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韌性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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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的重要議題：

在2024年11月落幕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第二十九次締約方大會上，發達國家
承諾在2035年前，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至少3,000億美元氣候資金以應對氣候變化挑戰，且各國需
在2025年2月前更新其國家自主貢獻（「NDC」）目標及氣候行動計劃，加速全球碳中和的實現進程。
作為UNFCCC首批締約方之一，也是最早簽署和批准《巴黎協定》的國家之一，中國高度重視應對氣
候變化，目前正在研究制定新一輪NDC目標。航運業是溫室氣體排放關鍵領域，作為具有船公司背
景、積極打造全球化佈局的港口物流服務商，本集團將氣候變化因素融入日常運營及業務發展中，
不斷推進節能減碳工作，支持綠色航運走廊建設，同時與各利益相關方緊密合作，攜手推動碳中和
目標的達成。

能源管理 供應鏈管理氣候韌性 溫室氣體排放 廢氣排放



33中遠海運港口有限公司     二零二四年可持續發展報告 中遠海運港口有限公司     二零二四年可持續發展報告

2024年績效亮點
情景分析及範圍3溫室氣體排放盤查－本集團完成了物理及轉型風險和機遇的氣候情景定性分析，針對識別出
的氣候相關風險和機遇進行管理，進一步提升氣候適應力與韌性；並首次對範圍3溫室氣體排放進行了全面盤
查，以了解價值鏈中的排放熱點，識別出範圍3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為類別1、3、9及15，為價值鏈減排工
作奠定堅實基礎。

綠色低碳轉型－年內，本集團發佈了《中遠海運港口綠色低碳轉型發展方案》，詳見本報告第九章。為踐行綠色
低碳港口建設的承諾，本集團繼續通過設施電氣化、無人純電集卡應用推廣、可再生能源應用、科技創新研發
等措施減少業務運營中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年內，綠色低碳投資約248萬美元。截至2024年底，本集團光伏
總裝機容量增至12兆瓦，預計年發電總量約1,100萬千瓦時；附屬國內控股碼頭新能源、清潔能源集卡佔比超
過50%，全年岸電累計接電6,028艘次，同比增加48%；廈門遠海碼頭第三次獲評「亞太綠色港口」稱號；國內港
口最大的光伏建築一體化項目於廣州南沙海港碼頭正式併網投用；連雲港新東方碼頭入選全國五家「近零碳碼
頭」試點之一；天津集裝箱碼頭開始運用氫能集卡作業；全球最大純電動力集裝箱船首抵南通通海碼頭完成充
換電作業。這些努力不僅體現了本集團向低碳轉型和對環境保護的承諾，也堅實了本集團在推動綠色港口建設
和可持續發展方面的領先地位。

重設節能減碳目標－本集團的數智化、綠色低碳轉型工作取得顯著成效，附屬控股碼頭已提前實現中期目標。
因此，本集團設定了更具雄心的節能減排目標如下：

目標 績效表現5

減碳 長期：

• 爭取不遲於2050年實現碳中和

中期：

• 以2020年為基線，爭取2035年將本集
團的範圍1及2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減少
55%

範圍1及2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1.36公噸二氧化碳當量╱萬美元營收

 13.1%同比

 35.3%比2020年

節能 中期：

• 以2020年為基線，爭取2035年將本集
團的能源消耗強度減少45%

能源消耗強度：

0.014百萬兆焦耳╱萬美元營收

 5.8%同比

 29.5%比2020年

5 不包括2024年11月開始運營的CSP錢凱碼頭及廈門海滄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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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理－本集團秉持可持續採購的核心原則，年內逐步加強和完善對供應商的一系列ESG要求，以保障供
應鏈的長期可持續性。

年內，本集團的採購支出如下：

按類型劃分的
採購支出

生產業務類
72.8%

服務類
27.2%

按地區劃分的
採購支出

海外
69.9%

中國內地
29.6%

中國香港
0.5%

管理體系
有關各議題的管理方針，請參閱本公司官網「可持續發展－方針及架構」一節。

本集團持續完善環境管理制度，定期檢討附屬控股公司的環境績效，並推動各公司通過第三方認證和評審優化
管理。年內，附屬控股公司獲得ISO 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ISO 14064溫室氣體驗證和計算認證、ISO 50001

