I∶IBⅡ 口轹士J;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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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调憋优化船舶运力纬构。调整优化船舶运力结构 ,是在更高层面上实现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两顼T
作相结合,把节能减排的压力转变为调整优化船舶运力结构的动力 ,用集约、节约、环保的理念来指导船舶运

力结构优化调整。

加快海运船舶运力结构调整。优化船队的吨位结构,推动海运船舶向大型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重点发展

大型集装箱运输船、原油运输船、散货运输船以及液化天然气船等 ,加 快建成规模适当、结构合理、具有较强

国际竞争力的海运船队。通过优化运力结构 ,到 ⒛15年和 ⒛20年 ,力 争使海运船舶平均吨位分别达到 I万

吨和 1,2万吨以上。与此同时,大力推进内河船舶运力结构调整。发展与航道技术标准相适应的大犁化、标准

化船舶,积极发展商品汽车、散装水泥等特种货物运输船舶 ,加 快淘汰挂桨机船等技术落后、能耗高、污染大

的老旧船舶与落后船型。积极引导运输企业和船户组建专业化内河运输船队,发展顶推船队,提高船舶吨位 ,

发展规模化运输,降低燃料消耗。到 ⒛15年 ,长江、西江、京杭运河货运船舶基本实现标准化和系列化 ,全国

内河货运船舶平均吨位达到 500吨 以 L,其中长江干线达到 1⒛0吨以上;到 ⒛20年 ,仝 国内河货运船舶基

本实现标准化和系列化 ,平均吨位达到 60O吨 以上,具体中长期分解目标如表 1所示。

表 1 营业性水路运输中长期节能目标分解⑼

项 目 2015年 2020饣F

姗
勰
黼

营运船舶综合单耗

海洋船舶

内河船舶

类别      主要任务

全国船舶吨位结构

结构性节能

内河航道等级结构

技术性节能

燃油添加剂

推广防污漆

推广节能船型

具体目标

内河船舶≥sO0吨

海运船舶≥1000吨

二级以上航道比

重Σ9%

应用率≥ω%

应用率≥90%

应用率≥⒛%

内河船舶≥“%

海运集装箱船平均

航速下降 6%

维修保养率≥阝%

下降 20%左右

下降 20%左右

下降 20%左右

具体目标    节能效果

内河船舶≥ω0吨

海运船舶≥12000吨  内河 5.2%

三级以上航道比重≥ 海运 46%

10%

应用率≥BO%   22%

应用率≥∞%   46%

应用率≥用率%   2.0%

内河船舶≥TO%  内河 4.5%

海运船舶≥”%  海运 2.2%

海运集装箱船平均航
  7,6%

维修保养率≥BO%  1,6%

下降 I5%左右

下降 16%左右

下降 14%左右

分解

目标

节能效果

内河 3.5%

海运 3.7%

16%

34%

I,4%

内河 36%

海运 1.7%

5.3o/o

12%

船舶载重量利用率

管理性节能  
海运

傀翼霭蓬罨滗舅

理、

全国船舶维修保养率

(5)降低航速。减速航行 ,首要目的是降低船舶营运燃油消耗。与单船公司的小船相比,大船运输在油价

高的时候,成本差异更加明显。统汁数据显示,在天气条件正常的情况下,船舶航速从 26节降到 ” 节,一艘

8000TEU型 集装箱船的口燃油成本将下降 46%,一 年节约燃油费用数千万美元。

减速航行在降耗的同时,减少了污染物排放。在防止全球气候变暖、减少海空污染的呼声日渐高涨的背

景下 ,自 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净化海空环境既有现实需求,更是一种责任。减速意味着货轮航行时间变长 ,

船公司要负担吏多航线经营、船舶租赁成本以及税费等,但这种做法节省了大量的燃油 ,因 此仍是省钱的好

办法。

(o使用低含硫燃料和研发推广新型替代燃料。使用价格低廉的劣质燃油是远洋船舶排放高污染性废气

的重要原囚。根据 Is0标准 ,目 前在国际上使用的海洋船舶燃油共有 19种 ,其中污染性最大的燃油含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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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 45000ppm,船舶常用燃油的平均含硫量为 27000ppm,而 美国
“
在路机动车

”
所使用的燃油含硫量为

15ppm,仅为前者的 1/1800。

船舶柴油机主要以低质燃油为燃冰丬Ⅱ使用低质燃油可以大幅度降低船舶运营成本 ,同 时可以合理地分配

石油资源的利用。然而 ,低质燃油的最大问题是硫含量较高。为了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水路运输的发

展,应大力推动船舶使用低硫含量的燃油,并廾发经济有效的船舶发动机尾气除硫装置。

为了实现节能减排的目的,欧洲国家一方面通过改进船用发动机 ,使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排放

