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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各位同仁及关注CCTP的朋友们：

         岁末年初，我谨代表中国清洁交通伙伴关系（CCTP）执⾏委员会，向各位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和新年的美好祝愿！感谢⼤家在过去⼀年中对CCTP的⽀持、关⼼与贡献。作为中国清洁交通领域
的倡导者和推动者，CCTP始终致⼒于推动交通零排放转型，助⼒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标。
2024年，我们在清洁交通转型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同时也⾯对了诸多挑战。在此，我想
与⼤家分享这⼀年的成果与思考。

         2024年，是实现“⼗四五”规划⽬标任务的关键⼀年。中国在绿⾊低碳转型领域持续推进，
出台了⼀系列重要政策，为交通⾏业的可持续发展注⼊了强劲动⼒。国家发布的《2024―2025年
节能降碳⾏动⽅案》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绿⾊转型的意⻅》，为交通
领域的绿⾊低碳转型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政策保障，明确了节能降碳的⽬标和路径，推动全⾏业向
绿⾊化、智能化、⾼效化⽅向发展。

         在道路交通领域，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市场继续保持强劲增⻓，产销量分别完成1288.8万
辆和1286.6万辆，同⽐分别增⻓34.4%和35.5%。其中，纯电动汽⻋销量占新能源汽⻋⽐例为
60%，插混汽⻋销量占⽐为40%，插混汽⻋的增⻓迅速，成为带动新能源汽⻋增⻓的新动能。为
激发市场活⼒，国家推出的⼤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重点⽀持新能源汽⻋的普及
和推⼴。政策还聚焦下沉市场与新兴市场，通过购⻋补贴、充电优惠等措施，进⼀步释放消费潜
⼒，推动新能源汽⻋在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地区的普及。这些举措不仅提振了市场信⼼，也为消费
者提供了更多绿⾊出⾏的选择。与此同时，我国新能源汽⻋出⼝量达到128.4万辆，同⽐增⻓
6.7%，越来越多的中国新能源品牌⾛向国际舞台，赢得了全球市场的认可。然⽽，我们也清醒地
认识到，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和贸易壁垒对中国⻋企提出了更⾼的要求。

        航运及港⼝领域的绿⾊低碳转型步伐加快。今年《交通运输⽼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实施
细则》的印发，明确对新建新能源清洁能源船舶提供补贴，⽀持液化天然⽓、甲醇、氢燃料、氨
燃料、纯电池动⼒等绿⾊船舶技术的推⼴应⽤。这⼀政策不仅加速了⽼旧船舶的淘汰更新，也为
船舶制造业的绿⾊转型注⼊了新动能。⻓江流域多个港⼝已全⾯推⼴岸电设施，船舶靠港期间的
碳排放⼤幅降低。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沿海和内河港⼝航道规划建设的意⻅》，明
确提出推进多层级的国家港⼝枢纽体系建设，加快打造世界级港⼝群。这些举措为港⼝绿⾊转型
和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有⼒⽀撑。

         同时，多式联运的深⼊推进进⼀步优化了运输结构。2024年，“⼀单制”“⼀箱制”政策的
全⾯实施，显著提升了物流效率，减少了中间环节的碳排放。铁路、公路、⽔运等多种运输⽅式
的⾼效衔接，不仅降低了物流成本，也为构建绿⾊综合运输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执行委员会主任的信



         2024年，通过优化物流路径、推⼴电动货⻋和氢燃料电池货⻋、实施绿⾊包装等措施，物流
⾏业的碳排放得到了有效控制。此外，供应链管理中的碳⾜迹追踪和减排措施也得到了⼴泛应
⽤，推动了整个供应链的绿⾊转型。例如，多家⻰头企业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了供应链全流程的
碳排放监控，进⼀步提升了⾏业的可持续发展能⼒。

         2024年，低空经济作为新兴领域，迎来了快速发展。国家出台了⼀系列政策，⽀持低空领域
的创新与应⽤。例如，低空⻜⾏器的试点运营在多个城市展开，⽆⼈机物流、空中交通管理等应
⽤场景逐步落地。这些实践不仅为城市交通提供了新的解决⽅案，也为绿⾊低碳交通体系的构建
开辟了新路径。

         2024年，CCTP在推动⾏业交流与合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举办了3场主题沙⻰和3
期会客厅活动，吸引了近90家机构和130余位专家的积极参与。沙⻰议题涵盖电动重卡推⼴、新
能源汽⻋国际化发展、内河航运低碳转型等热点话题，旨在通过多领域、多维度的交流，共同探
索交通零排放转型的路径。其中，三⼋妇⼥节特别节⽬�“交通零排放转型中的‘她⼒
量’”，以⼥性视⻆为切⼊点，深⼊探讨了公平公正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中性别平等与包容的议
题，获得了⼴泛关注和赞誉。