能源管理體系認證及EMAS歐洲環境管理和審核體系如下：

附屬控股公司 ISO 14001 ISO 14064 ISO 50001 EMAS

天津集裝箱碼頭 √

連雲港新東方碼頭 √ √

南通通海碼頭 √ √

CSP武漢碼頭 √ √

廈門遠海碼頭 √ √

廣州南沙海港碼頭 √ √

CSP阿布扎比碼頭 √

CSP阿布扎比場站 √

CSP瓦倫西亞碼頭 √ √ √ √

CSP畢爾巴鄂碼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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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集團在推動綠色港口建設方面卓有成效，附屬控股碼頭獲得綠色港口稱號及年份如下：

附屬控股碼頭 綠色港口認證

廈門遠海碼頭 亞太港口服務組織「綠色港口」稱號（2024年）
中國港口協會「四星綠色港口」稱號（2023年）

連雲港新東方碼頭 江蘇省「四星綠色港口」稱號（2023年）

南通通海碼頭 江蘇省「三星綠色港口」稱號（2021年）

天津集裝箱碼頭 中國港口協會「四星綠色港口」稱號（2020年）

氣候韌性
本集團已將氣候變化納入風險管理及決策流程中。年內，本集團根據IFRS S2、聯交所《ESG報告指引》氣候相關
披露、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CFD」）框架建議等要求及標準，完成了首次前瞻性氣候情景分析，進
一步識別、評估和全面管理氣候相關風險，同時緊抓氣候機遇，完善氣候治理與管理能力。本報告圍繞管治、
策略、風險管理、指標和目標四大範疇披露氣候相關信息。

管理架構

本集團建立了健全的管理架構，致力於系統性推進綠色低碳轉型，提高氣候韌性。本集團設立了綠色低碳工作
領導小組，由本公司管理層組成，負責領導和確定綠色低碳總體戰略、規劃、建設和工作推進，實現碳中和目
標。綠色低碳工作領導小組下設綠色低碳工作小組和不同的項目組，各由本公司管理層以及相關部門骨幹人員
或附屬控股公司的負責人組成，負責領導及指揮綠色低碳項目的落實，編製並發佈綠色低碳港口發展規劃及年
度工作計劃，統籌綠色低碳專項資金投入並指導附屬控股公司制定專項經費預算等。

此外，本集團設立了節能減排領導小組，由本公司管理層及各附屬國內控股公司分管節能減排的負責人組成，
負責部署節能減排工作計劃及審批節能減排重大事項等。節能減排領導小組下設節能減排管理辦公室，負責擬
定節能減排管理制度、組織落實工作部署、參與重大投資項目的節能評估和節能減排專項投資項目評估的審查
等。

為加強防颱防汛工作的安全管理，本集團設立了防颱防汛辦公室，負責監督和指導附屬國內控股公司應對極端
天氣的工作，解決重大問題或隱患。附屬國內控股公司是其防颱防汛工作的責任主體，負責防颱防汛日常管理
和監督工作。



36 中遠海運港口有限公司     二零二四年可持續發展報告

政策及制度建設

年內，本集團對氣候相關政策進行了全面檢討，修訂並發佈了《防颱防汛管理規定》及《集裝箱操作標準化指
引》，以進一步規範極端天氣下的作業標準，提高本公司對附屬控股公司應對極端天氣的綜合指揮能力和協調
水平，強化整體氣候韌性。

氣候相關風險管理流程

年內，本集團根據內部的氣候相關風險管理流程，識別氣候風險和機遇進行情景分析，通過利益相關方溝通，
確定不同情景下的重大風險和機遇，並檢討現行應對措施，將分析結果納入氣候變化應對方案中，以作為財務
影響量化的基礎，評估現行措施的全面性和充足性，持續加強氣候減緩及適應措施。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風險和機遇識別 情景分析 風險管理 風險監控

根據TCFD框架建議，以
自身業務發展的實際情況
為基礎，結合對行業動態
和全球趨勢的深入研究，
系統性地識別了一系列潛
在的氣候風險與機遇。

選定高、中、低碳情景及
不同的時間維度，並根據
氣候影響指標發生的可能
性和嚴重性進行定性分
析，確定重大風險和機
遇；梳理重大風險和機遇
的財務影響傳導路徑，通
過財務模型量化其對本集
團的預期財務影響。

