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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 MEPC 83 定调减排框架：航运业界的战略抉择与未来走向 

作者：程彦民 

 

摘要：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国际海事组织（IMO）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第 83届会

议（MEPC 83）成功为全球航运业减排勾勒出清晰的框架。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犹

如一座新的灯塔，为整个航运业界照亮了前行的方向，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

本文拟从探讨 MEPC 83 减排框架的具体内容和重要意义出发，分析业界在该框架下面临的

现状与挑战，探讨航运企业在减排转型的十字路口所必须做出的艰难抉择。通过引入具有代

表性的企业在减排实践中的宝贵经验，并对业界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展望，旨在为航运业在

减排转型的复杂征程中提供些许参考和借鉴。 

前言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严峻挑战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然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追求。航运

业作为全球贸易的重要支柱，其碳排放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海事组织（IMO）

长期以来始终积极推动航运业的减排工作，而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第 83 届会议（MEPC 83）

所确立的净零减排框架，无疑标志着航运业减排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IMO 净零减排框架

的落地，不仅会对航运企业的日常运营和长远发展产生直接且深远的影响，还将引发整个航

运产业链的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业界在 MEPC 83 减排框架下的应对抉择，具有

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MEPC 83 净零减排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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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框架的核心内容 

燃料标准与排放定价机制：在 MEPC 83 会议上获批的《防止船舶污染公约》（MARPOL）

附则 VI 修正案，开创性地引入了全新的船舶燃料标准以及全球排放定价机制。基于温室气

体燃料强度（GFI）构建起一套严谨的监管体系，并设立了直接合规目标（DCT）与基础目标

（BT）的两级监管架构。 这一举措标志着船舶在燃料选择和碳排放管理方面将面临更为严

格细致的监管。对于那些未能达成减排目标的船舶而言，必须承担相应的碳排放成本，这无

疑为航运业的绿色转型增添了强大的约束与激励。 

CII 减排要求升级：会议对船舶能效设计指数（EEDI）和船舶营运碳强度指标（CII）的要

求进行了升级。CII 减排要求的提高，促使航运企业更加注重船舶的能效提升和碳排放控制，

以满足日益严格的法规要求。 

2. 对航运业的重要意义 

IMO 减排框架为航运业脱碳明确了政策方向，标志着行业正式踏入以减排为核心的新

时代。它宛如一股强大的驱动力，直接作用于船舶运营成本和技术升级。与此同时，整个航

运产业链也将迎来变革浪潮，燃料供应商、造船厂、港口等相关产业，都需迅速围绕这一框

架进行适应性调整与转型，以顺应绿色发展的大势。 

 

二、航运减排的现状与挑战 

1. 航运减排现状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航运业减排已取得一定进展。部分大型航运企业积极

作为，走在减排前列。像马士基订造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中远海运推进甲醇动力船队建设，

积极探索新减排技术与低碳燃料的应用。一些港口也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船舶使用清洁

能源提供支持。但整体而言，航运业减排仍困难重重。大部分船舶依旧依赖传统化石燃料，

新清洁能源技术和燃料的应用尚处起步阶段，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也较为滞后，距离实现大规

模减排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行业仍需付出更多努力。 

2. 面临的挑战 

燃料供应问题：清洁能源燃料的供应是航运业减排面临的一大挑战。目前，绿色甲醇、

绿氨、绿氢等燃料产能严重不足，远不能满足航运业需求。并且，此类燃料生产依赖大量可

再生能源与水资源，其生产过程的可持续性有待深入评估。不仅如此，燃料的运输和储存对

特定基础设施和技术要求颇高，而建设和完善这些设施，既需巨额资金投入，又要耗费大量

时间。 

技术难题：新的减排技术虽潜力巨大，但在航运业应用中面临诸多技术难题。像碳捕集

与封存（CCS）技术，设备体积庞大、能耗高且成本昂贵，限制了其大规模使用；氨燃料发

动机技术，氨的储存、运输和燃烧等环节存在挑战；氢燃料电池技术，能量密度和稳定性有

待提高，成本也需进一步降低。这些技术难题成为航运业减排路上的“绊脚石”，亟待科研

人员和企业共同努力攻克。 

成本压力：采用新减排技术与清洁能源燃料，航运企业需在船舶改造、设备更新和燃料

采购上投入巨资。对小型航运企业而言，这是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会使其在市场竞争中愈

发被动。而且，新减排技术和燃料从研发、试验到推广，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给整个航运

