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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下午，江苏无锡风

和日丽，丝毫没有入冬的样子。在

京杭运河新安水上服务区，十余艘

货轮船头冲着岸边并排停靠，有几

艘还伸出一条线缆，连上矗立在岸

上的岸电桩。服务区的小超市里，

三四位船民你一言、我一语，正跟

店主阿福交流岸电使用心得。

一位女船主疑惑地说：“我是

第一次用岸电，不知怎么回事拔接

头时跳闸了。”阿福马上接话：“这

个桩有防水防震防撞功能，你插拔

的时候要轻一点，你当这是自家接

线板啊。”话音未落，已引得哄堂

大笑。另一名男船主接着说：“多

用几次就懂了，这桩太方便了！”

超市货架上竖着一块醒目的牌

子：岸电桩配件区。阿福拿起一个

岸电桩船用接头，笑呵呵地说：“新

生事物嘛，大家不会用，我就指导

一下，用好了我就有生意了。”

在今年 9 月 25 日举行的靠港船

舶使用岸电现场推进会暨京杭运河

岸电全覆盖启动仪式上，交通运输

部、国家能源局、国家电网公司三

方就共同推进靠港船舶使用岸电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未来两年，京杭

大运河水上公共服务区将实现绿色

岸电全覆盖，东部沿海、长江沿线

也将全面推进港口岸电工程建设，

“两纵一横”绿色运输线逐步成型，

港口码头大气和噪音污染将持续减

少。

目前，江苏已先行一步，在全

国率先实现省内江河湖海港口岸电

全覆盖，率先实现省内内河航道水

上服务区岸电系统互联互通，形成

典型示范效应。

水上人家乐享新生活

在京杭运河新安水上服务区办

公楼外，来自安徽芜湖的船民侯刻

霞，正和同乡从服务区快递寄存点

往船上搬运一台半自动洗衣机。

这是一艘长 45 米、宽 9 米，载

重 900 吨左右的货轮。船舱里满载

黄沙，把船体深深下压，甲板离水

面最近处不到 1 米。5 年前，侯刻

霞和丈夫亲自到船厂监工，花了上

百万元，按照自己的心意定制了这

艘船。船尾数盆绿植生机勃发，仿

佛诉说着这户水上人家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打开生活区舱门，下两级台阶，

就来到侯刻霞的家。客厅兼餐厅里

摆放着餐桌、沙发、立式空调，厨

房里是整洁的煤气灶台、吊柜，电

饭煲、电热水壶、冰箱各就各位，

卧室里悬挂着电视、空调……若不

是脚底下有轻微的晃动感，还以为

参观的是陆地上最普通不过的一户

人家。

客厅里贴着一幅卡通字母表，

却不见小孩子的身影。侯刻霞说，

过去她和丈夫还有儿子媳妇带着小

孙子一起生活在船上，今年小孙子

6 岁了就送回老家上学了。现在她

和儿子在跑船，从长江上拉货，过

闸，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南下，来到

岸电绿遍江南岸
文 / 本刊记者  曾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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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新安水上服务区附近的物流码

头卸货。“我们一般就在服务区等

卸货通知，一等就是一两天，有时

要三五天甚至更长时间。”她有些

习以为常地说。

“跑船的时候，机器一响，家

里都有电。”侯刻霞介绍说，位于

甲板下的柴油发动机会附带发电机

发电，发电机则同时给电瓶充电。

但船舶靠港期间，电瓶里的电只够

看看电视，给手机充电。到了大热

天，船上必须开空调，否则温度能

达到五六十摄氏度，这时就得依靠

安装在船头的燃油辅助发电机发电。

而燃油辅机发电不仅噪音大，还冒

黑烟，气味难闻，发电电压也不稳。

“一晚上还要起来两三次，给柴油

辅机加水降温。”侯刻霞说。

从去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侯刻霞发现新安水上服务区装上了

12 根岸电桩，每个桩有两个接口。

只要到服务区里买卡、充值，并给

船用电缆配上一个岸电桩接头，就

能轻松用上大电网的电。

“用岸电不仅方便、干净，还

更便宜。”侯刻霞说，以前自己跑

一趟船能挣三五千块钱，现在只能

挣两三千，在开销上更要精打细算。

正说着话，侯刻霞又一位安徽

老乡驾船缓缓驶入港口。只见这艘

代号“远洋宣城 0822”的货船船主

把装有岸电接头的电缆使劲甩到岸

上，然后上岸刷卡取电。这是一个

四口之家，大儿子已回老家上学，

小儿子阳阳一岁半，跟着爸爸妈妈

常年生活在水上。

男主人叫沈亮，今年 36 岁，从

1996 年开始搞水上运输业。他这样

算了一笔账：夏天开空调时，用柴

油辅机发电一晚上要一百多块钱，

用岸电只要二十几块。从今年 4 月

岸电桩正式开通结算功能以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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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用了 800 块钱。“夏天这里能