檢討現行氣候管理政策和
應對措施，評估其充足性
和有效性；針對重大風險
和機遇制定應對方案和行
動，持續完善本集團整體
的氣候管理方案。

將氣候風險全面納入本集
團的風險管理工作；設定
關鍵氣候相關指標與目標
並持續監察目標實現進度
和氣候行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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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分析

為全面掌握本集團面對的氣候風險和機遇，本集團採用了廣泛應用的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和國際能源署（「IEA」）發佈的氣候科學數據集，選定高、中、低碳情景，對各附屬控股碼頭及供應鏈
公司在短、中、長期時間範圍內的氣候風險和機遇進行分析，深入了解本集團在極端情景下面臨的氣候壓力，
並緊抓綠色低碳轉型衍生的機遇。

   

風險和機遇類別 評估時間維度 情景選擇

物理風險

• 急性（包括極端高
溫、極端低溫、河
流洪澇、極端降水
洪澇、沿岸洪澇、
颱風、野火、山體
滑坡共八種物理災
害事件）

• 慢性（包括水壓力
與乾旱）

• 基準6

• 2030年7

• 2050年7

• 2080年

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共享社會經濟路徑（「SSP」）：

• 低碳情景，與《巴黎協定》一致：SSP1-2.6

• 中排放情景：SSP2-4.5

• 高碳情景：SSP3-7.0

轉型風險

• 政策和法規

• 技術

• 市場

• 聲譽

• 2030年

• 2040年

• 2050年

IEA：

• 低碳情景，與《巴黎協定》一致：淨零排放情景
（「NZE」）

• 高碳情景：既定政策情景（「STEPS」）

轉型機遇

• 資源效益

• 能源來源

• 產品與服務

• 市場

6 基準涵蓋1985年至2014年的氣候數據。

7 2030年、2050年分別涵蓋2015年至2044年、2035年至2064年的氣候數據。



38 39中遠海運港口有限公司     二零二四年可持續發展報告 中遠海運港口有限公司     二零二四年可持續發展報告

情景分析的主要結果及本集團的應對措施如下：

物理風險

主要災害 潛在風險描述及影響 風險水平 應對措施

2030年 2050年 2080年

沿岸洪澇 • 洪水損害關鍵場地和基礎設施，例如堆場、倉庫、裝卸機械、岸電設備
等，導致資產減值、維修支出增加。

• 洪水阻塞主要通道，影響運營，令公司無法按時完成貨物裝卸，導致收
入減少和運營成本增加。

• 受污染的洪水使設施報廢。

• 洪水威脅作業人員健康及安全，導致人員疏散及停工、收入減少和人力
成本增加。

高 高 高 • 開展安全檢查，識別出容易受洪澇影響的作業區域，評估是否需要抬高地基高度或加強防洪措施，
例如安裝防洪閘、放置沙包、改善排水系統、增設抽水泵等。

南通通海碼頭防洪閘

• 在雨季及颱風前，檢查排洪設施，疏通排澇溝渠，排查洪澇風險，並制定關鍵設備損壞或故障應急
預案。

• 制定《防颱防汛管理規定》和發佈《集裝箱操作標準化指引》，規範作業流程。

• 為員工安排防汛培訓和應急演練，提高應對洪澇的能力。

河流洪澇╱極端降水洪澇 低 低 低

颱風 • 高風速和颱風裹夾的碎片損壞關鍵場地和基礎設施，例如堆場、倉庫以
及車輛、港區鐵路和裝卸機械等，增加維修成本和導致資產減值；令停
泊在港口的船隻發生碰撞或拋錨，影響運營。

• 颱風破壞輸電系統，導致運營中斷；系統待修期間導致收入減少，增加
維護成本。

• 颱風裹夾的碎片和衍生的洪水阻塞主要通道，威脅作業人員健康及安
全，導致人員疏散及停工、收入減少和人力成本增加。

中 高 高 • 檢查作業設備是否能承受未來預估的最高颱風風速。

• 在颱風來臨前，檢查防強風措施。

• 密切關注當地氣象局的颱風預警，提前制定應急預案，並制定關鍵設備損壞或故障應急預案。

• 制定《防颱防汛管理規定》和發佈《集裝箱操作標準化指引》，規範作業流程，指導應對極端天氣。

• 組織員工參加防颱風實操培訓及應急演練，提升應急響應能力。

• 年內，位處於容易受颱風吹襲的福建地區的廈門遠海碼頭、泉州太平洋碼頭及晉江太平洋碼頭採取
了有效防禦措施後，實現防颱成功率100%。

廈門遠海碼頭應對颱風「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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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災害 潛在風險描述及影響 風險水平 應對措施

