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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航运和绿色航运规划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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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大学 海洋与海岸带发展研究院，厦门 361102)

摘要: 当前的航运规划多局限于海洋运输，战略性航运规

划研究成果极少，技术方法不成熟。在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下，基于供应链视角开展的绿色航运规划研究受到关注。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通过对文献资料检索和实地调研，

总结国内外绿色航运和绿色航运规划的研究进展，包括绿

色航运规划的概念及其发展、绿色航运规划的研究与实践

现状和绿色航运规划的技术路线和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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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航运作为一种低成本的交通运输方式，在开

放性市场的贸易与发展中充当着重要角色［1］。航

运的运输能力突出，世界经济高度依赖于航运［2］。
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顾客消费水平及个性化

的不断提高，海洋运输产业从“港到港”( port to
port) 的运营模式转变为“门到门”( door to door)
的运输服务［3，4］，港口间的竞争转变为港口所在供

应链间的竞争［5］。海洋运输走向供应链航运物流

模式［6］，带来了研究范式的变革［7］。
1992 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高峰会议”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

通过了《里约宣言》，并制定了执行可持续发展的

《21 世纪议程》。此后，联合国各组织、世界各国

均开始制定各自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执行计划。
各国民众要求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呼声也日益

高涨，要求各行业都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8］。

由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1994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公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ted Na-
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 ;

1997 年颁布《京都议定书》( Kyoto Protocol) 突出

船舶管理制度［9］; 2009 年哥本哈根协议 ( Copen-
hagen Agreement) 提出到 2050 年船舶二氧化碳排

放减少到 4 亿 t，2080 年实现零排放［10］; 2015 年

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气候

变化巴黎大会上提出发展低碳交通［11］。这些任

务与压力最终给政府、航运公司和港口企业等带

来实质性的挑战与机遇，绿色航运倡议应运而生。
当前国际上的航运规划大多为管理规划或航

运的要素规划，规划的技术路线和方法很不成熟。
学术界对航运战略规划的研究成果极少［2］，相关

的 理 论 与 结 构 框 架 研 究 极 其 缺 乏［12］。虽 然

Frankel［13］于 1989 年提出航运和港口需要开展战

略规划，但后续相关研究成果十分单薄［13］。笔者

基于 2015 年在广东省航运规划设计院、广东省交

通运输规划研究中心、广州港务局等单位针对航

运规划和港口规划现状开展的调研，并结合文献

资料了解到，我国目前的航运规划体系包括交通

运输发展规划、内河航运规划、航运中心发展规

划、船舶工业发展规划、水路节能中长期规划、港

口布局规划和港口总体规划等，缺乏成熟的海运

规划体系，更缺乏从供应链视角开展的绿色航运

规划。
我国集航运大国、造船大国与贸易大国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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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当前低迷的海运业环境中，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机遇和挑战。抢抓机遇，抢先布局，直接关系到

此轮航运强国之争的成败，特别是在国际海运减

排规则制定中把握主导权和话语权。专家学者们

纷纷呼吁加快制定绿色海运发展战略［14］。绿色

航运是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目标，需要通过长期

的、综合的、战略性的规划才能真正实现，才能适

应航运业的发展趋势，满足可持续发展要求，落实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的研究，总结国内外绿色

航运和绿色航运规划的研究进展，包括绿色航运

概念的提出与发展、绿色航运规划的研究与实践

现状，以及绿色航运规划的技术方法，为后续开展

绿色航运规划研究打下基础。
由于绿色航运是一项遵循可持续发展的行业

发展战略，因此本文重点研究具有综合性、长期性

和决策性的战略性绿色航运规划，适当了解策略

性绿色航运规划，基本不考虑与绿色航运有关的

运营或建设规划。

二、绿色航运规划的概念及其发展

( 一) 绿色航运概念的提出及其发展

Pike 等［15］指出，2004 年以后出现了许多鼓励

改善航运业环境管理的前瞻性努力，这些不同的

努力综 合 起 来 被 称 为 可 持 续 或 绿 色 航 运 行 动

( sustainable or green shipping initiatives) 。可持续

航运的驱动力包括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责任与市

场营销、经济收益和国际规章的遵守，主要关注航

运的空气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固体废物污染和

能源节约等［16］。
Turtiainen［17］认为绿色航运应该提高船舶能

源利用效率以满足更严格的环境法规。
Breitling 等［16］认为过去几年航运企业、港口

运营和管理机构、港口和航运协会、研究机构、政

府和环境保护部门等从空气质量、气候变化、水环

境质量、废物处理、疏浚、节能与可再生能源、自然

资源、永续性( sustainability) 和环境管理体系( en-
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等方面制定并实