         此外，CCTP还组织了湖北宜昌的实地调研活动，围绕“内河航运低碳转型”主题，与专家们
共同考察了⻓江流域绿⾊低碳发展的最新进展。通过实地⾛访和专业交流，我们对内河航运减排
实践有了更加直观和深⼊的了解，这些经验为未来政策制定和⾏业协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2024年，CCTP的合作伙伴⽹络进⼀步扩⼤。⾃2018年成⽴以来，CCTP已与32家伙伴机构携⼿
合作，共同推动中国清洁交通事业的发展。我们始终秉持“独⽴、专业、共享、包容”的⼯作理
念，致⼒于搭建跨部⻔、跨⾏业、跨机构以及跨区域的合作平台，聚焦政策创新与技术突破，推
动交通运输加速迈向零排放。

        展望未来，CCTP将继续发挥平台优势，深化交通、能源、⽓候、环境、经济等多领域的协同
合作。我们将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对内传播国际经验，推动交通零排放转型的实践在全球范围内
交流与合作。同时，我们也期待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加⼊我们，共同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标
贡献⼒量。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同仁的⽀持与努⼒。正是你们的智慧和奉献，才让CCTP在清洁交通领域
不断前⾏。让我们携⼿并进，共同迎接2025年的新挑战与新机遇，为中国乃⾄全球的清洁交通事
业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祝⼤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CCTP执⾏委员会主任
2025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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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CCTP

中国清洁交通伙伴关系（英文China Clean

Transportation Partnership， 简称CCTP）

是由从事中国清洁交通创新机制研究与推动的

机构共同发起成立的非政府、非营利、自愿性

的交流、合作及观点传递平台。秉承 “独立、

专业、共享、包容” 的工作理念，通过跨部

门、跨行业、跨机构、跨地域的交流与合作，

聚焦政策和技术创新，总结、宣传并推广国

际、中国和地方先进经验，加速交通迈向零排

放。

中国清洁交通伙伴关系联合了交通、能源、气

候、环境、经济等多领域的一线研究机构及智

库，旨在打破行业间、部门间、国家和地方之

间、不同性质的机构之间的信息壁垒，推动交

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尽早达峰。发起单位包括

能源基金会、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交通运

输部规划研究院、生态环境部机动车排污监控

中心、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清华大

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

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上

海市新能源汽车公共数据采集与监测研究中

心、亚洲清洁空气中心、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

等机构。目前由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担任秘书

处。

未来中国清洁交通伙伴关系将吸纳来自行业协

会、学术机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的众多

具有影响力的机构。通过整合跨部门、跨行业

资源，促进交通领域政策和技术创新，推动中

国交通清洁化、低碳化、高效化发展。



组织架构

由能源、环境、交通、汽⻋等领域资深专家组
成，总数不超过11⼈；由执⾏委员会提议，执⾏
委员会主任邀请；三年⼀届，连任不超过三届。

来⾃成员单位，由三名以上其他执⾏委员推荐，
执⾏委员会投票通过；总数不超过13⼈；两年⼀
届，连任不超过三届。

⽬前秘书处办公室设于能源与交通创新中⼼
（iCET）；由执⾏秘书负责⽇常事务，iCET团队
全⼒⽀持。

指导委员会

指导委员会

执⾏委员会

秘书处

执⾏委员会

秘书处



（以专家姓名拼音首字母排序）

指导委员会（第三届）



执行委员会（第四届）



王雯雯
项目主管

王 姮
高级项目官员

罗 静
项目官员

张 冉
传播官员

CCTP秘书处设立于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负责平台的运营与日常工作的开展。

秘书处人员：

秘书处



伙伴成员由清洁交通相关领域拥有较强政策研究、技术创新能力、社会影响力的行

业协会、政策及学术研究机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的代表构成。

截至2024年12月，共有如下32家合作伙伴：

伙伴成员



主要活动

年会论坛
主题沙龙
实地调研
会客厅



年会论坛

2024年10月18日，“迈向零排放交通论坛2024暨CCTP年度会议”在四川成都顺利召开。本次

论坛围绕非道路交通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领域展开，涵盖政策创新、技术探索及实践路径等多项议

题，聚焦新能源汽车发展策略、机动车排放标准升级、零排放装备转型以及可持续燃料应用等具体

话题。论坛吸引了来自交通、环境、能源等多个领域的80余名线下与会者，在线观众观看量突破

108万人次，为行业内外搭建了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上午的议程由三场主旨发言拉开帷幕，专家们围绕新能源汽车、排放标准及零排放转型的关键议题