2030年 2050年 2080年

極端高溫 • 作業人員（特別是在碼頭裝卸等重點區域工作的戶外人員）健康和安全受
影響，例如容易中暑、曬傷等。

• 室內製冷需求上升，空調能耗隨之增加，導致運營成本上升。

低 中 高 • 為戶外作業人員提供附帶遮陽棚的休息區；特設專項保障資金，確保作業場地提供充足的防暑降溫
物資，例如電風扇、冰涼飲用水；保障高溫作業人員擁有充足睡眠、休息及水份補給。

• 當氣溫超過當地高溫作業標準時，合理安排輪換作業，縮短單次作業時間。

• 定期安排體檢，開展防暑培訓，強化防暑降溫意識，提高應急處理能力。

防暑降溫應急演練

極端低溫 • 為防止設備凍壞及保障作業人員健康，室內供暖能源需求增加，導致運
營成本上升。

• 極端低溫下，電氣設備容易故障，引發短路、漏電等事故，或因設備和
金屬結構器械變形、破裂、失效，從而引發事故，導致收入減少及聲譽
受損，並對戶外作業人員的健康和安全造成風險。

• 極寒或冰雪事件造成通道阻塞，導致運營輕微中斷，收入減少。

低 低 低 • 為戶外作業人員提供附帶防風供暖設備的休息區，以減輕嚴寒及寒風對作業人員的影響。

• 通過數智化及自動化轉型實現遙距操作，減少員工在極端天氣下的戶外作業時間。

• 當氣溫達到當地嚴寒標準時，合理安排輪換作業，縮短單次作業時間。

• 比雷埃夫斯碼頭早前已建成氣象站，在2024年進一步在多個操作區新增22個氣象站，實時監測天
氣狀況，並通過人工智能技術提供高精度的天氣預報。

比雷埃夫斯碼頭新增的氣象站

在未來各氣候情景下，野火與山體滑坡的風險均被評估為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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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風險

風險類別 潛在風險描述及影響 風險水平 應對措施

2030年 2040年 2050年

政策和法規 • 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8及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9提高歐盟地區資產的運營及
合規成本。

• 在中國「3060」雙碳目標、港口綠色低碳轉型發展戰略及國際海事組織
（「IMO」）2050年減排目標的背景下，科技創新、技術改造及設施升級迭
代等投入導致資本性支出增加。

• 碳定價上升導致能源及原材料成本上升，增加運營及合規成本。

• 氣候信息披露要求趨緊，增加運營及合規成本。

• 《波塞冬原則》行業框架提高融資成本。

• 氣候風險相關訴訟增加運營成本，同時導致聲譽受損。

低 中 中 • 密切關注氣候相關法律法規的更新，定期評估航運減排進展和綠色港口政策要求，提前識別潛在風
險並制定應對策略。

• 遵守最新的氣候相關信息披露要求，提高信息透明度。

• 持續推進節能減排工作，例如船舶岸電供應、港口裝卸設備電氣化等，以滿足能耗雙控等氣候政策
的要求。

技術 • 為配合航運業能源轉型，港口需要同步開發相應技術和基礎設施，導致
資本性支出增加。

• 為早日實現碳中和目標，港口需要推進船舶岸電供應、裝卸設備電氣化
及可再生能源應用等措施，淘汰高能耗設備，導致資本性支出和研發成
本增加。

高 高 中 • 積極投入技術研發與應用，有序推進港口設備能源轉換、可再生能源應用、智慧港口建設等項目落
地實施。

市場 • 綠色航運、低碳服務的市場需求增加，若港口碼頭無法滿足客戶需求，
將導致收入減少。

低 低 中 • 加快綠色轉型，積極投入綠色航運走廊建設，緊盯船舶動力非化石燃料轉型，搶先研究佈局替代燃
料加注設施，同時參與國際行業規則制定，以提供綠色低碳解決方案。