下降到很低水平 ;另外通过新型燃料的开发,如 替代能源 GNG、 仝电力和氢燃料等)的应用研究 ,控制或减少

船舶空气污染物、工氧化碳的排放 ,力争最终推出内河水运零排放船舶。

我国急需开展船舶新型替代燃料的研究、推广I作 ,适度在船舶上推广应用太阳能燃料电池、生物质柴

油、液化天然气 GN③ 、液化石油气 (LPO等清洁能源 ,推广使用岸电、风力驱动技术 ,逐步改善船用燃料质

量。

臼)推广应用新型船体防污除污技术。据资料记载,在世界各地的海域中有两千多种附着生物。这些附着

生物的幼虫和孢子在海洋中漂浮、游动 ,当 它们发育到一定程度就在船底附着 、定居并进一步繁殖。这些生物

附着会增加船底表荫i粗糙度 ,增加航行阻力,使船舶的航速下降、燃油消耗景增加 (最 高可达到 30°/。,。 这些

生物生长会产生 -种张力,这种张力会破坏船底漆膜。同时,这些生物还会分泌出有机酸,使船底钢板及水下

设施的腐蚀破坏加剧、使用寿命显著缩短。一艘没有防污底系统保护的船舶 ,在 6个月的时闷内每平方米船

体可附着污底 150kg,对于一艘超大型原油油轮 ,污底将达到 6000吨 ,可见船舶污底对船舶节能有较大影

响。为解决此问题 ,各种船舶防污涂料便应运而生。

船舶涂料的无溶剂化、水性化等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而无溶剂环氧涂料在日前条件下具有很强的实用

性。刈船体涂装产品向节能和环保方面进行研发和改造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问需要做的I作。传统防污漆杀

虫剂ll3方 的涂料将逐步淘汰 ,取而代之的是以有机硅为原料 ,它町使涂层表面达到高度光滑 ,表面能耗低 ,海

生物难以附着 ,对海洋生物没有任何毒害,也使得船体在水中的阻力减少,油耗降低 ,废气排放减少 ,既节能

又环保。

⒅)制定船舶燃料消耗限制标准和建立准入推出机制。按照法律规定,交通运输部负责组织制定营运船

舶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及相关配套措施和实施方案。建立营运船舶燃料消耗检测体系并加强对检测的监督

管理,建立经济补偿机制 ,促进船厂切实强化节能技术进步与创新 ,加强对高耗能营运船舶进入运输市场的

源头控制。

⑿)推进内河船型标准化。加快推进长江、京杭运河、西江等内河船型标准化△作 ,有助于促进内河船舶

运力结构的优化,捉升内河航运竟争力,促进内河航运节能环保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

(10l加 强行业监督管理,建立节能减排统计监测考核体系。完善节能减排监管体系。建立健全水路运输

行业节能监督管理体制 ,形成权贲明确、协调顺畅、运行高效、保障有力的节能监督管理网络 ,明 确专门的机

构、人员和经费。严格执行国家和交通行业节能、环保法规标准 ,依法加强部、省和市级水路运输节能减排监

督管理,强化节能减排监管能力建设,加大节能减排I作的监督检查力度。

建立健仝节能减排统计体系。加快完善并组织实施水路运输行业能源统计与分析制度,完善节能减排统

计指标体系 ,纳入部门统计制度 ,强化各项指标的统计调查、分析、预测和发布I作。

完善节能减排监测考核体系。以水路运输行业能源利用监测机构、有关协会学会、科研机构等为依托,按

照布局科学、数据准确、传输及时的要求,建立与水路运输行业节能减排统计分析、评价考核相适应且覆盖全

行业的监测网络。推进各级水路运输节能监测站标准化建设,提高队伍专业化、装备现代化水平。建立统 、
科学的水路运输行业和重点用能航运企业的能源消费总量和单位能耗核算制度◇制定严格的数据质景评估
办法 ,切 实保障数据质量。加紧研究水路运输行业节能减排评价和考核体系 ,定期廾辰行此能源消费状况的
评估I作。

(11)加 大资金投入 ,探萦建立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和税收政策研究 ,以 鼓励和支持船
舶 书 台纟沩书 +JL羊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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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清洁能源和替代能源在船上的应用研究与推广等。

(1勾提高内河航道技术等级。大力开发利用长江、京杭运河、淮河、珠江、黑龙江及水网地区水运资源 ,加

快推进内河水运主通道建设 ,仝面提高内河航道等级和改善航逍条件 ,提高内河航道标准和通航保证率。加

快形成以高等级航道为主体的干支直达、通江达海、结构合理的内河航逍网。

4 结束语

今后几年 ,IMo(国 际海事组织)I作重点之一是要努力保护海洋环境 ,避 免海洋环境吏多地被人为破

坏。因此 ,各级航运主管部门、各航运企业及其共背团组织、I会以及社会中介机构等 ,应该围绕发展绿色航

运 ,发挥各 白优势 ,广泛深入地组织开展节能减排月、环境保护 日、安全生产月、节能减排示范项 目、有奖知识

竞赛等各种活动 ,努力营造
“
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

”
的舆论氛 lJl;大 力倡 导

“
保护海洋环境就是保护人类 自己 ,

J(有共同保护蓝色海洋 ,才能共享和谐家园
”

,“ 对能源的节省 ,就是实现环保 ,就是文明进步
”
以及

“
让航行更

安仝 ,让海洋史清洁
”
的理念 ,牢 田树立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增 强发展绿色航运

的责任葸识、忧患意识、工作 自觉性 ,从而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海上运输企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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