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4 月 22日 星期五12 企 业

一季度，天津港集装箱吞吐量创新高——

加 快 港 口 智 慧 化 升 级
本报记者 周 琳 商 瑞

站在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公司

眺望天津港北支航道，大小货轮有序停

靠，各色集装箱整齐排列。“随着自动

化、信息化建设不断推进，岸桥、场桥、

集装箱卡车等重型机械变‘聪明’了，各

种设备的能耗降下来了，作业效率也大

幅提高了。”天津港数字化转型办公室

技术高级总监李秋男说。

近几年，天津港集团发力建设智慧

绿色枢纽港口，实现传统集装箱码头自

动化升级改造，并推出“智慧零碳”码

头，多项领域走在行业前列，闯出了一

条智慧港口发展新路。2021 年，天津港

年集装箱吞吐量跃上 2000 万标准箱新

台阶。今年一季度，天津港集装箱吞吐

量完成 462.7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3.5%，

创历史新高。

5G 技术赋能

“这些卡车是我们自主研发制造的

人工智能搬运机器人，整车重量仅 21吨，

比传统卡车轻 30%，采用新型磷酸铁锂

电池，充电 1 小时即可实现 12 小时连续

作业。”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孙彪指着港区内一辆辆淡

蓝色的无人驾驶卡车告诉记者，无人驾

驶卡车不使用传统磁钉引导，而是依托

于 5G 网络和北斗导航，搭载激光雷达、

视觉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等多种传感

器，实现避障、超车、路径选择等自主决

策，运输集装箱更安全、便捷。

天津港通过加强 5G、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港口各领域深度融合，持续推动智

慧港口建设。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

进行智能化升级后，较同规模传统集装

箱码头人员降低 60%，减少集装箱作业

倒运环节 50%，作业效率可达到每小时

39 标准箱。

“今年 3 月份，天津港集团和华为、

中国移动联合打造的‘5G+智慧港口’

