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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2月26日讯（记者
谭琦）2月26日，“海南自贸港政策

解读”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

十场）——《海南省应对气候变化

的政策与行动》专场举办。发布会

上，多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海南

在推进自贸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上取得的显著成效。

目前，海南以“双碳”工作为

引领，出台加快推动海南自贸港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施方

案，培育壮大节能降碳产业、资源

循环利用产业、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等领域发展新动能，滚动更新海南

自贸港绿色低碳产业项目库，有序

推动我省绿色低碳项目管理信息

化、标准化。海南将碳排放评价纳

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积

极引导企业采用绿色低碳先进示范

技术；大力发展数字内容出海、人

工智能计算、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等

新业态，壮大清洁能源汽车产业

链。同时，启动海南低碳岛建设，

统筹布局产业优碳、宜居降碳、交

通脱碳、增汇固碳、智慧管碳和长

效治碳体系。

工业节能减排方面，海南推出

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信领域）

项目共确定了10个子项目的奖励

政策，用于提高先进装备制造能

力、提升工业企业规模、首台套科

技创新能力、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加大融资支持

力度和优化企业发展环境等领域奖

补兑现，“10个子项目奖励政策”

2023-2024 年资金总支出 23.3 亿

元。“十四五”期间，海南省规上

工业增加值能耗从2020年的1.64

吨 标 煤/万 元 增 加 值 ， 下 降 到

1.2472 吨标煤/万元，累计下降

48.3%；截至2024年底，全省新能

源汽车保有量达40.9 万辆，占比

19.2%，居全国第二；市场新增和

更换占比全国第一。将省内潜力企

业纳入绿色制造培育库，评选出国

家级绿色工厂30家，省级绿色工

厂18家。

在打造绿色建筑方面，2024

年度全省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

民用建筑面积比例达到90%以上，

全省明确采用装配式建造的项目面

积在新建建筑中占比超过 75%。

2024年临高金牌港产业园区产值

规模达十亿级，全省装配式建筑生

产基地实现“1+N”（临高金牌港+

市县）的布局，部品部件生产企业

从2015年的1家发展到目前的40

余家。

在运输装备新能源升级方面，

2024年，海南公路占货物周转量

比重下降至0.4%以下，水运占全

部货物周转量比重提高到99%以

上。2024年全省累计新增和更换

新能源营运车辆8400多辆，交通

公共领域基本实现清洁能源化目

标，并持续推动新能源船舶使用。

我省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交通公共领域基本实现清洁能源化目标

《海南省应对气候变化
的政策与行动报告》发布

2月26日，《海南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

策与行动报告》发布，系我国首个省级层

面的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报

告，全面总结和展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以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措施和

重点工作的进展成效。

2023年，海南省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GDP）二 氧 化 碳 排 放 比 2018 年 下 降

7.2%，新能源汽车在新增车辆中占比超

50%。截至2023年底，非化石能源消费比

重达到 20.9%，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

78.5%，森林覆盖率提高到62.1%、远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的24.02%，推动省内发电企

业率先完成全国碳市场三个履约周期100%

履约。

南国都市报2月26
日讯（记者 赵航）2024

年12月30日《洋浦港总

体 规 划（2024- 2035

年）》（以下简称《总规》）

正式获交通运输部、海

南省人民政府联合批

复。为深入解读《总规》

内容及实施路径，儋州

市政府于2月26日召开

奋力打造海南自贸港

“样板间”——《洋浦港

总体规划（2024- 2035

年）》解读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透露，洋浦港将

持续发力，构建洋浦、神

头、后水湾“一港三区”

发展格局，规划码头岸

线总长约44公里，陆域

面积约2400万平方米，

可形成约146个泊位，全

力打造海南自贸港“样

板间”和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国际枢纽港。

洋浦港：构建“一港三区”发展格局，打造国际枢纽港

预计2035年
洋浦港年吞吐量将达2.25亿吨

预计2025年底，洋浦港集装箱吞吐量超350万标箱，可通行世界最大的20万吨级集

装箱船，开通到美国国际干线，保税油产业迈上新台阶，国际船舶登记将不断取得新突

破，促进港航产业加速汇集。2027年底，初步建立北部湾区域船燃加注中心和面向国内

国际的双向集采中心，将洋浦港打造成南北航线的南枢纽港、东西航线的东枢纽港。

2035年，洋浦港年吞吐量将达2.2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200万标箱，建成联通全

球、自由便利、开放包容、功能完善、安全高效、智能绿色且具有较强全球资源配置能

力和鲜明自贸港特征的国际枢纽港。

据洋浦管委会港航首席运营官王坚

敏介绍，儋州已围绕《总规》谋划27

个港航项目，总投资超600亿元。重点

包括港口扩建、智慧绿色港口、保税油

加注中心等内容。

儋州市发改委主任李猛表示，当前

儋州已形成石化新材料、港航物流两大

千亿级产业集群，石化新材料产业成为

全省首个千亿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未来

将重点发展新能源、生物医药、数字经

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海上风

电+产业”融合，建设国际航运物流枢

纽和供应链服务中心。

国投洋浦港副总经理谢雨林透露，

企业将投资10亿元建设海南唯一的10

万吨级公共粮油码头，并升级现有泊位

至5万吨级，同时推进智慧港口建设，

助力儋州打造国际粮油加工基地。

下一步，儋州洋浦将以《总规》为

引领，加快推动港口与临港产业深度融

合，持续释放“中国洋浦港”国际船籍

港政策效应，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和

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谋划27个港航项目
临港产业加速集聚

洋浦港定位为辐射东南亚、联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际枢纽港，是我国面向

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全方位开放门户。

未来将维持“一港三区”总体布局，包括洋浦港区、神头港区和后水湾港区。

洋浦港区:以集装箱及粮食、木材等通用散杂货运输为主，规划码头岸线约17

公里，相比2014版总规增幅83%，陆域面积约1400万平方米，可建泊位51个，

打造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核心载体、物流中心及现代航运服务集聚区；

神头港区:聚焦绿色石化、风电等临港产业，规划码头岸线约27公里，较

2014版总规增幅2.05%，陆域面积约1000万平方米，可建泊位95个，打造南海

船舶及海工装备服务保障基地；

后水湾港区:作为战略预留港区，近中期主要承担船舶防台避风功能，未来将

结合生态保护红线调整深化规划研究。

构建“一港三区”格局

定位国际枢纽港

2025年1月11日在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拍摄的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蒲晓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