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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港口2050年愿景识别框架



24个太平洋国家和地区

4200万人

4200万平方公里

50%的太平洋岛民居住
在距海岸5公里以内（不
包括非盟、新西兰）

96%为海洋

占30%世界专属经济区

蓝色太平洋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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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Sustainable mobility of people and goods in the Pacific

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海事综合方案

改善船舶海上安全
和航行安全服务

提高能源效率和生产
力，推动航运和港口
服务现代化

促进该部门的性别
平等，促进互联互
通和市场准入

推动航运和港口
服务低碳化



太平洋岛屿国家和地区的港口
• 60多个港口为国际航运服务

• 大多数属于极小型港口

• 一些微型港口每年接收货船不到20艘，平均每年吞吐量为2000个标准箱。

• 只有6个港口的年吞吐量超过10万标准箱



太平洋岛屿国家和地区港口常见问题

• 老化的基础设施

• 港口水深不足

• 泊位长度有限

• 出货场地不足

• 未充分利用可提高港口效率的现有技术、财务和管理策略

• 机械设备不足（或过时）



绿色太平洋港口概念
• ：与太平洋区域环境规划署合作制定绿色太平洋港口概念，并在各种论坛上宣传绿

色港口概念。

• ：与斐济港口有限公司、所罗门群岛港务局和汤加港务局开展试点活动。

港口 节电（千瓦时） 温室气体减少（
吨二氧化碳当量

）

温室气体减少百分比 节省的费用（当地货
币）

斐济港口
有限公
司

110,000 40 办公室用电量的21% 300,000 斐济元

所罗门群
岛港务局

190,000 160 霍尼亚拉港的电力排放减少27%，占霍尼亚拉港所有能源相
关排放的13%，包括电力和燃料

900,000 所罗门群岛元

汤加港务
局

28,000 19 减少17%的电力排放，占所有能源相关排放（包括电力及燃
料）的11%

22,000 汤加潘加



2030-2050年太平洋港口远景规划
• 2019年：吸取试点项
目中经验教训 ， 进一
步完善了最初的概念
，并更名为“2030-
2050年太平洋港口愿
景：太平洋弹性、绿
色和清洁港口愿景”
。

• 弹性：港口是有利可
图的，有能力承受中
断、适应中断和恢复
中断。

• 绿色：港口净零碳排
放。

• 清洁：港口最大限度
地减少对周围自然环
境和当地社区的影响
。



2022年

• 制定了一个识别框架，以支持这一愿景，并指导通过与太平洋岛屿地区港口的恢复力、运

营、能源和环境管理有关的宏伟目标
2023年 5年

 第五届太平洋区域能源运输部长级会议期间交通部长通过的识别框架。

识别框架



2030-2050年太平洋港口远景规划



框架概览——目标、措施及指标

太平洋港口2030-2050年愿景认可框
架

弹性 绿色 清洁

• 适应气候变化

• 灾害与应急响应

• 网络安全

• 支持经济发展和运营效率

• 遵守国际标准

 保障

 安全

 数据交换

• 减缓气候变化

 碳中和

 领导力

 测量与监控

 执行

• 能效

 意识

 执行

• 激励绿色航运

 约定

 实施

• 水质

• 海上泄漏

• 废物管理

• 社区和邻里关系

• 疏浚与海岸水文学

• 环保参与及合规



框架概览——指标级别

太平洋港口2030-2050年愿景认可框
架

未参与 参与 高度参与 领先

未参与港口即尚
未制定任何计划
或采取任何与长
期目标和2050年
弹性、绿色和清
洁港口愿景相关
的行动。

参与港口即被认为是采取
初步措施确定需要改进的
领域，并制定与长期目标
和2050年弹性、绿色和清
洁港口愿景相关计划的港
口。初步评估和测量可能
已经完成，但计划尚未制
定或实施。

高度参与港口 即 对弹
性、绿色和清洁的太
平洋港口的长期目标
和2050年愿景做出了
重大贡献的港口。高
度参与港口制定了具
体 且 有针对性的目标
来改善港口业务，并
已开始实施这些计划
。

在所有或大多数指标中，领先港
口被认为是太平洋地区弹性、高
效和可持续港口的高成就的典范
。领先港口彰显了对港口愿景的
一贯承诺，展示了港口愿景的发
展趋势，并根据弹性、清洁和绿
色港口的长期目标，改进了港口
的运营和发展。



行政活动
1. 提高太平洋港口对该框架的认识

2. 加强培训并提供工具、模板和技术服务台，供港口使用

3. 核查活动

4. 管理认可

5. 为该框架提供资金，帮助港口获得活动资金，以帮助它们走向
领先地位

6. 定期审查和更新框架

7. 促进区域一级更密切的合作



能力建设活动



系列网络研讨会
• 了解其他港口如何解决常见问题

• 港务局、码头经营者、装卸工人、第三方、非太平洋岛国港口做
演讲

• 不同的网络研讨会将会有不同的目的 



文件和程序的制定
1. 根据国际航运协会（PIANC）气候变化适应指南进行气候变化风险评估

2. 应急计划

3. 按照ISO 45001安全管理体系；或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港口安全和健康业
务守则》制定程序

4.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

5.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统（重点是碳减排）

6. 绿色航运计划

7. 绿色租赁（如码头操作员/装卸工）

8. 维护程序（机械、堆场、码头）

9. 绿色采购政策



培训计划
• 培训需求评估

• 关键领域：

港口经营管理

领航员训练

数据管理

环保驾驶培训

港口工程师培训

港口数字化



人员交流
• 将工作人员临时调往其他港口，目的是让港口工作人员了解新的
工作理念和方法

• 关键领域：
港口经营管理

设备维护

基建及上盖结构维修

电气维修

能源管理

新技术



资源调动活动



协助港口获得资金/支持
为区域和单个
港口项目提供
创意研发、项
目提案和概念
说明。



框架的供资

• 管理该框架本身需要资金，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太平洋区域环
境规划署正在编写一份方案提案，以支持该框架的部署。



核查和识别活动



需要负责任的组织

太平洋港口2030-2050年愿景认可框
架

1.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和太平洋区域环境规划署——充当秘书处并管理该框
架。

2. PMTA——建立一个监督小组，与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和太平洋区域环境规
划署合作，并开展核查活动。

3. PIMC——举开展识别活动并颁发证书。



核查
• 港口根据识别指标提交自我评估

• 当某一港口声称其完成水平高于上述“未参与”指标时，太平洋
共同体秘书处/太平洋区域环境规划署/监督小组对该港口提交的
证据进行审查

• 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太平洋区域环境规划署/监督小组根据识别
指标进行或监督第三方审计。



识别
● 制作和颁发许可证书

● 每个港口状况的年度审查

● 开展识别活动

● 编写年度报告



挑战

太平洋港口2030-2050年愿景认可框
架

• 投资规模和获得气候融资的机会

• 各捐助方在港口发展活动中缺乏协调

机遇

• 该框架采用基于合作而非竞争的“太平洋大家庭”理念

• 互学互鉴，信息共享

• 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 加快创新

• 通过更好地了解目标、进度和途径，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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