施相关行动计划( initiatives) 、规划、工具、指南和

制度，以解决可持续航运和港口运营与环境相关

的问题。
吕安勤［18］认为绿色航运是指航运发展中注

重经济效益和保护环境结合，强调航运效益和环

境的相互协调，使之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2011 年，国际海事组织 ( IMO) 秘书长 E． E．

Mitropoulos 在巴拿马海事会议上作了题为“绿色

航运: 一个持续的挑战”( Green Shipping: A Con-
tinuous Challenge) 的报告，其中提出，在绿色航运

背景下，IMO 关注航运空气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
油污染、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污水、压舱水管理、船
舶回收、船舶生物污染、船舶噪声等［19］。

Lai 等［20］提出绿色航运实践概念，即绿色航

运实践是用可持续的方法处理和分配货物，在航

运活动中通过减量化和资源保护等措施考虑环境

问题。
冯春宾等［21］认为所谓绿色航运不仅是指在

经营时注意经济效益和保护环境结合，更重要的

是强调航运效益和环境的相互协调，使之可持续

发展，从而能够做到不因当代人的急功近利而牺

牲后代人的长远福祉。
2013 年 IMO 第 36 次世界海事日界定了可持

续海事运输系统的关键要素包括: ( 1 ) 有序管理;

( 2) 海岸机构的协调支持，包括助航标志、海洋水

文与气象服务、港口设施、搜索与救援服务、贸易

便利设施、事故紧急救援人员和货运与物流系统;

( 3) 可靠的能源供给; ( 4 ) 人员保障，包括高素质

海员、专业人员及服务人员; ( 5) 全球标准; ( 6) 安

全( security) ; ( 7) 健全的金融系统; ( 8 ) 积极参与

船级社、学术组织和科研机构等［22］。
综上，绿色航运概念的提出大约开始于 2004

年，起源于可持续或绿色航运行动，经历了从开始

简单地认为绿色航运即在航运活动中做出环境管

理努力，到后期关注航运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最后融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关注航运全生命周期

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代际公平。
相关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绿色航运是航运发展的战

略目标。当前未对绿色航运和可持续航运进行严

格区分和界定。
( 二) 绿色航运规划的发展

自 2004 年起，国际上提出“可持续航运行动”
( sustainable shipping initiatives，SSI) 。

Lai 等［20］提出绿色航运实践 ( green shipping
practices) 的 概 念 框 架。其 后，Lai 等［23］、Yang
等［24］、Lun 等［25］、Lam 等［26］、CHIU 等［27］、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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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8］以及 Lirn 等［29］对绿色航运实践理念进行阐

释并实证分析。
2010 年，新加坡开展绿色航运行动［30］。
2011 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开展“可持续航运

行动”审查［15］。
2013 年，国际海事组织阐述了可持续海洋运

输系统的目标和行动［22］。
2013 年，国际航运协会第 136 次工作组会议

讨论了“可持续的海上航行”( sustainable maritime
navigation) ，制定了可持续航运目标，分析了相关

措施［31］。
2013 年，中国交通运输节能减排项目管理中

心印发了《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输省份、城市、公
路、港口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试行) 》［32］。

2013 年，世界航运产业的龙头企业和非营利

性组织将“可持续航运行动”确立为一个独立的

公益机构，推动航运业走向持续发展［33］。
Wan 等［34］提出通过清洁拆船、控制排放和改

善港口管理，实现绿色航运。
由此可见，绿色航运规划主要起源于“可持续

航运行动”，目前还处于概念提出和内容讨论阶

段，尚无明确的定义。普遍认为绿色航运规划的

战略目标是满足可持续发展要求。当前绿色航运

规划主要的成果是提出概念和目标、开展实践行

动、提出一些指标体系等，尚无具体的规划研究成

果和实证案例。目前对可持续航运规划与绿色航

运规划未进行明确的区分。IMO、欧盟委员会和

相关的航运组织或协会对绿色航运的推动发挥了

突出的作用。

三、绿色航运规划的研究与实践

( 一) 绿色航运规划的研究

Pike 等［15］认为“可持续航运行动”在最近十

年从个别方案( individual schemes) 逐渐向更加综

合的技术方法( holistic approaches) 发展，现有“可

持续航运行动”主要从研究与创新、企业社会责任

与市场、意识增长与环保教育和自愿入级标志与

认证四个角度开展。
Goh［35］阐 述 了 新 加 坡 通 过 绿 色 船 舶 计 划

( green ship program ) 、绿色港口计划 ( green port
program) 和绿色技 术 计 划 ( green technology pro-
gram) 综合开展绿色航运规划研究。