行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法规和标准的不确定性：尽管 MEPC 83 确立了减排框架，但具体实施细则与标准仍在

持续完善和动态调整。这让航运企业在规划减排策略时充满不确定性，极大增加了决策难度。

例如，不同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出台不同的减排政策和标准，航运企业需要应对这种法规和标

准的差异，以确保自身的运营符合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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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航运企业的抉择 

燃料选择：在减排压力的倒逼之下，航运企业在燃料选择上正面临着艰难的权衡与抉择。

一些企业选择了相对成熟的过渡性燃料，如 LNG，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碳排放，而且与

发动机的兼容性较高，因此成为不少企业新造船舶时的选择，一些航运企业便选用了 LNG 双

燃料发动机。然而，也有一些企业展现出了更为长远的战略眼光，更青睐具有零排放潜力的

清洁能源燃料，像绿色甲醇、绿氨、绿氢等。尽管目前这些燃料在技术和供应方面存在诸多

难题，但从长远来看，它们无疑是航运业实现净零排放的关键所在。以马士基为例，它坚定

地提倡使用绿色甲醇，不仅订造了多艘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还对绿色甲醇生产进行投资，

为行业的绿色转型树立了标杆。 

技术升级：为应对减排挑战，航运企业亟需对现有船舶开展技术升级，以此提升船舶能

效、降低碳排放。具体举措涵盖多方面，比如优化船体设计，减少航行阻力；改进动力系统，

提升能源转化效率；安装节能设备，降低不必要的能耗。此外，部分企业积极探索智能航运

技术的应用，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对船舶运营管理进行优化，从而进一步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推动行业绿色发展。 

合作与联盟：面对减排挑战，航运企业纷纷加强合作与联盟，携手共克难关。通过共享

技术、资源与经验，企业能够有效降低减排成本，提升减排成效。比如，部分企业选择联合

投资，共同建设清洁能源燃料的生产与供应设施，保障燃料稳定供应；还有企业共同开展减

排技术的研发与试验，加速技术创新与应用。这种合作模式不仅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更为

航运业的绿色转型注入了强大动力。 

 

四、航运企业脱碳实践与战略 

1. 马士基的减排实践 

燃料选择与船队建设：在全球航运业减排浪潮中，马士基是全球航运业减排的先锋企业

之一。它果断将绿色甲醇选定为船用替代燃料，并订造了多艘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这些新

船投入运营后，为马士基达成 2040 年全业务净零排放目标筑牢根基。不仅如此，马士基还

大力投资绿色甲醇生产，与供应商携手构建绿色甲醇供应链，从源头保障燃料稳定供应，以

实际行动引领行业迈向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船队脱碳策略调整：在全球航运业积极推进脱碳的大背景下，考虑到具备经济可行性的

绿色甲醇供应严重不足，难以满足马士基庞大的需求，在综合考量成本控制和脱碳进度要求

后，马士基自 2024 年下半年起开启了大规模采购 LNG 双燃料船的征程。该公司 CEO 明确表

示，不会把全部希望押注在绿色甲醇这一单一燃料上。据悉，这一战略的转变并非偶然，而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性决策。马士基做出这一策略调整，核心目标是确保船队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保持优势，同时稳步推进脱碳目标的实现。 

在新船规划上，马士基展现出了前瞻性和灵活性，所有新船均采用双燃料设计，这使得

未来多种燃料都能成为可行选择。具体来说，马士基决定订购并租用总计约 80 万 TEU 的双

燃料船，以此保障 2026-2030 年航线的运力需求。这种船队更新策略所带来的运力多元化，

让船队能够在不同场景下灵活应对，承担多种角色，大大增强了运营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此外，马士基还制定了清晰明确的中期目标，到 2030 年，马士基计划在海运领域至少

实现 25%的货物运输使用绿色燃料（由于意识到获取非化石燃料的不确定性，目前预计到

2030 年，其海运货物的 10%至 20%将由绿色燃料提供动力）。这一系列举措彰显了马士基

在航运业脱碳进程中的决心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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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合作：在减排之路上，马士基积极投身技术创新，携手科研机构与企业，大

力开展减排技术的研发与试验。比如，它参与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研究项目，深入探索该技术

在船舶上的应用可能，为航运减排开辟新路径。 

同时，马士基还与其他航运企业、燃料供应商及港口构建合作联盟。各方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凝聚起强大合力，共同推动整个航运业的减排工作，朝着绿色可持续发展大步迈进。 

 

