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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摘要： 

一、 國際港口協會（IAPH）成立於 1955 年，已發展成為 169 個港口機關和 134

家港口相關企業組成的全球聯盟。成員港口遍布世界各大洲之87 個不同國

家組成，處理著全球約三分之一的海運貿易和全球 60% 以上的貨櫃運輸。 

IAPH 領導全球港口產業在脫碳和能源轉型、風險和彈性管理以及加速海運

鏈數位化方面等措施。其世界港口永續發展計畫已成為港口應用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並將其融入業務參考資料庫。 

二、 本屆係 2023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三天)期間於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阿布達比國家展覽中心 (ADNEC) 舉行。本次論壇內容包含能源轉型、零

碳燃料、郵輪及港口未來發展等議題。 

三、 為掌握國際海運發展動態與趨勢，並增進我國與各國之互動關係，本局亦派

員出席本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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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國際港埠協會(IAPH) 是一個非政府組織(NGO)，總部位於日本東京。 

IAPH 意旨成為港口機關和營運商的全球貿易協會，在國際海事組織、世界

海關組織、國際標準組織和其他全球聯盟（例如全球海事論壇和世界港口協

會）等，討論海運相關議題與展望。 

    IAPH 具有諮商地位，並代表港口與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並和其他聯合國機構合作。 

  本次 IAPH 世界港口大會於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假阿布達比國家展

覽中心(ADNEC)舉行，大會包含有未來低碳能源發展、散裝及貨運運輸現況

與未來、有彈性的港口營運模式、郵輪產業及科技技術運用等議題， 本次

主要除可蒐集近期各國關注技術發展，及累積我國參與國際事務之能見度。

期能瞭解各國港口發展方向及推行相關政策考量因素與不同面向建議，同時

藉此場合認識國際夥伴，建立與他國聯繫管道，並促進我國際交流事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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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程: 

112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3 日，共 6天，行程表如下： 

10/30(一) 抵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機場->前往阿布達比 

10/31(二) 09:00 - 09:10  歡迎致詞-IAPH 總裁兼董事總經理 

09:10 - 09:15  會議主題和議程介紹 

09:15 - 09:35  國際海事組織（IMO）主題演講 

09:35 - 09:50  主題演講：能源轉型全球展望 

09:50 - 10:30  

 

小組討論：零碳燃料對全球貿易路線和貨

物流動影響 

11:00 - 11:45 小組討論：降低能源轉型投資風險 

小組討論：港口作為清潔能源海洋樞紐的

作用 

11:45 - 12:30  

 

 

1. 港口如何吸引建立零碳燃料 

2. 港口的創新思維轉變 

3. 建立有彈性的營運港口模型 

02:00 - 02:30 1. 船舶在泊位的排放 IAPH ESI 試點專案 

2. 港口碳捕捉和儲存 

3. 海關當局作為貿易促進者 

02:30 - 03:00 在港口中融入可持續的安全文化 

03:30 - 04:15  產業焦點：散裝貨運現況 

04:15 - 05:00  產業焦點：郵輪產業 

11/1(三) 09:00 - 09:45  小組討論：貨物會談 

09:45 - 10:30  小組討論：海運貨物供應鏈中的數據協作 

11:00 - 11:45 

 

 

1. 利害關係人之間採取規模化方法來實現

航運脫碳 

2. IMO 海事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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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對港口的網路威脅-近期案例回顧港口和

碼頭相關基礎設施中 

11:45 - 12:30 

 

 

1. 港口和城市的數位孿生計畫 

2. 港口反腐敗的成功案例 

3. 港口準備清潔船用燃料加注程度 

02:00 - 02:30 

 

 

1. 港口停靠優化 - 第一個試驗計畫的成果 

2. 使用綜合港口數據進行更好預測 

3. 港口及水道海事新核能 

02:30 - 03:00 

 

 

1. 港口碼頭營運脫碳 

2. 變革管理以實現數位轉型 

3. 自然災害的應對和恢復氣候變遷以及地

震和海嘯等自然事件影響 

03:30 - 04:15 世界港口永續發展計畫 

16:15 - 17:00  永續港口領導管理是什麼？ 

19:00 晚宴及 IAPH 永續獎頒獎 

11/2(四) 09:00 - 09:45  小組討論：全球貨櫃港經濟展望 

09:45 - 10:30  小組討論：港口機關的業務新模式和治理

配置 

11:00 - 12:00 

 

小組討論：港口和航運能為 COP28 提供什

麼？ 

12:00 - 12:30  閉幕式 

15:00 - 17:00  港口訪問 

18:00 阿布達比-> 杜拜機場 

11/3(五) 杜拜機場 -> 抵達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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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點摘要及記事 

(一) 2023 年世界港口大會地點：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之是由阿布達比、沙迦、杜拜、阿吉曼、富吉拉、

歐姆古溫、拉斯海瑪七個大公國組成的聯邦制君主國，阿布達比也是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的首都，2023 年世界港口大會於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在

阿布達比國家展覽中心 (ADNEC) 舉行。 

圖 1. ADNEC 會場內外部 

ADNEC 地址：Al Rawdah - Al Ma'arid-阿布達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二) 有關 2023 年 IAPH 大會開場與說明： 

    由阿布達比港口營運機構 AD Ports Group 執行長 Captain Mohamed 

Juma AI Shamisi 及國際港埠協會(IAPH)主席 Captain K. Subramaniam 

Karuppiah 致歡迎詞，再由 IAPH 常務董事 Patrick Verhoeven 介紹會議主

題及議程，並由國際海事組織(IMO)秘書長 Kitack Lim 說明國際海事組織

最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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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AD Ports Group 執行長 Captain Mohamed Juma AI Shamisi 致歡迎詞 

    IMO 秘書長 Kitack Lim 提到港口是船舶的家，為了促進 IAPH 與 IMO 之

間的緊密合作，兩者在去年 6月已簽署了一份合作備忘錄。此外，第 28 屆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COP28)即將於年底在杜拜舉行。

就像本次研討會深入探討零碳排放對全球的影響一樣，與 IMO 最近努力推

動海運實現淨零碳排放目標是完全契合的。 

圖 3.國際港埠協會(IAPH)主席 Captain K. Subramaniam Karuppiah 及國

際海事組織(IMO)秘書長 Kitack Lim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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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場次內容： 