停四五十条船，来晚了岸电桩都排

不上。”

无锡市区航道管理站工作人员

殷波说，今年以来，新安水上服务

区供电总量近 2 万千瓦时，插电总

次数 1700 多次，仅 7 月一个月就供

电 8600 千瓦时。

内河服务区互联互通

虽然沈亮还没有在其他服务区

刷过卡，但他知道，他手中这张预

付卡在江苏境内内河航道 17 个水上

服务区岸电桩上都可以使用。

今年 7 月，江苏省占地面积最

大的水上服务区——京杭大运河镇

江水上服务区也投运了 10 套岸电

桩，同时可以为 20 艘船供电。在服

务区现场，山东籍船主胡治表示，

他常年经由谏壁船闸送石子、水泥、

钢材等建材到丹阳、常州等地。“岸

电比起柴油发电至少降低了三分之

一的经济成本，加上之前江苏省政

府为降低企业成本减免的 20% 的过

闸费，船民的日子好过多了。”胡

治说。

江苏共有内河航道里程 2.4 万

公里，航道密度为 24.2 公里 / 百平

方公里，均居全国第一。长江和京

杭运河是我国最重要的内河水运主

通道，而长江江苏段 369 公里、京

杭运河江苏段 683 公里是其中通航

条件最好、船舶通过量最大、社会

经济效益最为显著的区域。

但与此同时，船舶造成的环境

污染问题不容忽视。据相关部门统

计，全国船舶产生的氮氧化物、硫

氧化物排放量仅次于燃煤发电厂和

机动车的污染排放量，位列第三。

港口城市由于靠港船舶采用燃油辅

机发电产生的废气污染比其他城市

平均多 20%；燃油辅机发电排放占

港口城市总排放的 16% 至 30%。

从“十二五”起，我国就将“推

广靠港船舶使用岸电”作为交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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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节能减排“十大重点工程”之一