• 低碳轉型下，電價、燃料價格的波動會導致運營成本上升。 低 中 中 • 密切關注能源市場動態，積極部署可再生能源應用，並探索氫能等低碳能源發展與應用。

聲譽 • 外部利益相關方對氣候行動的關注增加，若本集團未能做出更多努力實
現減排，將導致聲譽受損。

低 低 低 • 根據最新和被廣泛採納的氣候信息披露框架，披露氣候行動，提高信息透明度。

8 全球首個溫室氣體排放額度與交易體系，覆蓋歐盟成員國、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國家及北愛爾蘭。

9 由歐盟引入的政策工具，針對部分進口商品隱含的碳排放量徵收稅費，旨在解決在歐盟努力減緩氣候變化背景下的碳
洩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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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機遇

機遇類別 機遇描述及影響 機遇水平 應對及部署

2030年 2040年 2050年

資源效益 • 碼頭設備電氣化，逐步替換傳統燃油設備，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降
低能源消耗成本，提高運營效益。

• 通過數智化、綠色低碳轉型等手段，優化能源管理，減少能源浪費，進
一步降低運營成本。

高 高 高 • 加速設備升級迭代，改為選用電力或可再生能源作為主要能源；通過引入電動裝卸設備、電動拖車
等，循序漸進地淘汰高能耗、高排放的燃油機械。

• 通過科技創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並同步推進人工智能、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前沿技術落
地，加快港口服務智能化，實現降本增效與綠色轉型的高效融合。

能源來源 • 在能源轉型的趨勢下，逐步淘汰化石能源，加快可再生能源的部署及應
用，降低對化石能源的採購及依賴，同時可配合綠色航運需求。

低 低 低 • 部署光伏太陽能、風力發電，推廣氫能集卡等可再生能源設施的應用，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
例。

市場 • 隨著客戶低碳意識逐步加強，緊抓市場機遇，提早部署及提供低碳產品
與服務，提高市場佔有率。

低 低 中 • 推廣岸電設施建設及使用，為靠港船舶提供電力供應，同時增加綠色服務收入。

• 拓展鐵水聯運等多式聯運服務，實現資源強聯動，提供高效便捷低碳的港口物流供應鏈解決方案。

產品與服務 • 綠色需求增長催生新的市場需求，結合綠色航運走廊建設，關注新技術
應用將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低 中 低 • 積極參與綠色航運走廊建設，開展新型低碳船運燃料的研究與應用，對甲醇、生物質燃料等低碳燃
料加注方式進行可行性研究，為船運企業提供清潔能源支持。

溫室氣體排放
為支持國家實現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以及回應IMO訂立的2050年前後實現國際航運淨零排放等國際倡議，本集團積極推進自身運營節能減碳，同時配合客戶減少價值鏈的溫室氣體排放，打造「中遠海運港口綠色低碳解決方案」，爭取推
動可持續發展，實現碳中和。



2050
碳中和

neutral

碳中和路線圖

2020-2024
成果

>50% 新能源、清潔能源
集卡*

12兆瓦 可再生能源裝機
容量*

87% LED燈具^

20% 流機設備電氣化*

97.7% 場橋「油改電」*

2025
目標 

60% 新能源、清潔能源
集卡*

14兆瓦 可再生能源裝機
容量*

2030
目標 

100% 新能源、清潔能源
集卡*

19兆瓦 可再生能源裝機
容量*

2035
目標 

55% 範圍1及2溫室氣體
排放強度#

45% 能源消耗強度#

持續減碳措施

*  附屬國內控股碼頭
#  本集團

^  附屬國內、外控股碼頭

碼頭設備電氣化

數智化轉型

起重機能量回饋

可再生能源使用

產業鏈減碳措施
100% 2021年起集裝箱泊位岸電覆蓋率（將逐步延伸至其他泊位）*

>80% 碼頭的集裝箱泊位在2030年前配備岸電供電系統^

GREEN CORRIDOR
支持綠色航運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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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1及2溫室氣體排放

在董事會的領導下，本集團定期檢討節能減碳目標的實現進度及相關措施的有效性，以確保綠色低碳轉型計劃
切合發展實際，實現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經董事會批准，本集團重設了更具雄心的節能減碳目標，一方面擴
大目標範圍至覆蓋附屬控股供應鏈公司，以更切合本公司作為全球港口物流運營商的願景，另一方面配合全球
及行業低碳轉型時間表，體現本集團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承諾。其中，本集團將爭取比原計劃提早十年於2050年
實現碳中和，及爭取2035年範圍1及2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比2020年減少55%。