1. 「能源轉型全球展望」主題專題演說： 

    由國際再生能源總署(The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IRENA) 總幹事 Francesco La Camera 主講。 

圖 4.IRENA 總幹事 Francesco La Camera 針對能源轉型全球展望

主題發布演說 

 

    Francesco La Camera 表示 2022 年再生能源發電量新增創紀

錄總計 295GW，並已經達到總新增能量之 83%(再生能量/非再生能

量加上再生能量)，為了達到 2023 年全球降低 1.5 度 C 之目標，需

要克服基礎設施、政策法規及技術和機構之量能等 3方面限制，再

生能源在應用於航運業脫碳部分發揮著至關重要的影響，透過合成

燃料和原料間接使用清潔電力之影響有 60%、需求減少的影響占

17%、先進生物燃料改善有 20%，及能源利用的影響有 3%，並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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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這些影響來達到二氧化碳減排效果及降低全球氣溫 1.5 度 C。 

圖 5. 2022 年再生能源發量新增創紀錄 

 

2. 「零碳燃料對全球貿易路線和貨物流動影響」場次： 

  由標普全球市場財智公司資深編輯 Janet Nodar 主持，ADNOC 

Logistics and Services (L&S) 公司高級副總裁 Captain Mohamed 

Al Ali、國際液體儲運協會（ILTA）主席 Kathryn Clay、阿聯酋船

東協會執行長 Anders Østergaard 擔任與談人。 

  阿聯酋船東協會執行長Anders指出，我們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與 20 世紀初不同，當時世界上有足夠的石油供應；也不同於 2020

年，在我們推動實施低硫燃油政策時，有著相對完善的配套措施。我

們現在正面臨選擇替代燃料的艱難決定。儘管市場上有些燃料已經

相對成熟，比如液化天然氣（LNG），但價格仍相對昂貴。又例如，氨

或甲醇的價格是燃油的 3 倍。此外，碳捕捉技術也是我們必須進一

步發展和學習的技術。在這個背景下，港口需要以合作開放的態度

應對能源轉換的挑戰。未來，我們必須保持營運的靈活性和開放的

態度，同時持續關注市場機制。 

  ILTA 主席 Kathryn 表示，在面對這艱鉅挑戰的時刻，政策決定

者不應該試圖裁定誰是贏家或輸家，而是應該將決策權交給市場趨

勢。當然，還有眾多其他安全技術上的考量，例如氨要如何安全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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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儘管透過添加水可以使其的化學性質更加穩定，但仍可能對引

擎等使用造成不良影響。這是一個長期而且極其複雜的轉型過程，

目前我們所能做的是在過渡階段，仔細選擇船舶壽命期內合適的燃

料。在過去的 25 年裡，我見證了在正確政策下做出正確決策的例子，

因此我對這個轉變仍抱持樂觀態度。 

  L&S 公司高級副總裁 Mohamed 強調，我們必須做出下一個時代

的重大決策。由於船舶的壽命通常為 15 至 20 年，目前仍無法建造

零碳的船舶。確定適合的燃料，是甲醇還是氨，需要透過實際實驗和

時間的累積。其中一個可能的選擇是液化天然氣（LNG）。因此，實現

淨零碳排放的目標被定在 2050 年。然而，這對港口基礎建設構成了

巨大的挑戰。航運業者可能面臨不確定，不知道應該投資於哪種燃

料。因此，我們必須與利害關係人積極對話，以促使做出進一步的決

策。 

 

圖 6.「零碳燃料對全球貿易路線和貨物流動影響」場次晤談 

3. 「降低能源轉型投資風險」場次： 

    由國際航運商會(ICS)創新與合作夥伴關係主管 Nelson 

Mojarro 主持，法國巴黎銀行企業參與及永續性主管 Jerome 

Ponrouch、世界銀行運輸專家 Rico Salgmann、標普全球市場財智

公司資深編輯 Ines Nastali 擔任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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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航運商會(ICS)主管 Nelson 表示，目前替代能源投資案的

成功率相對較低。他期待在本次論壇中看到港區成功轉換使用替代

能源的案例，同時對即將舉行的 COP28 會議充滿期望，希望能夠

看到更加具體的共識和推動的決心。 

標普全球市場財智公司資深編輯 Ines 指出，面對替代燃料的同時，

港區營運單位也必須應對基礎設施更換所帶來的調整和挑戰。這是

一個前所未有的局勢，一個嶄新的挑戰。 

    任職在紐約的法國巴黎銀行主管 Jerome 說明，當航商提出投

資能源的申請時，銀行會提供相關的決策工具，同時提供有關不同

投資危險因子的資訊。在 2023 年 7 月，澳洲提交了在沙烏地阿拉

伯的投資申請，並成功通過審查，該計畫預計投資 30 年。鑒於替

代燃料確實需要大量技術支持，而不論是船舶還是港口，都需要共

同努力應對這樣的挑戰，呼籲航運業者一起在 COP28 中發表強烈

的聲明。 

    世界銀行運輸專家 Rico 指出，航運業者、港口經營者以及經

濟推動者將扮演不同的角色，而銀行業也有其應盡的角色，因此迫

切需要建立相應的規則。未來，不論是已開發國家或發展中國家，

都必須面對海運實現淨零碳排放這一嚴峻的挑戰。政府部門或許能

提供私部門發展基金，並積極推動港區建設，改善營運環境，提供

必要的支持。 



12 
 

 