2. 达飞集团多元化策略 

多元化燃料策略：在脱碳之路上，达飞采取了多元化燃料策略。达飞认为甲醇和液化天

然气（LNG）都是可行的燃料选择。一方面，它青睐 LNG 动力集装箱船，该系列船舶还具备

转换为电制甲烷的能力。另一方面，达飞也订购了超 40 艘可使用生物质/电制甲醇为动力的

集装箱船。不过，鉴于绿色甲醇存在供应短缺和成本高昂的问题，达飞曾将一批新造的甲醇

动力集装箱船，改为使用液化天然气（LNG）。这种灵活的燃料选择策略，体现了达飞在应

对脱碳挑战时的务实态度。 

下笔绿色甲醇陆海合作：达飞海运咨询公司 Energie Nouvelles 的最新报告显示，生物甲

醇可减少船舶温室气体排放达 80%，电制甲醇能减少 60 - 80%。在此背景下，2025 年 3 月

20 日，达飞集团携手上海港的上港集团以及上海电气，签署绿色甲醇长期供应合作协议。

上海电气将借助陆海联运，从中远期为达飞集团把洮南生产基地的绿色甲醇运送至上海港。 

 

3. 商船三井的脱碳战略 

短期替代燃料选择：日本商船三井（MOL）首席执行官桥本刚认为，行业正朝着多元燃

料时代过渡。在短期，MOL 选择 LNG、甲醇与生物柴油作为替代燃料，这些燃料相对成熟且

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能在当下为航运脱碳提供有效支持。 

长期零碳燃料布局：从长期来看，MOL 将氨燃料与氢燃料定位为实现 2050 年温室气体

净零排放的关键解决方案。该公司积极参与氨燃料和氢燃料的研发和应用项目，与相关企业

合作开展船舶氨燃料发动机的试验和示范工作，为未来的零碳航运做好准备。 

 

五、业界未来发展展望 

技术创新将推动减排取得更大突破：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技术创新正成为航运业减排

的强大引擎，推动其取得更大突破。未来，碳捕集与封存、氢燃料电池、氨燃料发动机等前

沿减排技术有望实现质的飞跃，为航运业的减排提供更有效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智能航

运技术的广泛应用，将深度赋能船舶运营管理，让航运业在智能化轨道上加速驶向绿色发展

的新未来。 

清洁能源燃料将成为主流：随着清洁能源燃料产能的不断扩大和成本的不断降低，它们

将逐渐成为航运业的主流燃料。绿色甲醇、绿氨、绿氢等近零排放或零排放燃料将得到更广

泛的应用，推动航运业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与此同时，燃料供应商也在积极作为，不断优

化供应网络，提升燃料供应能力与稳定性，为航运业绿色转型提供坚实保障。 

行业合作与联盟将更加紧密：在减排挑战面前，行业合作与联盟的纽带将愈发紧密。航

运企业、燃料供应商、造船厂、港口等不同参与者将携手共进，加强协同合作，凝聚各方力

量共同推动航运业的减排转型，形成强大的行业合力。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将进一步加强

合作，制定统一的法规和标准，为全球航运业减排工作搭建协调发展的框架，助力整个行业

朝着绿色可持续方向大步迈进。 

政策支持将持续加强：在全球减排大趋势下，各国政府对航运业减排的政策支持力度将

持续加大。未来，更多激励措施与法规要求会不断出台。一方面，政府会通过财政补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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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优惠等政策，引导航运企业积极采用新减排技术和清洁能源燃料；另一方面，会加强对船

舶碳排放的监管，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倒逼航运企业主动承担起减排责任，推动行业绿色发

展。 

 

六、结语 

2025 年 4 月，IMO MEPC 83 审议并批准的净零排放框架草案，是全球航运业迈向可持

续未来以及气候治理多边主义进程中的一座关键里程碑。该草案首次为全球航运业设定了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净零目标，同时清晰勾勒出技术路径与市场化经济措施。MEPC 83 定调的航

运减排框架为全球航运业的减排指明了方向，然而，业界在实施减排措施的过程中面临着重

重挑战。 航运企业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审慎做出合理抉择。在此过程中，各方应紧密加

强合作与联盟，携手应对挑战，推动航运业朝着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尽管实现航

运业的净零排放目标的道路漫长且充满艰辛，但只要业界各方齐心协力，积极采取行动，就

一定能够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征程中做出重要贡献。 

 

以上内容仅供会员参考，如需具体建议请联系协会相关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