年內，本集團範圍1及2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為203,945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同比下降10.2%；溫室氣體排放強度為
1.36公噸二氧化碳當量╱萬美元營收，同比下降13.1%。

210,153209,712

2020 2021 2022 2023 2035
目標

2024

235,556 226,989
203,945

範圍1及2溫室氣體排放總量10（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範圍1及2溫室氣體排放強度10（公噸二氧化碳當量╱萬美元營收）

2.10

1.74 1.63 1.56
1.36

0.94

10 過往年度發佈的可持續發展報告的報告範圍覆蓋合營公司及聯營公司。為更準確及完整地反映出本集團的環境績效表
現，由2024 年起相關數據只覆蓋本公司及報告範圍內的附屬控股公司，不再包括並非由本公司控制的合營公司及聯營
公司。詳情請參閱本報告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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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3溫室氣體排放

年內，本集團根據《溫室氣體核算體系：企業價值鏈（範圍三）核算與報告標準（2011年）》及《溫室氣體核算體系
範圍三計算指引》進一步完善了範圍3溫室氣體排放的披露，對11個類別11進行全面盤查。經核算，2024年本集
團範圍3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為630,438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其中大部分來自下游運輸和配送、投資、燃料和能源
相關活動以及購買的商品和服務。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於提升範圍3溫室氣體排放盤查的完整度和顆粒度，通過
優化內部流程、與供應商和合作夥伴緊密合作，積極識別和評估首要減排選項，以有效減少價值鏈的溫室氣體
排放。

類別1 –  購買的商品和服務 61,010公噸 (9.73%)

類別2 – 資本商品 8,002公噸 (1.28%)

類別3 – 燃料和能源相關活動 60,169公噸 (9.59%)

類別4 – 上游運輸和配送 6,381公噸 (1.02%)

類別5 – 運營中產生的廢棄物 173公噸 (0.03%)

類別6 – 商務旅遊 1,199公噸 (0.19%)

類別7 – 員工通勤 1,640公噸 (0.26%)

類別8 – 上游租賃資產 4,540公噸 (0.72%)

類別9 – 下游運輸和配送 406,807公噸 (64.85%)

類別13 – 下游租賃資產 4,652公噸 (0.74%)

類別15 – 投資 72,767公噸 (11.60%)

類別4

類別1

類別2

類別3

類別9

類別15

類別13

類別5

類別7

類別8

2024
排放量

類別6

廢氣排放
2024年，本集團廢氣排放10如下：

█ 氮氧化物(NOx) 696公噸

█ 硫氧化物(SOx) 15公噸

█ 可吸入懸浮顆粒(PM10) 46公噸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NOx

SOx

PM10

（噸）

11 本集團主要提供港口物流服務，不涉及產品生產與銷售，因此盤查範圍不包括銷售產品的加工（類別10）、銷售產品的
使用（類別11）、已售產品的報廢處理（類別12）和特許經營權（類別14）等四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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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
在新的節能減碳目標下，本集團將爭取本集團2035年能源消耗強度比2020年減少45%。年內，本集團能源消耗
總量為2,093百萬兆焦耳，同比下降2.6%；能源消耗強度為0.014百萬兆焦耳╱萬美元營收，同比下降5.8%。

能源消耗強度10（百萬兆焦耳/萬美元營收）

0.011
2,0101,978

2020 2021

能源消耗總量10（百萬兆焦耳）

2022 2023 2024

2,268 2,150 2,093

0.020

0.017 0.016 0.015
0.014

2035
目標

為進一步加快綠色低碳轉型，本集團積極面向自身業務運營及價值鏈落實節能減碳工作，助力構建綠色航運產
業鏈。

自身運營減碳
碼頭設備及車輛電氣化

本集團積極推進附屬國內控股碼頭設備電氣化，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同時，有效減少溫室氣體和廢氣排放。
截至2024年底，附屬國內控股碼頭場橋油改電已基本完成，而起重機、叉車、裝載機、正面吊、跨運車、堆高
機等其他流機設備的總體電氣化比例已達到20%。碼頭車輛方面，本集團持續推進附屬國內控股碼頭新能源、
清潔能源集卡迭代工作，年內佔比已超過50%。