圖 7. 「降低能源轉型投資風險」場次晤談 

4. 「港口作為清潔能源海洋樞紐的作用」場次： 

  由英國港口協會執行長 Richard Ballantyne 主持，國際航運

商會(ICS)總監 Stuart Neil、納米比亞港務局執行長 Andrew 

Kanime 及巴西阿庫港(Porto do Açu)港務局長 Vinicius Patel 擔

任與談人。 

  該場次詳細介紹了納米比亞以及阿庫港的情況和正在實施中

的計畫。巴西阿庫港（Porto do Açu）港務局長 Vinicius 指出，

該港正在推進離岸風電和生質燃料的發展。儘管甲醇已經使用數年，

並且 LNG 也在使用中，目前替代燃料的主要選擇為甲醇和氨，但仍

難以確定最佳替代燃料是什麼。實現零碳排放還需要積極採取多方

面的行動。 

  另外，國際航運商會(ICS)策略與溝通組組長 Stuart Neil 表

示，潔淨能源海事中心(Clean Energy Marine Hubs, CEM-Hubs)為

能源-海事之全球高層級倡議，用於推動能源海事供應鏈之去風險

化與轉型。為了實現世界脫碳，全球電力需求將增加至 60,000 TWh，

而為了實現淨零轉型同時滿足能源需求，全球再生能源發電量須成

長 18 倍。眾多行業正尋求透過氫能和永續生物燃料來脫碳，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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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50 年，航運將占氫能需求的 5-10%，雖然不是氫能需求之首要

角色，但卻是運輸該燃料的關鍵推動者，這也意味著向低碳能源海

事價值鏈的轉型。而這需要大量增加再生能源，並將新產能和基礎

設施策略性地設置在港口附近。各國政府和業界除了將在潔淨能部

長級平台下共同尋求在全球建立潔淨能源海洋中心，以提供低碳燃

料外，也需與私部門聯合分享在價值鏈中的最佳實務，以降低投資

風險及加速生產。 

 

圖 8.「港口作為清潔能源海洋樞紐的作用」場次晤談 

 

5. 「船舶在泊位的排放 IAPH ESI 試點專案」場次： 

  由里維埃拉海事媒體業務關係主管 Edwin Lampert 主持、阿姆

斯特丹港政策顧問 Henri van der Weide 及國際郵輪協會(CLIA)

總監 Nikos Mertzanidis 進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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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船舶在泊位的排放 IAPH ESI 試點專案」場次晤談 

 

    Henri van der Weide 說明，IAPH 自願網路系統(ESI)，船東

可以上傳船舶性能資料； ESI 於 2011 年在倫敦啟動，約有 6500

艘船舶參與，可以顯示所有船舶類型 6 個月平均表現 NOｘ、SOｘ和

自體燃油效率評分為 1-100，目前已被 60 多個港口主管機關和海

事機構使用，各地主管機關並對這些船舶進行激勵，例如減少港口

費用；並透過自我聲明系統，收取小型船舶訂閱費等，因此數據可

以由 ESI 管理機構 Green Award 在船上基於風險進行隨機驗證，

單一的ESI模組也可用於噪音評分(也是1-100分)；ESI 邁向 2025 

年的下㇐步：希望可以進㇐步發展到 ESI 2.0，並更加關注溫室氣

體排放、創新技術和燃料以及水下噪音模組；最後並發展：ESI 於

泊位模組。 

圖 10. IAPH ESI 涵蓋運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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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I 泊位模組可用於評估給定港口停靠的性能，並以遊輪作為

試點案例開始。如實際使用創新技術（例如太陽能板和綠色燃料使

用）的泊位創新得分最高可增加 50 分；港口和碼頭可以利用泊位

績效來優化其對停泊泊位的可持續船舶的激勵計劃，希望各港口可

以參與，並將於 2024 年底進行評估，以確定其他船舶類型是否符

合停泊模組的條件。 

    針對港口/碼頭（可以）將數據用於：港口的相關實際數據，例

如特定船舶的電力/能源需求，使用 NOｘ、SOｘ上的呼叫效能指示器

等， 以及港口/碼頭的（彙總）排放數據（為第 2 階段，正在開

發中，將顯示每次呼叫報告的排放數據）。航線（可以）將呼叫資料

交換用於：對單艘船舶進行自身性能分析；可用的相關連接埠/終

端數據；計算出的呼叫績效指標以獲得獎勵，而獎勵可以是財務獎

勵或營運獎勵，取決於各個港口/碼頭管理機關。 

    最後，泊位 ESI 模組透過在港口停靠期間共同提高真實環境

績效的透明度，幫助用事實和數據證明其永續性。無論是港口和航

線都可以利用模組中的數據來分析船舶和船港介面的實際性能，以

優化和提高未來的性能。 

    另外 Nikos-Mertzanidis 提到，IMO 對燃料選擇的政策為 2024

年溫室氣體(GHG)相較於 2008 年降低 70%，至 2025 年溫室氣體排

放達到淨零目標；而歐洲議會表示確保船舶必須逐步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從 2025 年起將其使用的能源中的溫室氣體量減少 2%（低於

2020 年每兆焦耳 91.16 克二氧化碳的水準），自 2030 年起為 6%，

2035 年起為 14.5%，2040 年起為 31%，自 2045 年起為 62%，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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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 年起為 80%。 

圖 11. 政策框架中的燃料選擇：歐盟途徑 

 

    而他們的願景是讓郵輪業被公認為負責任旅行的領導者，以及

永續體驗世界的最佳方式。永續郵輪的 3大行動方式，包含減少船

舶靠泊及在海上的碳足跡、投資船上先進環境技術，及建立港口及

城市的永續夥伴目標管理，ESI 的目標是透過改進引擎、燃料和技

術來真正減少排放，從而認可船舶的環境績效，其自願參與港口激

勵計畫的全球 ESI 可以提供實施過程中的㇐致性、可預測性和清

晰度，同時對船舶層面的環境績效進行準確的評估。在 IMO -IAPH 

諒解備忘錄中，並將 ESI 視為「低碳和零碳船舶港口激勵措施的標

準基 礎」，ESI 由非營利認證組織綠色獎基金會所管理。 

 

6. 「港口碳捕捉和儲存」場次： 

  由標普全球市場財智公司資深編輯 Ines Nastali 主持，阿聯

酋能源與基礎設施部主管 Hanan Ekhzaimy、鹿特丹港環境管理總

監 Eric van der Schans 及 C02 管理公司總經理 Dr. Torsten 

Porwol 擔任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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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中探討到在過去幾年中，碳捕捉技術已經取得長足進展，