予以推广应用。几年前，国网江苏

省电力公司会同连云港港口集团深

入研究和试点靠港船舶岸基供电技

术，在全国率先实现了高压岸电入

海。连云港港口岸电系统通过高压

变频、变压等方式，形成适合各类

靠港船舶使用的电源，替代船舶辅

机发电，实现靠港船只零排放。

国网江苏电力营销部工作人员

阮文俊介绍说，从 2015 年起，在各

级政府和国家电网公司指导支持下，

国网江苏电力结合江苏绿色示范港

口创建活动，依托连云港高压岸电

示范项目建设经验，全面开展港口

岸电推广专项工作。

截至今年 9 月，江苏全省已累

计建成各类岸电系统 4375 套，其

中，高压 14 套、低压 604 套、小容

量 3757 套，在全国率先实现省内江

河湖海港口岸电全覆盖，率先实现

省内内河航道水上服务区岸电系统

互联互通。

根据今年 4 月江苏省交通运输

厅航道局与国网江苏电力联合印发

的《关于协同推进江苏内河航道水

上服务区岸电系统建设及互联互通

的实施意见》，至 2020 年将基本实

现省内内河航道水上服务区、公务

船艇停泊码头和适建船舶停泊区等

船舶聚集区全覆盖。在今年夏季用

电高峰到来前，江苏 17 个内河航道

水上服务区共建成标准化小容量岸

电系统 162 套，实现“一卡通”消费。

这种低压小容量岸电设施适用

于船舶辅机功率不超过 20 千瓦、单

相电用电容量不超过 8 千瓦的内河

小型船舶接驳取电，同时配套软件

管理系统，实现发卡、接电、监控、

计量等功能。船民不需要对船舶进

行任何改装，只需增设一个转换接

头和办理一张充值卡，便可即插即

用，且在江苏全省联网通用。

“这套岸电系统最早在无锡新

安水上服务区试用，去年以来相继

在京杭运河、芜申运河、苏南运河、

连申线上的 16 个水上服务区进行了

推广应用。”阮文俊介绍道，内河

航道水上服务区岸电系统互联互通

后，预计每年可减少船舶靠港使用

柴油 2243 吨，减排二氧化碳 7821 吨，

实现替代电量 448 万千瓦时。

理顺相关政策机制

提及江苏港口岸电建设经验，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航道局科技处科

长常致认为，主要是政府各部门建

立了协同推进机制，推动出台了各

项支持性政策，尤其是理顺了岸电

价格政策。

资金补助方面，今年上半年，

交通运输部公示了第一批 57 家单位

靠港船舶使用岸电 2016 ～ 2018 年

度奖励资金申请项目名单，近 3 年

将按 60%、50%、40% 的力度对这

些项目的岸基供电设施建设、船舶

改造、设备购买等费用予以补助。

江苏芜申运河宜兴水上服务区岸电

项目等也在补贴之列。

在江苏省内，江苏省环保厅对

岸 电 建 设 给 予 20% 的 补 贴 资 金，

2015 ～ 2016 年共计下达补助资金

3429 万元。国网江苏电力还主动承

担因建设岸电系统而引起的用户接

入系统改造费用，共计减少用户投

资 3550 万元，且对所有设计及施工

给予优惠，极大地降低了港口及船

舶建设岸电和受电设施的投入。

同时，江苏省物价局参照电动

汽车充换电设施的用电价格和服务

价格，出台了船舶岸基供电设施用

电价格和服务价格专项政策，推动

岸电建设进入良性循环。江苏全省

13 个地市已全部出台岸电服务价格

政策，收费标准在 1.1 ～ 1.2 元 / 千

瓦时。而内河船舶用 0 号柴油，单

价 6733 元 / 吨， 度 电 成 本 为 3.36

元 / 千瓦时，远高于现行岸电服务

价格。

经过前期努力，江苏港口岸电

发展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也首先

遇到了各种问题。常致总结道：“我

们认为需要克服的主要难题是提升

港口岸电使用率。目前国家还未出

台统一的国家岸电标准，船舶岸电

接口在不同港口之间无法通用，岸

电自动化程度不高，接口连接、费

用结算等环节需要人工参与，港口、

船舶在建设、改造和使用港口岸电

方面的成本偏高、投资回报期过长，

还未形成较为成熟的商业模式。”

相比于内河航道，沿海地区推

广高压岸电设施面临的问题更加严

峻。“调研长三角地区港口岸电设

施可知，目前低压岸电推广顺利且

  专题·港口岸电建设 Topic



STATE  GRID076

专题·港口岸电建设  Topic      

使用率高，但是长三角（两省一市）

区域现有可用的高压岸电装置目前

大部分处于试验阶段，由于供售电

机制不顺及供电价格过高等问题，

导致岸电装置难以正常运营。”在

今年 8 月 3 日召开的交通运输部船

舶排放控制区方案落实现场推进会

上，一位港务管理人员如是指出。

从高压岸电的价格上看，据查，

沿海沿江船舶用重油单价约 1800

元 / 吨， 岸 电 燃 油 消 耗 率 约 为 0.5

千克 / 千瓦时，即燃油发电成本约

为 0.9 元 / 千瓦时，低于现行岸电

服务价格；含硫量 1% 及以下的低

硫油单价约合 2400 元 / 吨，燃油发

电成本约 1.2 元 / 千瓦时，与现行

岸电服务价格持平。

业内人士指出，若油价保持低

位运行，远洋船舶接入高压岸电从

经济效益来看并不划算，再加上接

驳费时费力，若没有政策强有力的

推动，很少有船公司愿意尝试接驳

岸电。

“在目前没有强制使用岸电的

情况下，经济性是吸引船舶的最大

理由。”阮文俊希望，国家层面和

江苏省能通过加强岸电互联互通、

提升岸电运行服务水平、完善岸电

服务价格政策、加大港口和船舶排

污管控力度等种种措施加快岸电实

用化，同时引入“互联网 + 岸电”