案例
天津集裝箱碼頭部署氫能集卡等一系列清潔能源機械設備

年內，天津集裝箱碼頭相繼投入了20輛氫能集卡和1台改裝後的電動
空箱堆高機，累計使用氫能超過400公斤。這些氫能是周邊工廠的工
業副產品（即副產氫）以及通過光伏電解產生的氫氣，充分體現了綠色
環保理念。據統計，每輛氫能集卡每年等效減排約61.5公噸二氧化碳
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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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智能照明應用

本集團持續推進照明燈具的綠色智能化發展，各附屬控股碼頭在照明節能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年內，廈門遠
海碼頭已完成對98%大功率照明燈具的LED節能改造；泉州太平洋碼頭已將堆場高桿燈升級為LED，並對新購置
的岸橋採用LED智能燈光系統；連雲港新東方碼頭的燈塔照明系統已全面實現節能化；錦州新時代碼頭完成岸
橋照明節能改造，預計全年可節約電力6萬千瓦時，等效減排約58.95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年內，附屬國內、外
控股碼頭擁有超過15,000套LED燈具，佔總照明設備比例超過87%。

可再生能源應用

本集團致力於推進可再生能源應用與技術探索，旨在優化港口能源結構，減少化石燃料消耗及溫室氣體排放。
截至2024年底，附屬國內控股碼頭光伏裝機總容量達到12兆瓦，預計年發電量約1,100萬千瓦時，等效減排約
5,200公噸二氧化碳當量。所有光伏發電項目均採用「自發自用，餘電上網」模式。年內，本集團可再生能源發
電總量達到7,844,282千瓦時。

年內，廣州南沙海港碼頭建成了國內港口中規模最大的7.3兆瓦光伏建築一體化（「BIPV」）項目，正式投入運營
並順利實現全容量併網。該項目的運營期預計為25年，可實現年均發電680萬千瓦時，等效減排4,338公噸二氧
化碳當量。2024年10月，晉江太平洋碼頭0.43兆瓦BIPV項目實現併網發電，預計年均發電45萬千瓦時，等效減
排約316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另外，天津集裝箱碼頭4.5兆瓦分散式風電項目已在2025年第一季度實現併網發電，預計年發電量超過900萬千
瓦時，等效減排約6,700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廣州南沙海港碼頭7.3兆瓦BIPV項目 晉江太平洋碼頭0.43兆瓦BIPV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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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化、智慧化、自動化碼頭建設

本集團積極通過數智化賦能客戶服務數位化、港口生產自動化和資訊管理智慧化，以創新性的思維引領企業發
展。年內，本集團積極加大科技創新力度，首創港口數字孿生綜合能源管控平台，賦能港口實現能耗事前到事
後流程多維度管控，助力港口提升能效。詳情請參閱本報告第九章。

價值鏈合作共贏
岸電應用

為推動綠色航運產業鏈建設，本集團加大岸電設施應用的推廣力度，為靠港船舶穩定供電，大幅減少船舶燃油
消耗，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廢氣及噪音污染，同時支持各附屬控股碼頭制定健全的岸電使用與管理制度，提升
岸電接電率。

年內，附屬國內控股碼頭已實現集裝箱泊位岸電全覆蓋，累計接電6,028艘次，同比增加48%，接電量約959萬
千瓦時，同比增加160%，等效減排8,628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年內，廣州南沙海港碼頭及廣州南沙港務碼頭擴大岸電供電設備容量；南通通海碼頭於2024年4月完成對全球
最大純電動力集裝箱船「中遠海運綠水01」輪補電，實現江海聯運零排放。

「中遠海運綠水01」輪停靠南通通海碼頭補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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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綠色出行

本集團提倡員工綠色出行，在各附屬國內控股碼頭增設電動汽車充電設施。截至2024年底，晉江太平洋碼頭已
部署了6台充電樁並投入使用；CSP武漢碼頭聽取員工建議後，將安裝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在解決員工充電需
要的同時，也助力減少範圍3溫室氣體排放。

支持綠色航運走廊的發展

為應對未來的低碳轉型趨勢，本集團秉持未雨綢繆的原則，著手啟動綠色船舶能源在港口供應的可行性研究，
旨在通過這一前瞻性舉措，把握低碳轉型帶來的挑戰與機遇，進而轉危為機，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