然而，在實際的船舶試驗計劃中卻經歷了多次失敗。在港口方面，

考慮到價格、體積和電力等因素，設置碳捕捉設施仍然面臨著許多

困難。然而，由於目前替代燃料的可用性仍然面臨極大挑戰，不論

是氨或氫的技術尚未成熟，因此利用碳捕捉技術來處理天然氣產生

的碳，是一個可行的技術發展方向。 

圖 12.「港口碳捕捉和儲存」場次晤談 

7. 「散裝貨運現況」場次： 

  由標普全球市場財智公司資深編輯 Janet Nodar 主持，BBC 中

東租賃公司(Chartering Mideast DMCCO)公司總經理 Denis 

Bandura、德烏格羅阿聯酋航運(Deugro Emirates Shipping)總裁

Steffen Behrens 及彼得羅法克(Petrofac)物流經理 Stephanie 

Schooley 擔任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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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散裝貨運現況」場次晤談 

    Janet Nodar 提到專案貨物是「雜貨」的一部分，通常包括超

大、超重和/或超限貨物，需要特殊處理和運輸，通常透過多用途、

重型起重或雜貨的專業承運部門處理。而鋼鐵、紙漿/紙張以及其

他貨物也可以散裝或其他方式運輸。其成本、可用運力、船 期和

其他因素，推動著散裝貨物在運輸方式和船舶類型之間來回調整。

然而石油和天然氣、石化、液化天然氣及相關市場的活躍，推動了

專案貨運市場的貨運量。另外儘管風電在 2023 年起步緩慢，但陸

上和離岸風力渦輪機現在將成為多用途船（MPV）產業貨運量的重

要來源，其陸域風電市場預計到 2027 年複合年增長率為 6% 離

岸⾵電市場預計到 2027 年複合年增⾧率為 25%。 

    而因應市場分化情形，影響散雜貨費率與貨櫃費率，到 2023 

年多用途船（MPV） 費率㇐直在疲軟， 但仍高於疫情流行前的水

準，這與我們在貨櫃方面看到的情況不同，其 2023 年貨櫃運價將

持續徘徊在疫情爆發前水準。依據多用途信心指數(Multipurpose 

Sentiment Index)揭示了 MPV 產業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而導致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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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然而，2023 年第四季的預測仍高於以往平均值。 

圖 14. 全球海運貿易(乾貨)到 2026 年每年平均成長 2%  

 

8. 「行業重點-郵輪」場次： 

  由里維埃拉海事媒體業務關係主管 Edwin Lampert 主持，沙特

郵輪(Cruise Saudi)首席資產管理和運營官 Barbara Buczek、郵

輪國際協會(CLIA)歐洲總幹事 Marie-Caroline Laurent 及國際港

口協會（IAPH）郵輪委員會主席 Simone Maraschi 擔任與談人。 

  國際港口協會（IAPH）郵輪委員會主席 Simone 表示，郵輪業

已成功自疫情影響中復甦，以漢堡郵輪碼頭為例，截至 2023 年已

實現 320 航次，超過 100 萬旅客受惠。未來的規劃中，預計在 2025

年開放岸電供應，標誌著郵輪業結合環境永續的新里程碑。另亦強

調郵輪產業對於當地發展的至關重要性，郵輪業者因為安排航線的

關係，通常前一兩年就知道旅程規劃，也可先跟地方聯繫以確定活

動或宴會的安排。把地方文化和港口特色帶進郵輪旅遊中。

Evehicle 或其他創新智慧技術，我們都會帶進未來郵輪發展，未

來將繼續引進綠色運輸概念和其他創新智慧技術，推動郵輪產業的

永續發展。 

    沙特郵輪代表 Barbara 分享阿拉伯郵輪產業的發展。自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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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積極加強相關基礎建設，拓展與旅客的關係，致力成為阿拉

伯市場郵輪的佼佼者。他們的目標是在 2035 年開發杜拜航線。除

了致力於港口建設外，亦規劃打造綠色船舶，採用環保燃油，以更

好地迎接國際旅客。目前所面臨的挑戰之一是如何招募新的船員，

應用新技術提升郵輪的安全性。同時，該公司正與政府部門合作，

以確保港口配備足夠的設施，以滿足相關的法規要求。 

  郵輪國際協會(CLIA)歐洲總幹事 Marie 指出，郵輪產業已經自

過去 2 年的疫情中復甦，並吸引更多年輕人參與，然而，目前面臨

更加嚴峻的挑戰。首先，歐盟將於 2024 年 1 月 1 日實施碳稅，同

時國際海事組織的 CII 規定也已生效。郵輪業務需要共同努力以遵

守這些法規。在實現郵輪永續性的過程中，共有 3個階段：首先是

減少碳排放，其次需要投資改進船上設施，最後是與當地城市合作

以實現永續發展目標。對於郵輪業來說，岸電已經不再是問題，真

正的挑戰在於如何與停靠的港口合作，實現更有效的碳排放減少。 

圖 15.「行業重點-郵輪」場次晤談 

9. 「小組討論：貨物會談」場次 

  由 S&P Global 航運情報副總裁 Peter Tirschwell 主持，嘉

吉全球營運與供應鏈總監 Eman Abdalla 及 IKEA 供應股份公司全

球永續發展經理 Elisabeth Munck af Rosenschöld 擔任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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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討論貨主是港口的最終端用戶，貨主需要港口及港口機關

可以提供那些協助，如 IKEA 以減少作業時間，增加效率為原則，

思考重新整合供應鏈的方式，並在IKEA 碳足跡從2019至 2022年，

減少 18% emission，脫碳雖然有很大挑戰，但是如何合作是關鍵，

以開放態度來達到目標。 

圖 16. IKEA 減碳作法 

 

    嘉吉全球營運與供應鏈總監 Eman 提到替代燃料必須安全，永

續且可負擔，風力也將成為未來解決問題的方式之一，並呼籲大家

用開放態度來取得雙贏場面，以邁向脫碳。港口營運機構和海事局

應該運用透明化，創新科技，重新思考可行策略。 

  另外，標準普爾全球股份有限公司(S&P Global)航運情報副總

裁 Peter Tirschwell 表示，針對 COVID 疫情後的新常態，目前正

在恢復到疫情前的環境水準中，然而疫情前即有的產能過剩、利潤

微薄和獲利能力不佳等問題，再次成為討論主題，產能過剩的情況

預計將持續到 2026 年-2028 年。IMO 推動之船舶效率/慢速航行、

報廢、停航與閒置等有助於緩解產能過剩的問題。巨額的訂購熱潮

現在開始影響市場，自 2020 年以來的航運商訂單主要集中在液化

天然氣與氫氣，然而 2024 年貨櫃運量恢復情況並不樂觀，由於高

利率、通貨膨脹和成長放緩等因素，GDP 成長預測將被下調。 

 