2010 年 美 国 皮 尤 气 候 变 化 研 究 中 心 ( Pew
Center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开展航运减少排

放的研究［16］。
2013 年，国际海事组织制定可持续海事运输

系统的目标和行动计划［22］。
2013 年，国际航运协会第 136 次工作组会议

讨论了“可持续的海上航行”，分析了海上航行可

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和工具，且分别分析了船舶与

港口可持续发展问题并提出相应措施［31］。
2013 年 11 月，加拿大环境部公布了《可持续

未来规划: 2013—2016 加拿大联邦可持续发展战

略规划》( Planning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A Fed-
e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Canada
2013 – 2016) ，该规划通过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

进行航运可持续规划［36］。
Lai 等［23］运用问卷形式对 500 家航运企业从

绿色航运实践的 6 个维度评价绿色贡献的优、劣

势，并提出需改善的领域。
Yang 等［24］从先前研究中总结和假设了集装

箱航运企业内部绿色实践、外部绿色集成与绿色

绩效和企业竞争力的关系，收集了 163 家台湾航

运企业的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 structural e-
quation model) 检验了研究假设。

Lun 等［25］通过航运企业绿色实践 6 个维度的

输入输出以研究航运企业的绿色能力。
Prpic-Orsic 等［37］从减少船舶温室气体排放措

施、高效节能( eco-efficient) 策略两个角度进行绿

色航运发展策略研究。
Ji 等［38］分析了国外船舶制造商、远洋承运人

和港口国的绿色航运实践，并进行中国绿色航运

建设启示分析。
世界航运产业的龙头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为

实现航运业可持续发展，分析全球变化趋势，并将

其概括为航海经济环境变化、审查更严格且期望

更高和未来能源与气候变化三大挑战，提出“可持

续航运行动”，并制定行动策略［33］。
Lun 等［39］对绿色航运实践六个维度分别提出

实施措施，并运用输入输出分析模型进行验证。
CHIU 等［27］通过分析环境保护、绿色管理教

育和船舶技术改进三个绿色航运因素影响航运公

司实施绿色航运措施的概念模型，从而制定了绿

色航运的实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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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等［34］分析了航运的污染问题，并提出通

过清洁拆船、控制排放和改善港口管理三步实现

绿色航运。
目前绿色航运规划的研究成果较少，近十年

主要是从个别方案的萌芽到整体视角的考虑。当

前主要是国际组织、航运协会或国家政府机构开

展了绿色航运战略性规划的尝试，相关的学术研

究成果极少，且多关注绿色航运策略规划和管理

实践。
( 二) 绿色航运规划的实践

如前所述，由于目前尚无真正意义上的绿色

航运规划，绿色航运规划的实践是对实现绿色航

运所做的努力。不同层次的绿色航运规划的实践

针对的规划周期、范围和空间不同。总体来说，国

际组织与跨国组织 ( 主要指欧盟) 和国家层面的

绿色航运规划实践具有战略性或策略性，其他的

管理实践 ( 如企业绿色航运管理 ) 具有策略性。
因而，本节主要对国际组织与跨国组织和国家层

面的绿色航运规划实践进行阐述。
1． 国际组织和跨国组织的实践

2008 年，国际最大的海洋保护倾向性组织

( Oceana) 针对航运对气候的影响开展研究，并寻

求解决方案，公布《航运对气候的影响: 解决方

案》( Shipping Impacts on Climate: A Source with So-
lutions) ［16］。

2008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和 国 际 运 输 论 坛 (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Forum) 对国际航运的环境影响的过去趋势和未来

发展进行分析［16］。
2009 年 世 界 航 运 委 员 会 ( World Shipping

Council) 研究了班轮产业碳排放政策［16］。
2009 年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

tion，WTO) 研究了贸易与气候变化，阐述了航运

与气候变化问题［16］。
2009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运输论

坛分析了国际航运温室气体减排的潜力［16］。
2009 年，IMO 开展防止船舶空气污染研究，

公布《防止船舶空气污染———IMO 第二次温室气

体研究》( Prevention of Air Pollution from Ships －
Second IMO GHG Study) ［16］。

2009 年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U-

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s) 和 2010
年坎昆( Cancun) 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强调了航