2024年，比雷埃夫斯碼頭開展了關於對船公司提供生物燃料的研究，深入剖析市場上現行可獲取的生物燃料種
類及加注方式。該碼頭計劃在2025年開展關於船用替代燃料的市場研究，以及推進甲醇和液化天然氣(LNG)加
注手冊的設計，旨在為客戶提供更多減碳支持，同時緊抓行業轉型帶來的新機遇。

與合作夥伴共同推進減碳進程

作為香港商界環保協會（「BEC」）的特邀會員，本公司於2024年初簽署了《BEC零碳約章》，積極參與BEC組織的
諮詢小組及各類研討會，為業內低碳轉型提出建議並與同仁交流學習，致力為氣候轉型及減碳做出貢獻。

中遠海運港口簽署了《BEC零碳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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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理
本集團制定了健全的管理架構，在年內設立了專責採購管理和供應商管理的部門，嚴格規範本集團的採購工
作。各附屬控股公司亦會根據國家和運營所在地的適用法律法規制定各自的管理規定，以加強規範採購行為，
保障供應安全。年內，本集團全面檢討了管理規定，不斷完善管理體系。

2024年，本集團供應商庫共計有6,329家供應商，其中3,214家位於中國內地，3,115家位於中國內地以外的國家
及地區。

供應商准入及管理

本集團針對供應商的准入、選用、評價及獎懲制定了詳細的管理規定，旨在持續優化供應商結構，強化與優質
供應商的合作，有效防範採購供應風險。在准入階段，本集團會對供應商進行信息審查，並確保供應商清楚了
解及承諾遵守本集團的商業準則和ESG相關要求。審查流程全面覆蓋法律合規、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禁止使
用童工與強迫勞動、薪酬管理、反歧視等方面。

年內，本公司針對新入庫的供應商增設了一系列ESG評估要求，並計劃在2025年逐步推廣至所有庫內供應商，
以加強對供應商的評估，包括減碳及碳中和目標、範圍1及2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及強度、氣候風險和機遇評估、
自然或生物多樣性評估、反腐敗反賄賂政策，及可持續發展報告的信息披露水平。

此外，本公司亦要求供應商確認審閱並同意以下原則：

• 以環境友好的方式經營，確保遵守所有適用的環境法律、法規和標準，並建立健全的環境管理體系，努
力持續改進，以緩解或盡可能減少對環境的不利影響；

• 為其全體員工創造平等、包容和多元化的工作環境，在招聘和僱傭過程中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嚴格禁
止僱傭童工、強迫勞動或人口販賣，確保業務中不存在現代奴隸制現象；

• 為其全體員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確保遵守所有適用法律、法規和標準，並建立有效的職業健
康安全管理體系；

• 在商業運營中恪守最高的道德行為標準，確保遵守所有適用的反腐敗和反賄賂法律、指令和法規，遵守
反壟斷法和其他競爭法，避免參與任何形式的腐敗或賄賂行為；及

• 承諾遵守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及國際勞工組織標準等國際倡議。

https://www.un.org/en/about-us/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
https://www.il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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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考核評估

本集團每年對年內曾進行交易的供應商進行動態評價，並根據結果將供應商分為四大類，分別為優秀(A)、合格
(B)、應輔導或改進(C)、不合格(D)。評估範圍包括但不限於環境安全保障、創新、商業賄賂與道德風險等ESG相
關評估標準，被評為不合格的供應商將會被移出供應商庫。

年內，本集團完成對3,369家供應商的動態評價，其中56.9%被評為優秀，40.7%被評為合格。

綠色採購慣例

本集團踐行綠色採購原則，在進行項目工程及設備採購時，要求供應商遵守國家相關環保法律法規，同時兼顧
當地環保要求，貫徹落實本集團的可持續發展理念。

本集團在編製採購招標文件時，注重製造商在質量、職業健康、環境保護體系方面的表現，對擁有綠色產品認
證、綠色工廠認證等綠色製造認證的廠商給予額外的加分獎勵，以此鼓勵和引導供應商採取更加環保的生產實
踐。

2024年，CSP瓦倫西亞碼頭及CSP畢爾巴鄂碼頭投用了合共11台混合動力起重機，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廢氣
排放的同時，較原有設備節省約40%燃油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