22 
 

10. 「小組討論：海運貨物供應鏈中的數據協作」場次： 

  由標準普爾全球商業雜誌 Eric Johnson 技術資深編輯擔任主

持，AD Ports Group 數位集群首席執行官 Noura Al Dhaheri 博

士、，世界銀行集團全球貿易與區域一體化部門經理 Sebastien 

Dessus、漢堡港務局執行長兼國際港口協會副主席 Jens Meier 及，

洛杉磯港首席資訊官 Sheeba Varughese 擔任與談人。 

  洛杉磯港首席資訊官 Sheeba 指出如何運用現有資料去優化海

運產業的效率，洛杉磯港於 2014 年開始思考，建立商業模型，吸

引鄰近社區一起合作。然而如何邀請海事局一起合作，需找出利害

關係人，成立一個社群及高階計畫，並提供從碼頭、貨物等不同層

面資料至海事局系統，這些都是即時的資料，我們時常滾動更新，

並有可預測系統來增進營運效能。我們貨櫃船一趟約 8天航程，為

此我們也思考讓火車營運來協助貨櫃的移動。另外有關網路安全，

我們也跟 IBM合作，提供資訊給利害關係人，我們的計劃相當成功。

另與新加坡、上海、東京等都有建立綠色走廊。漢堡港務局執行長

兼國際港口協會副主席 Jens 提到希望發現對的方法，更加有效率

來增加海運產業的數位化，讓我們的運輸可以更有效能。我們需要

永續並堅固的網路基礎建設。這些網路基礎設施，不只要有效率和

透明化，保安和安全也十分重要。 

 

11. 「IMO 海事單一窗口場次」場次： 

  由 Maritime Street 總裁/主席/IAPH 資料協作委員會 Pascal 

Ollivier 擔任主持人，安提瓜和巴布達海事部海事和對外關係副

主任 Wayne Mykoo 及漢堡港顧問公司專案經理 Sara Voss 擔任與談

人。 

  2023 年初，IMO、IAPH 和 BIMCO 啟動了海事單一窗口活動，以

提高成員國對在 2024 年 1 月 1 日之前實施海事單一窗口要求的認

識。大家可以上 IMO 官網學習一日課程，也有指南可供各國建立自

己制度。這不是競賽，需要各國一步一步來，也可參考鄰國建立方

式，如：挪威、新加坡、斐濟及世界銀行等，IMO 都有協助發展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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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窗口。首先辨認利害關係人及範圍，從了解利害關係人的想法，

並確認他們是否了解未來作法開始。 

  漢堡港顧問公司專案經理 Sara 表示這個計畫由美國國務院資

助，今年 5月開始，目前已進行 4個月，我們設計讓所有的利害關

係人都加入，即便他們是競爭對手，仍邀請他們一起。每月都會提

供軟體來測試是否滿意，這個計畫一方面要設計框架來規範，運用

創新科技技術和 IMO 的指南來建立海事單一窗口。執行約需一年，

所以最好找到自己適合的資助夥伴來完成這個計畫。  

  

12. 「對港口的網路威脅-近期案例回顧港口和碼頭相關基礎設施中」

場次 

  由標準普爾全球商業雜誌技術資深編輯 Eric Johnson 主持，

蘇哈爾港和自由區 IT 主管 Bader Al Ghaithi 及洛杉磯港首席資

訊安全官 Tony Chun 與談。 

  成功的網路攻擊並沒有減弱的跡象，犯罪組織和國家支持的組

織發起的攻擊越來越複雜與難以協調。洛杉磯港首席資訊安全官

Tony 指出在 2014 年發現 6百萬網路攻擊，損失相當多金額，靠著

組織協調才能渡過難關，現今仍在找解決方法，也透過擬定計畫及

確認規模，以在受攻擊時能及時作用，我們也和 IBM 合作提供整合

的網路保安，當一個營運單位受攻擊，可以保護另一個營運單位，

另外也在 AI 部分尋找更佳解，以阻絕及即時回應，而 AI 也比一般

系統有較多的學習功能。蘇哈爾港和自由區 IT 主管 Bader 也提到

網路有很多攻擊面向，都有可能從財務或執行能力等攻擊，應先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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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個別對象及權責，找出問題再再理解問題。 

圖 17.「對港口的網路威脅」場次晤談 

13. 「港口停靠優化 - 第一個試驗計畫的成果」場次 

  由漢堡港務局全球戰略網絡官員 Ingrid Boqué Sastre 擔任

主持人，並由石油公司國際海洋論壇 (OCIMF) 航海顧問 Kevin 

Coelho、新加坡 MPA 副主任（部門系統開發）Gavin Yeo，及港口

停靠優化國際工作小組主席 Ben van Scherpenzeel 船長擔任與談

人。 

  石油公司國際海事論壇(OCIMF)航海顧問 Kevin Coelho 表示

石油公司國際海事論壇(OCIMF)成立於 1970 年，初始宗旨是為了減

少石油洩露和一般性安全議題。針對港口停靠優化的部分，OCIMF

希望強化與國際港埠協會(IAPH)、國際飯店業職業經理人協會

(IHMA)及鹿特丹港之間的合作。由於港口停靠是一個複雜的過程，

涉及各種航海、操作和管理資料等因素，因此時間通常是不可預測

的，進而導致船舶在港口停留的時間超過必要的時間。OCIMF 的海

運碼頭資訊系統(MTIS)是一個數位記錄資料庫，為碼頭和船舶運營

商等相關服務提供統一格式的碼頭詳細資訊，數據標準化和數位化

不僅有助於改善船岸匹配的安全性，而且還有助於透過利害關係人

之間的協作和數據共享來提高營運效率，包括環境效益和燃料成本

的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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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 MPA 系統開發組副組長 Gavin Yeo 表示在綠色海運走