项目，荣获 2022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互

联经济最佳移动创新奖’。我们还将继

续打造更多的科技应用场景，引领港口

智能化发展。”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

公司信息部副经理刘喜旺说，一季度，

天津港集团引航拖轮智能管控系统已

经上线运行，助力靠离泊效率平均提

升 8%。

使用绿色能源

海边见到白色“大风车”不新鲜，可

将风电塔筒和光伏发电板建到码头附

近，并不多见。

天津港分布式电源并网项目负责

人、国网滨海电力公司副总经理钱峰介

绍，这些风力和光伏发电机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并网发电，构成智慧绿色能

源系统。该系统采用“自发自用，余电

上网”模式，并网发电后每年总发电量

将达到 2330.2 万千瓦时，将节约标煤约

7340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2 万吨。

通过智慧绿色能源系统建设，天津

港第二集装箱码头公司全部设备用上

清洁能源。码头装卸设备、水平运输设

备、生产辅助设备等采用电力驱动，能

源消耗百分百来源于“风光荷储一体

化”系统。同时，采用先进能源监测技

术，对码头各类能源消耗进行实时统计

分析，优化工艺和运营，实现能耗进一

步“瘦身”。

“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公司已成

为 100% 使 用 绿 色 电 能 ，且 绿 色 电 能

100%自产自足的零碳码头。目前，该码

头能耗较传统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下降

17%，实现在能源生产和消耗两侧的二

氧化碳零排放。”孙彪说。

融入协同发展

通过应用新技术，天津港为传统集

装箱码头自动化升级改造贡献可推广、

可复制的“天津港方案”，也为促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提供

高质量的物流服务。

走进位于天津港北疆港区的环球

滚装码头，许多家用轿车整齐地排队等

待进入货船。“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

汽车集散码头之一。”天津港环球滚装

码头有限公司业务运营部调度指挥中

心副主任金浩说，天津港是京津冀及三

北地区的海上门户，也是距离雄安新区

最近的出海口，更是“一带一路”的重要

节点，在增强辐射带动能力、助力内陆

腹 地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中 的 作 用 愈 加

重要。

今年一季度，天津港集团成功开通

直航澳大利亚“中澳快航”新航线；海嘉

滚装码头正式投产运营，新增 50 万辆商

品车年吞吐能力；承载京津两地口岸协

同运营功能的天津港最大冷库群——

京津物流园项目完成验收，新增冷链作

业库容 6 万吨。

天津港集团物流经营中心多式联

运副经理任俊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天

津港集团已开行“齐齐哈尔—长春—天

津港”班列，开通“银川—天津港”一单

制海铁联运班列，为腹地市场提供更为

高效、便捷的服务。一季度，天津港海

铁联运运量同比增长 21.6%。

据介绍，天津港集团将继续全力建

设世界一流绿色智慧枢纽港口，深入推

进数字化转型，加快打造“零碳港区”，

持续提升港口服务和口岸营商环境，更

好服务国家战略实施和区域经济发展。

小鹏

﹃
停产论

﹄
需要正解

“如果上海和周边的供应链企业还无法找到动态

复工复产的方式，5 月份可能中国所有的整车厂都要

停工停产了。”小鹏汽车创始人、董事长何小鹏在朋友

圈的“停产论”一出口，就得到华为终端业务 CEO、智

能汽车 BU CEO 余承东的响应，引爆舆论场。

从产业链重要性来说，何小鹏“停产论”并非

毫无道理。毕竟上海及其周边区域是全国汽车产业

核心聚集区，这里不仅有包括特斯拉、上汽大众、

上汽乘用车等大量整车企业，还有众多全球汽车零

部件巨头及大量中国本土零部件供应商，可谓牵一

发而动全身。

不过，此次不少社交媒体在解读何小鹏的“停

产论”时，也有“刻意放大焦虑，肆意制造恐慌”

之嫌，充满带节奏的套路。事实上，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位于上海的整车企业和其他地区少数整车

企业暂时停产，并不等于全国车企就已停产。只要

细读何小鹏的“停产论”，不难发现其推论是有前置

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在一定时间内不能“动态复

工复产”；况且何小鹏的“停产论”后面还有一句，

“好消息是部分部委和主管部门正在尽全力协调，期

望更多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不少媒

体在报道时选择性地忽略了这句话，虽然产生了轰

动响应，但不利于正确理解我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上做出的巨大努力。

两年多的抗疫实践告诉我们，只要毫不动摇坚

持“动态清零”，把疫情“防”住，就能早日恢复生

产。上海抗疫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疫情的传播指

数已明显下降。正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近期汽

车业的复工复产才显得更有底气和保障。可以说，

对于“所有的整车厂都要停工停产”的担心，早已

没有必要。

有人提出，小鹏汽车不在上海，此次为何率先拉

响警报？其实原因并不复杂。一方面，汽车涉及成千上

万个零部件，产业供应链长，上海的零部件企业也有

可能是广州车企的供应商，“一辆车差一个零件都没

法生产”。另一方面，与传统大厂相比，造车新势力供

应链更脆弱，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不强。当然这种脆弱不是它们自身可以选择

的，由于车辆的销售体量不够大，对零部件供应链的把握度不够高，整个体系的

耐冲击性自然就很差。因此，作为造车新势力的代表，何小鹏的发声也不难理解。

尽管全国车企停工停产的极端情况已不可能发生，但这并不妨碍何小鹏“停

产论”对汽车产业的警示意义。要看到，当前汽车产业链的布局是在经济全球一

体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受精益生产理念影响，全

球汽车企业大多在技术密集的地方开发产品，在制造

成本最低的地方制造产品，在市场条件好的地方销售

产品，并且尽可能减少库存，甚至零库存运营。这样做

的好处是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但是供应链安全

性差，抗风险能力不足。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很容易出

现断供断链。面对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如何做好产

业链安全与成本之间的有效平衡？生产适度分散化、

本地化，缩短产业链半径，及时补足库存，建立极端情

况下的“备胎”，也许是更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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