运排放和减排技术，为此，船级社和个别航运企业

为促进航运可持续发展纷纷响应，大力投资研究

与技术方案［15］。
2009 年，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秘 书 处 ( Air

Pollution ＆ Climate Secretariat) 、欧洲环境署( Euro-
pean Environmental Bureau) 和欧洲联邦交通和环

境机构( European Federation for Transport and En-
vironment) 联合发布《基于市场手段对波罗的海区

域进行氮氧化物减排》( Market-based instruments
for NOx abatement in the Baltic Sea) ，减少波罗的海

氮氧化物排放［40］。
2009 年欧洲联邦交通和环境机构开展了《船

用燃料和〈京都议定书〉: 国际民航组织和国际海

事组织气候变化测试如何失败》的研究［16］。
2010 年欧盟从近海航运政策和船舶设计、管

理与运营方面开展航运可持续研究［16］。
2010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运输论

坛分析了全球化、运输和环境的关系［16］。
2010 年，碳披露项目 ( Carbon Disclosure Pro-

ject) 组织发布《交通碳披露报告》( Carbon Disclo-
sure Transport Ｒeport) ，公开航运碳排放［41］。

2010 年，由欧盟国家的航运公司联合实施的

清洁船运计划( clean shipping project) 公布《清洁

航运指数指导性文件》( Clean Shipping Index Guid-
ance Document) ，指导国际货物所有者运用用户友

好和综合的清洁航运指数工具评价海洋运输的环

境行为［16］。
自 2011 年起，全球共设定了四个排放控制

区: 波罗的海、欧洲北海、北美洲和加勒比海排放

控制区［42］。
2012 年欧盟提出优先关注减少温室气体、硫

氧化物、氮氧化物和悬浮颗粒排放，减少噪音，开

展物种入侵斗争，溢油和危险物质事故后处理等，

以 实 施 绿 色 水 运 ( greener waterborne trans-
port) ［43］。

到 2013 年，国际海事组织设立了 14 个特别

敏 感 海 区 ( Particularly Sensitive Sea Areas，
PSSAs) ，以 保 护 在 航 运 中 存 在 风 险 的 脆 弱 环

境［22］。
2013 年由世界航运产业的龙头企业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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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 Forum for the future ) 与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会

( World Wide Fund) 两大龙头非营利性组织发起

的“可持续航运行动”成为一个独立公益机构，并

倡议航运业走向持续发展，内容包括行动情况

( The case for Action) 、展望 2040( Vision 2040) 、未
来创新( Future Innovation) 和广泛作用( Wider Ac-
tion) 模块［33］。

2013 年国际海事组织根据实践经验制定了

可持续海洋运输系统的目标和行动，为后续可持

续海洋运输系统的讨论提供参考［22］。
2013 年，国际航运协会第 136 次工作组会议

讨论了“可持续的海上航行”，分析了海上航行可

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工具、问题和措施［31］。
2． 国家层面的实践

( 1) 欧洲国家。从 2004 年开始，国际上便开

始提出“可持续航运行动”，譬如法国的“Keep it
Blue”行动，考虑船舶接收装置产生的废物和挪威

的“TＲESHIP”项目，关注航运的环境技术解决方

案［15］。
2009 年，挪威船级社 ( Det Norske Veritas) 公

布《走向低 碳 航 运———到 2030 年 的 减 排 潜 力》
( Pathways to low carbon shipping － Abatement poten-
tial towards 2030) ［44］，实施低碳航运措施。

( 2) 美国。美国海运管理署通过对海运政策

研究意识到应该提高航运政策满足商业、经济、安
全和环境的能力，目前的海事政策只是狭窄地关

注船舶，而不是整个运输系统［45］。
海运管理署 2007 年利用 ISO 14000 的环境管

理系统(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制定海

运环境政策和目标; 2009 年开展战略可持续性执

行计划 ( strategic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plan) ，

以关注温室气体、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燃料消

耗、高性能可持续建筑、绿色采购和电子管理等方

面的规划、预算和报告; 开展了碳足迹计算，并于

2008 年加入气候注册 ( climate registry) 机构以建

立排放底线，并每年更新碳足迹信息和评估减排

机会，还开展了多项具有重要意义的节能措施研

究，减少相关机构的碳足迹与能源使用，鼓励使用

清洁 能 源［46］; 开 展 海 事 环 境 和 技 术 支 持 项 目

( maritime environmental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program) ，包括水生外来物种入侵、压载水处理、
船体污损和港口与船舶大气污染等相关方面的环