廊方面，新加坡未來將透過與利害關係者的合作，在新加坡、鹿特

丹與其他合作夥伴提供低或零碳燃料以及加油的基礎設施，並在

2030 年之前大規模提供解決方案，以加速航運業的脫碳。而在數位

海運走廊方面，則會加速採用全球標準和解決方案，促進高效率的

港口停靠、貨物流動和無紙化流程。此外，亦可由準時到達(JIT)

的面向進行價值評估，透過蒐集研析營運數據、行政數據與航海數

據等三大面向的數據，以達到降低碳排、降低油耗、減少延誤、提

升生產力與安全性等目標。目前新加坡已設定兩階段的工作流程與

時間表，包含第一階段-港口到港口，以及第二階段-船舶到港口。 

 

14. 「港口及水道海事新核能」場次 

    由 S&P Global 資深編輯 Ines Nastali 主持及核心力量

Chairman & CEO Mikal Bøe 擔任與談。 

    核心力量(Core Power)董事長兼執行長 Mikal Bøe 表示核心

力量(Core Power)成立於 2018 年，旨在開發運用於海事之新核能，

並發展出全球第一個熔融氯化物反應器(Molten Chloride Fast 

Reactor, MCFR)。MCFR 可適用於航運業，並擁有廣大的潛在市場，

預計到 2060 年將達到 5.6 兆美元。MCFR 具有體積小、模組化設計、

長壽命、使用液體燃料和能源剩餘價值高等特點，且其能在環境壓

力下運行，增強了其對海上應用的適應性。在未來，MCFR 將在水道

和港口的「新核能」計畫中提供許多關鍵優勢，如小型緊急應變規

劃區(EPZ)、核動力船舶、近岸浮動式核電廠等，透過將海事與核

能結合起來，從而實現巴黎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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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自然災害的應對和恢復氣候變遷以及地震和海嘯等自然事件影

響」場次 

  由港口戰略編輯兼出版人 Mike Mundy 擔任主持人，阿布達比

緊急危機和災害管理局應對和復原部門主任 Abdulla Rashed 

Hamarain Al Daheri 博士、日本國土基礎設施交通和旅遊部國際

規劃辦公室主任 Madoka Ikemachi 及環境和災害事務副總裁溫哥

華弗雷澤港務局對外事務部 Duncan Wilson 先生擔任與談人。  

圖 18.「自然災害的應對和恢復氣候變遷以及地震和海嘯等自然

事件影響場次」場次晤談 

 

  日本國土基礎設施交通和旅遊部國際規劃辦公室主任 Madoka

指出 2018 年日本受到飛燕颱風影響，神戶港遭受到相當大破壞，

貨櫃在海上漂流、電氣設備及起重機損壞等，災後，日本國土交通

省成立了主要港口大規模自然災害對策委員會，防颱對策包含：透

過空櫃綁法及排放位置防止貨櫃在海上漂流、架高電氣設備及升起

電機馬達等防止電氣設備故障，並重新審視氣候變遷港口調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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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海浪拍打動力及海平面上升等因素，重新設計港口基礎設施。 

 

圖 19. 日本因應氣候調整作法 

 

  環境和災害事務副總裁溫哥華弗雷澤港務局對外事務部

Duncan 表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在 2021 年降下超大豪雨造成

嚴重洪災，阻斷交通及相關重要供應鏈，災後並改善溫哥華港，提

供緊急協調框架與港口彈性(氣候調適、最佳化及能力建構)，海事

局並確保貨物安全及有效率的流動，幫助相關單位恢復供應鏈，並

提供臨時貨櫃儲存設施等，得以逐步復甦。 

圖 20. 加拿大溫哥華因應氣候調整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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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全球貨櫃港經濟展望 

  勞埃德情報公司(Lloyds List)編輯 James Baker 主持，貿發

會議貿易物流處處長 Jan Hoffmann 及 S&P Global 航運情報副總

裁 Peter Tirschwell 擔任與談人。 

  隨著港口和航運的相互連結越來越緊密，對未來運量的預測受

到地緣政治、採購趨勢、排放法規和航運聯盟解體的影響。S&P 

Global 航運情報副總裁 Peter 提到，疫情前運量過剩的情形略有

改善，目前預估運能過剩將持續到 2026 年至 2028 年，而 2024 年

全球需求幾乎沒有增強的趨勢，而緩解運量過剩因素，包含 IMO 船

舶效率/慢速航行、船舶汰換、停航等，並透過協商方式（如：費

率、付款條件、滯期費、ETS 碳稅等），而停航的影響將是為了保持

運價的底限，但不會將運價提高，而未來臨時的市場緊縮期，將頻

繁的出現。 

    另外在疫情期間，大量及不合時宜的訂單開始影響市場，預期

2024 年由於高利率、通貨膨脹和成長放緩，GDP 成長預測被下調，

貨櫃運量恢復情形仍較不樂觀。 

  另外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貿易物流局 Jan 

Hoffmann 表示，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出版之「2023 年

海運回顧-邁向綠色公正轉型」中呈現相關海運數據與統計資訊，

包括：2012 年至 2023 年 3 月的總二氧化碳排放趨勢(依船型/噸數

分類)；2012 年至 2023 年 3 月世界三大主要船舶類型(貨櫃船、油

輪、散裝雜貨船)每月每噸-每哩二氧化碳排放量(CO2 emissions 

per ton-mile)；2021 年以船舶尺寸分類的貨櫃船二氧化碳排放量；

自 2012 年 1 月以來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累積變化及貨櫃船尺寸變

化；1999-2024 年每噸海運貨物的行駛距離變化；2006 年第 1 至

2023 年第 3 季各國最大船舶和平均航運商數量；以 WTO 貿易便利

化協定下部分措施的實施情況評估之 2022 年國家貨櫃港口績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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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圖 21. 全球貨櫃港經濟展望場次晤談 

 