等互联网思维，在江苏内河航道水

上服务区岸电互联互通成功试点的

基础上，推动实现江河湖海港口岸

电的互联互通。

更多改变即将发生

针对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顶层

设计层面正在合力扭转困局。

去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交通运输部等八部委联合

印发《关于推进电能替代的指导意

见》，将推进靠港船舶使用岸电列

为重点推广技术领域。交通运输部

发布《港口岸电布局方案》，系统

布局 493 套港口岸电建设目标。国

家能源局将港口岸电建设纳入国家

“十三五”电力发展规划并正式发布。

国家部委、港航集团和电网公司等

已共同做出努力，推进靠港船舶使

用岸电，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继今年 9 月 25 日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国家电网公司三方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表示将在港口岸

电的规划布局、政策支持、示范建设、

市场运营、标准规范、创新发展等

方面开展长期合作与交流后，10 月

24 日，国家能源局同意成立能源行

业岸电设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

书处由国网南瑞集团有限公司与上

海电动工具研究所（集团）有限公

司联合承担。今后，岸电规划设计、

电网接入、装备制造、施工安装、

检验检测、运行维护和计量计费等

领域标准化工作将实行统一归口管

理，并研究建立岸电设施技术标准

体系表。

这些都意味着，国家层面协同

推进港口岸电推广和靠港船舶使用

岸电的互联互通将实现新突破。

国家电网公司作为发展绿色清

洁能源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一直是

推进港口岸电建设的重要力量。在

担任第一届能源行业岸电设施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之前，公司

已研发形成了全系列、高低压岸电

技术设备与产品体系，充分采纳交

通部门、港航企业及科研院所等各

行业专家的意见建议，制定发布了

14 项港口岸电企业技术标准。

同时，公司累计投资约 1.4 亿

元，先后在 “两纵一横”区域推动

建成 600 多套岸电设施，研发建成

省级岸电运营服务平台，初步形成

了国内示范带动作用。这些示范工

程除了上述提及的京杭运河江苏段

水上服务区小容量低压岸电全覆盖

及互联示范系统外，还有世界最大、

亚洲首套上海吴淞口国际游轮码头

变频变压高压岸电系统、浙江宁波

港 6 套合计 22 兆瓦集装箱高压岸电

系统等。

按照公司制定的“十三五”实

施港口岸电路线图，在京杭大运河

码头、水上服务区泊位已建成 408

套岸电设施的基础上， 公司将把实

现京杭运河岸电系统互联互通全覆

盖作为下一步工作重点，全面推进

京杭大运河水系绿色生态建设。

在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支持性

政策的推动下，在船、港、电等各

方力量的共同参与下，不久的将来，

靠港船舶必将更加低碳环保，港口

城市的空气将更加清新宜人。

（周瑾、岳芸、王亮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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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6月，交通运输部发布《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等文件，指出推广靠泊船舶使用岸

电技术，是港口及船舶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和迫切需要。

2015 年 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加强船舶港口污染控制，积极治理船舶污

染，增强港口码头污染防治能力。

2015 年 8月，交通运输部发布《船舶与港口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15～2020 年）》，明确要求到 2020

年全国主要港口 90%的港作船舶和公务船舶靠泊使用岸电，50%的集装箱、客滚和邮轮专业化码头具备向船舶

供应岸电的能力。

2016 年 1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颁布实行。法律授权交通运输部可以按照国际惯例划

定控制区，进入控制区的船舶必须达到排放要求，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惩处。

2016 年 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交通运输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电能替代的指导意见》，将

推进靠港船舶使用岸电列为重点推广技术领域。

2016 年 11月，国家能源局将港口岸电建设纳入《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并正式发布。

2017年 4月，交通运输部印发《推进交通运输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要求推动船舶靠港使用岸电，制定港口岸

电布局建设方案，加快港口岸电设备设施建设和船舶受电设施设备改造。

2017年 7月，交通运输部发布《港口岸电布局方案》，提出 2020 年年底前在全国主要港口和排放控制区布局 493

个具备向船舶供应岸电能力的专业化泊位，其中沿海 366 个，内河127个。

2017年 8月，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航运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新建码头必须建设岸电设施，

引导现有码头增加或改建岸电设施；要求完善岸电供售电机制，健全船舶使用岸电的激励机制，积极推进靠泊船舶

优先使用岸电。

鼓励岸电相关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