境技术开发工作［47］。
2014 年颁布的《美国交通部气候变化适应性

计划》( U． 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Climate
Adaptation Plan 2014 ) 提出美国海运管理署将继

续参与国家海洋委员会( National Ocean Council)
和跨部门政策委员会 ( Interagency Policy Commit-
tees) 的海洋运输和航海政策研究，开展气候变化

脆弱性评估［48］。
( 3) 亚洲国家。新加坡于 2010 年开展了新加

坡海事绿色行动( Maritime Singapore Green Initia-
tive) ，通过实施绿色船舶计划鼓励新加坡籍船舶

减少碳氧化物和硫化物排放，实施绿色港口计划

鼓励停靠新加坡的远洋船舶减少污染物排放，实

施绿色技术计划鼓励当地海事企业开发和采用绿

色技术［30］。海事和港口管理局从 2011 年开始 5
年内在新加坡海事绿色计划中投资 1 亿新元，试

图减少运输和相关活动的环境影响，以促进清洁

和绿色航运［30］。
2013 年 5 月，中国交通运输部印发了《加快

推进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输发展指导意见》［49］。
2013 年 12 月，中国交通运输节能减排项目管理中

心印发了《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输省份、城市、公
路、港口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试行) 》［32］。2015 年

中国船级社修订了《绿色船舶规范》［50］。
2014 年 4 月 9 日 日 本 召 开 环 境 技 术 研 讨

(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Seminar) ，探讨交流了

日本绿色船舶的环境技术［51］。
3． 其他管理实践

Lun［52］综述了绿色管理实践 ( green manage-
ment practices) ，将其总结为供应链伙伴合作、环

境友好运营和内部管理支持三个主要要素，将绿

色管理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作为变量构建函数

关系，通过集装箱码头案例研究验证关系模型。
Lam 等［26］运用网络分析法和质量功能配置

( analytical network process with quality function de-
ployment) 决策支持模型帮助客户将绿色需求合并

到企业战略决策和运营管理。
Lirn 等［29］识别绿色航运管理性能的绿色政

策、绿色船舶和绿色供给三个维度，并研究它们对

企业绩效的影响。
Lun 等［39］提出航运企业绿色和绩效相对论

( greening and performance relativity) 的概念，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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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输入输出分析模型验证航运绿色运营和企业绩

效的关系。
CHIU 等［27］基于文献综述提出环境保护、绿

色管理教育和船舶技术改进对绿色航运措施实施

具有积极响应的三点假设; 对这三部分和企业实

施绿色航运措施的意愿进行属性识别，并制成问

卷; 开展问卷调查和结果分析。
Lun 等［28］从绿色航运实践、绿色航运网络、绿

色与企业绩效关系和绿色展望四个方面进行绿色

航运管理的研究。

四、绿色航运规划的技术路线和方法

( 一) 绿色航运规划的技术路线

当前，由于绿色航运规划还没有真正开展，基

于上述绿色航运规划研究与实践的成果，笔者尝

试性地从战略性和策略性两个角度对与绿色航运

规划相关的决策过程进行技术路线的总结。
1． 战略性绿色航运规划

现有战略性绿色航运规划主要以愿景或目标

为核心开展绿色航运规划。较具代表性的有:

( 1) 国际海事组织通过定义可持续海洋运输

系统，并制定可持续海洋运输目标和行动开展战

略性的可持续海洋运输系统规划［22］。
( 2) 国际航运协会在 2013 年第 136 次工作组

会议讨论了“可持续的海上航行”，提出渐进式的

决策技术路线( stepwise approach) ，包括建立需要

与目标，识别机会，制定备选方案，实施、监控与评

价，具体如图 1［31］所示。

图 1 可持续海上航行渐进式的决策技术路线

( 3) 世界航运产业的龙头企业和非营利性组

织提出“可持续航运行动”，通过全球变化趋势分

析，提出愿景，并制定行动策略［33］。
2． 策略性绿色航运规划

绿色航运策略规划技术路线大体可以归纳为

三种类型:

( 1) 基于数据分析拟定规划，属于传统研究

型［20，23 － 27，29，37，39］;

( 2) 设定目标，然后制定规划方案，属于政府

或国际组织的决策规划型［32］;

( 3) 在原有经验或单项规划 /计划的基础上

拼凑合成，属于实践整合型［38］。
( 二) 绿色航运规划的方法

绿色航运规划常用的方法大体可以按照数据

分析、辅助决策和决策三个阶段进行整理。
( 1) 数据分析方法。绿色航运规划基础分析

阶段 运 用 的 方 法 包 括: 聚 类 分 析［15］、经 验 分

析［38］、数据统计分析［53］、模型法［24，52，54］、矩阵分

析法［55］等。
( 2) 辅助决策方法。绿色航运规划辅助决策

阶段运用的方法包括: 成本收益分析［22］、环境影

响评价［31］、模型法［24］、问卷调研［23，27，56］、实证研

究［24，29，57］等。
( 3) 决策方法。绿色航运规划决策阶段运用

的方法包括专家评判法［22，33］、决策模型法［26，58］、
建立环境管理系统 ( EMS ) 开展决策［46］、公众参

与［31］和多目标优化工具［59］等。由于绿色航运规

划难以定量预测，因此基本没有见到预测方法的

运用。
战略性绿色航运规划成果十分单薄，多偏向

于定性方法的运用，包括运用经验分析法、专家判

断法和公众参与开展; 策略性绿色航运规划则运

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比如数据统计分析

法、模型法、矩阵分析法、实证研究和专家判断法

等。值得 一 提 的 是，美 国 海 运 管 理 署 运 用 ISO
14000 的环境管理系统( EMS) 进行决策。

五、结 语

1． 结论

绿色航运概念的提出始于 2004 年，开始是在

航运活动中实施环境保护措施，其后关注航运经

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最后融合可持续发展理念，

关注航运全生命周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

发展。但至今未严格区分和界定绿色航运和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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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航运的概念。
绿色航运规划起源于“可持续航运行动”，战

略目标是满足航运可持续发展要求。绿色航运规

划总体上经历了从个别方案制定到基于整体视角

考虑的发展过程。目前还处于概念提出和内容讨

论阶段，尚无明确的定义，也没有确切的绿色航运

规划研究成果和实证案例。目前尚未明确区分可

持续航运规划与绿色航运规划的差异; 实践成果

较之研究成果丰富些，但系统性不强。
战略性绿色航运规划的成果极少，主要内容

是确定愿景或绿色航运战略目标，技术路线中多

数运用专家判断法和公众参与等方法确定愿景或

规划目标。策略性绿色航运规划的技术路线大体

包括传统研究型、决策规划型和实践整合型三种，

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开展。战略性的绿色航运规

划适应了绿色航运规划从整体角度考虑的发展需

求。
总之，绿色航运规划研究起步晚，至今仅有十

年左右，相关的研究成果极少，尚无真正意义上的

绿色航运规划的研究成果和实证案例。在仅有的

成果中关注较多的是策略性的绿色航运规划。
2． 绿色航运规划存在的问题

( 1) 航运规划存在的问题。当前航运规划体

系仍然是传统的海运规划，仅单纯考虑港到港的

海洋运输，未能很好地从供应链视角考虑，已难以

适应供应链航运物流的发展需求以及可持续发展

的要求。
( 2) 绿色航运规划理念问题。绿色航运规划

研究起步晚，虽然经历了从开始简单地认为绿色

航运即航运活动中的环境管理，到后来融合可持

续发展理念，关注航运的可持续发展，但目前几乎

没有绿色航运规划的研究成果和实证案例。理念

上也未能清晰界定绿色航运 ( 规划) 和可持续航

运( 规划) 的区别。
( 3) 技术方法问题。目前尚无成熟的绿色航

运规划的技术路线和方法体系，尤其是战略性的

绿色航运规划。
3． 展望

在供应链航运物流发展的背景下，仅考虑港

到港的航运规划已经不能满足航运业发展的需

求，有必要开展基于供应链视角的航运规划。基

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绿色航运是航运业发展的

战略目标。在复杂环境下，对具有高不确定性和

高风险性的航运业，战略规划是实现长期的战略

目标的有效方法［13］。整体的、长远的和综合的战

略性绿色航运规划适应绿色航运发展的需要［15］，

是航运业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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