17. 港口和航運能為 COP28 提供什麼？ 

  由勞埃德船級社(Lloyd’s Register)永續發展全球主管

Katharine Palmer 主持，聯合國氣候變遷締約方會議第 28 屆會議

高級倡議者和國際自然保護聯盟主席拉贊·哈利法·穆巴拉克、國際

航運公會(ICS)埃馬努埃萊·格里馬爾迪主席及國際港口協會(IAPH)

主席 K. Subramaniam Karuppiah 船長擔任與談人。 

  國際航運公會(ICS)埃馬努埃萊提到，我們必須規劃更大的藍

圖，不能只由航運業來進行脫碳，需要大家一起合作，包含船員也

要納入，另船舶安全和保安，如郵輪也應該納入。而替代燃料是一

個很大也很複雜的議題，我們應該了解，不管未來要怎麼做，對航

運業都是非常重大的挑戰。我們還必須引入創新科技來進行淨零脫

碳。需要大家一起合作，因為氣候變遷議題不是任何一個行業可以

解決，我們需要各層面的合作，來達到清潔燃料的目標。即便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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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願意，若沒有綠色基礎設施也沒辦法完成。 

圖 22. 「港口和航運能為 COP28 提供什麼」場次晤談 

 

  國際港口協會(IAPH)主席提到，近來因為新冠疫情，港口單位

接受重大挑戰並相對因應，未來我們並不知道要使用什麼替代燃料，

但港口單位需要準備好，如何來因應不同燃料的設備需求並解決安

全性。我們樂意和航運業者合作，我們希望政府了解經濟、效率、

安全等方面都需有配套。替代燃料在航運業已經談了許多年，但氣

候變遷又是如此迅速，我們應該為了下一代思考因應策略。首先是

替代燃料，其次是基礎設施，第三是綠色走廊。有的時候，跟我們

情況相近的鄰國可以一起合作，而更重要的是，問題發生時可連結

彼此合作，我們應該思考雙贏策略。另港口和社區關係必須維繫，

在以後尤其重要，雙邊或和利害關係人合作非常重要，除了脫碳議

題，還有其他重要議題需共同關注。未來如果有 green location，

來告訴航運業哪裡有綠色港口，也許可以達成目標。 

  聯合國氣候變遷締約方會議第 28 屆會議高級倡議者和國際自

然保護聯盟主席拉贊提到，不管你在哪一個層面，氣候變遷都是要

面對的議題，不管是港口還是航運業，所有國家都要想到問題在哪

裡以及如何解決。我們知道 2050 年 IMO 的目標，我們也要思考如

何達成這個目標。氣候變遷的速度遠超過我們想像，我們必須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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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 3 個議題，第一、全球能源轉型，不僅是供應的問題，第二、

食物供應。第三、我們跟自然的關係，這是所有事物的核心。我們

應該把挑戰視為機會，氣候變遷大部分的議題是減輕，然其影響是

全球性的，航運業的 emission 是 3%，我們應該想辦法讓航運業和

港口業化挑戰為轉機。  

  我呼籲的是，把自然放在因應的中心，支持綠色轉型，開放。

事實上，氣候變遷正在發生，而我想問的是，替代的速度有多快，

而誰會是領航者？  

  最後國際港口協會(IAPH)主席再次表示，港口區域是港口業重

視的因素，而如何取得能源，像風電、供應鏈，及運送等都是我們

關切的事。我想大家都重視替代能源的成本問題，我們只知道目標，

但如何達成這個目標卻不知道，而我們只剩很短的時間來因應。有

韌性的基礎設施可以協助我們達成 2050 年目標，而我們要清楚告

訴 COP 28，我們會一起合作並找到解決方案，這是海運業要一起告

訴政府部門的。 

 

(四)IAPH 永續獎 

在世界港口永續發展計畫已啟動第五年，本次頒獎典禮於 11 月 1 日(第二

天)晚宴中進行，並逐項介紹候選團隊及邀請獲獎團隊致詞，IAPH 表示在

過去五年中，IAPH 世界港口永續發展線上資料庫已發展自 47 個不同國

家 109 個港口的 237 個計畫。尤其這些計畫提供了成功的真實案例，該

計畫目前相關國際組織合作，並與世界各地的港口管理者和利害相關者持

續努力。IAPH 永續獎包含 6個獎項，及為了紀念 IAPH 創始人之一的秋山

徹所訂之秋山獎，表揚來自開發中或尚不發達之國家所作的努力，獲獎團

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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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氣候及能源（Climate and energy）：促進港口能源轉型，努力實

現二氧化碳中和之港口，協助實現全球氣候目標。今年並由西班牙

聖克魯斯-德特內里費港務局–零碳港（Port Authority of Santa 

Cruz de Tenerife – Port ZERO）獲獎。德特內里費島零碳港整

合了廣泛的環境管理和能源效率議題，包括離岸風電和燃料電池發

電、循環經濟以及透過電解生產綠氫來實現零碳燃料發電。其中包

括陸上電力整體規劃，使船舶能夠在停靠期間於岸邊供電。 

 

2. 社區建設（Community building）: 港口社會融合，港口與社會的

協 調與整合社區之目標是為了雙方進步。今年並由 Puerto Dock 

Sud–性別平等–工作培訓計劃（Puerto Dock Sud – Gender 

equality — Train for work program）獲獎。該措施目的是支持

女性在海運業獲得更好的就業機會，並以此縮小在港口環境工作的

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差距。包括熟練造船廠工作在內的初始計劃取得

成功後，第二輪計劃已於 2023 年開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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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位化（Digitalization）:在港口管理和營運的創新應用。今年並

由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港務局資料增強框架 2 (data enhancement 

framework 2)獲獎。透過將貨物裝卸和運輸、營運和其他因素的數

據整合到一個準確且可互通的系統中，該專案建立了與營運相關的

二氧化碳排放強度評估，顯示每個貨櫃和每噸的碳量。哈利法克斯

港務局已與 BlueNode, Inc.、PSA Global、聖約翰港、加拿大 

Ocean Supercluster 和 Sentient Hubs 合作實施此人工智慧平

台，以實現有效的二氧化碳排放緩解策略。 

 

4. 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基礎設施注重永續性和復原力，以應

對港口的主要基礎設施和服務挑戰。今年並由韓國釜山港務局 – 

建築骨材回收（Busan Port Authority – Recycling of 

aggregates for construction）獲獎。韓國釜山新港建設和釜山

北港重建需要使用大量砂石、沙子、碎混凝土等骨料，總面積達

1,300 萬平方公尺。持續開採自然資源並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因

此釜山港採取了這項舉措，以確保 100% 回收的建築垃圾骨材得到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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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環境保護(Environmental care) ：解決港口運作對空氣、水、土

壤、沉積物和自然棲息地的環境影響。今年並由韓國麗水光陽港務

局 – 海洋塑膠收集與利用網絡（Yeosu Gwangyang Port 

Authority – Marine plastic collection and utilization 

network）獲獎。為保護環境、創造社會價值，麗水光陽港務局於

2020 年 12 月啟動了韓國首個海洋塑膠收集利用網絡，建立了海洋

廢塑膠全循環經濟體系，將循環經濟應用到回收全流程。收集海洋

塑料，進行分類、破碎、清洗、乾燥，製造回收顆粒，然後製成聚

酯紗線，這用於製作包包、衣服和其他有用的產品。 

 

6. 健康、安全與保障(Health, safety and security)：組成健康、

安全和保安等，並將高效的港口運營和無障礙港口區域，與提高健

康、安全和保安標準互相搭配。今年由韓國麗水光陽港務局 - 維

持港口工人的健康（Yeosu Gwangyang Port Authority – Keeping 

port workers healthy）獲獎。2021 年，光陽港保健中心開業，將

光陽港健康管理所的健康受益人數從 2021 年的 228 人擴大到 2022

年的 1,265 人，透過後續管理改善了總計 177 名工人的健康腦血管

和肌肉骨骼疾病。評審團對該計畫的健康、安全和環境的廣泛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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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了評論，其中包括與個人、社會和港區相關的組成，透過行動

和成就證明了這一點。 

 

7. 秋山獎得主：斐濟港口–邁向智慧綠色港口之路，斐濟港已實施港

口採購永續發展指南，確保採購決策將優先考慮永續發展並減少對

環境的影響。 

(五)港口參訪 

    在 11 月 2 日(第三天)港口參訪部分，IAPH 安排參訪阿布達比之哈里

發港，該港口面積 2.7 平方公里，距離海岸約 5 公里，包括該地區唯一

的半自動化貨櫃碼頭。港口貨櫃堆場擁有 9 台世界最大的船岸碼頭起重

機、42 台自動化堆高機和 23 艘接駁車。連接港口與阿布達比哈利法工業

區的陸上港口區設有海關、移民、貨櫃貨運、檢查和安全設施。 

圖 23. 參觀阿布達比之哈里發港-港區內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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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4. 哈里發港現況 

 

 

 

 

     

 

 

 

 

圖 25.內部參訪合影 

 

    中遠海運港口有限公司（COSCO）與阿布達比港務局於 2016 年簽訂哈

里發港二期貨櫃碼頭特許權協議，合資公司擁有哈里發港二期貨櫃碼頭35

年特許權並有權將年期進一步延長 5 年，該港水深為 18 公尺、碼頭長

1,200 公尺，並有 250 萬 TEU 處理量能及 11 座超級巴拿馬型起重機等，

且可以依需求擴充功能，以打造智慧、數位及環保港口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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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6. 哈里發港二期貨櫃碼頭基本資訊 

 

    該港口之航線橫跨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及印度大陸等區域，並

因為新進的基礎設施和高水準的服務受到認可，且與海洋聯盟與 THEA 聯

盟維持良好關係。 

圖 27. 哈里發港二期貨櫃碼頭營運航線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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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哈里發港二期貨櫃碼頭營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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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及建議 

(一) 心得 

1. 本次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布達比參加 IAPH 大會，感謝本局各級長官

及同仁指導與協助。 

2. 本次主題多聚焦於替代燃料，並討論了多種不同能源是否適合作為未來

替代石油之選擇，並提到了航運業者、技術開發者、港口經營機構與主

管機關間，應建立配套合作，而 IAPH 大會是個很好的大平台，讓各界相

互認識，了解不同立場及各自發展重點，藉此探討未來合作方向。 

3. 因應目前科技發展快速，網路安全也成為近期討論重點，各業別也遭遇

不同網路攻擊造成鉅額損失，未來海運資安議題也備受各界關注；另受

近年氣候變遷之天然災害影響，洪災、颱風等發生頻繁並難以預測，部

分國家運用科技和應地制宜等方式面對風災降低事故，這些經驗或許也

可以作為我國參考。 

4. 有關散裝或貨櫃等場次皆有提到，港口和航運的連結已越來越密切，未

來運量將受到地緣政治、排放法規等影響，尤其疫情後整體運量過剩，

短期應不易恢復，目前航商雖可能有些緩解作為(如：船舶減速或停航等)，

仍會受全球海運趨勢影響，未來將同時準備推動新型能源政策，航運業

已陸續準備研擬及討論如何面對，未來在研擬政策面，可先確認各項議

題可執行性、必要條件及妥適推進時程，以避免對各界造成過多負擔。 

(二) 建議： 

1. 考量不同能源種類，需要確認能源開發產地、能源運送方式、港區儲放

設備等，經本次各場會議討論，目前尚在探討何種能源將會成為未來最

佳解，我國未來如想發展低碳能源，除能源來源外，我國港區是否合適

儲放供給相關能源，且國輪航行各國港口，亦需要能源補給，或許可先

確認我國輪主要航線行經港口國之發展方向與意願，以作為我國海運後

續能源議題之參考。 

2. 在 IAPH 永續獎相關參賽者議題，除了各國關切的能源及環保議題外，其

實也在資源再生利用、數位運用及從業人員健康等面向也做了很多努力

和落實發展，或許在關注技術、硬體進步之虞，我國也可以參考他國案

例，在人員發展規劃或廢棄物循環利用等議題有更多的討論激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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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一）名片交換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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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局與與會單位合影： 

會場合影及會議識別證 

 

與 IAPH 秘書長及 IAPH 駐鹿特丹代表合影 

與港務公司及馬來西亞柔佛州港務局及巴生港務局代表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