分享了深刻见解：

迈向零排放交通论坛2024�暨中国清洁交通伙伴关系（CCTP）年度会议

龚慧明主任分析了新能源汽车发展

的基础设施建设、车网互动及差异

化政策的重要性，并探讨了新形势

下的行业挑战与应对策略。

龚慧明  CCTP指导委员会委员、
能源基⾦会交通项⽬⾼级项⽬主任

陈伟程副主任提出从污染物与温

室气体协同控制的角度完善排放

标准体系，是推动机动车环保技

术进步的重要方向。

陈伟程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机动⻋排污监控中⼼副主任

李枭强调了新能源重卡和可持续

燃料的潜力，并建议通过标准化

措施推动交通装备零排放转型。

李 枭   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
知识中⼼副研究员



年会论坛

随后，由CCTP组织编写的《迈向零排放：中国非道路交通领域的绿色转型与展望》报告于会上正

式发布。这份报告全面分析了非道路移动机械、航运、航空及铁路运输领域的转型现状与挑战，并

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议，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在上午的政策与技术分享之后，下午的议程重点转向具体实践与深度探讨。围绕区域交通减污降碳

和绿色能源转型两大主题，与会专家聚焦川渝地区的交通零排放实践和能源与交通协同发展的核心

议题，展开了全面交流。

专题讨论深入分析了不同区域和城市的交通减排经验与挑战。内容涵盖智慧物流在交通优化中的应

用、机动车排放治理政策，以及新能源船舶技术在内河航运中的推广成效。通过案例分析和经验分

享，与会者共同梳理了区域交通绿色转型的挑战与机遇。

专家们围绕绿色港口建设、航空可持续燃料以及交通与能源系统协同发展展开了讨论，同时提出通

过政策与技术协同推动新能源发展，为未来交通减排提供了清晰的方向。

主题一：区域交通减污降碳实践

主题二：绿色能源发展与交通零排放转型



年会论坛

午餐后，与会嘉宾参观了国家环境保护机动车污染控制与模拟重点实验室（成都基地）。通过尾气

检测车间及功率检测台架的展示，嘉宾们直观了解了机动车排放控制的关键技术与流程。本次参观

加深了参与者对交通排放治理技术的理解，为后续研究与合作创造了条件。

CCTP执行主任安锋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本次CCTP年会论坛在交通零排放转型的关键阶段起到了

连接各方的桥梁作用。尽管行业面临挑战，但通过政策、技术和实践的共同努力，绿色低碳交通的

未来可期。未来，CCTP将继续推动多方协作，为行业发展提供支持和指引。

与会嘉宾参观国家环境保护机动⻋污染控制与模拟重点实验室（成都基地）



随着中国对减污降碳的需求日益迫切，商用车行业加速向新能源技术转型，但长途货运的电动化仍

面临投资成本高、续航不足、充电设施匮乏等挑战。不同场景的性能需求和政策支持差异，使电动

化进程分化明显。为应对这些问题，本次沙龙聚焦中重型卡车电动化的进展与机遇，探讨政策措施

与实践路径，旨在促进政策制定者、行业专家与企业合作，共同推动商用车行业实现零排放转型。

二十六期——基于应用场景的电动重卡推广路径探索

主办方：

沙龙时间：

中国清洁交通伙伴关系（CCTP）

2024年4月22日

背景：

讨论议题：

不同应用场景下，推广电动重卡存在哪些挑战？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互相学习？ 1.

大湾区、京津冀等重点区域在推广重卡电动化转型方面的挑战与经验？成功案例如何复制到其

他地区？

2.

零排放货运走廊/通道推动商用车电动化的潜力如何？我国国情下，还可以与哪些措施联合以形

成合力？

3.

电动重卡的运营效率如何？存在哪些提升效率的策略？4.

面对未来发展趋势，应如何制定和调整重卡电动化战略以实现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

5.



秦兰芝-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资深研究员
秦兰芝女士以“基于应用场景的商用车全面电动化时间表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为题，

深入探讨商用车全面电动化的时间表和实施策略。她指出，不同区域和应用场景需精准分析电动

化路径，技术多样性和政策支持是关键因素。在城市物流、集疏港运输等场景中，电动重卡面临

购置成本高、充电时间长等问题。她强调，精细化管理与创新政策能够有效推动电动化进程，为

实现零排放目标提供保障。

刘恒-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交通信息与模型院副院长
副院长刘恒从“粤港澳大湾区零排放走廊”的可行性角度进行了探讨。他强调，推动零排放货运

走廊是技术、政策、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大湾区具备独特的低碳发展需求和潜力。他提

出，走廊建设应以路权管理、运营成本和社会效益为核心考量，同时协调地方政府与交通部门的

合作。他建议从高速公路试点入手，通过完善补贴政策、优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加强公众宣传，

积累跨城及城市内部的成功经验，为区域绿色物流奠定基础。

谢海明-深圳市协力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主任
谢海明主任介绍了深港跨境零排放货车通道的试点方案，重点探讨了电动和氢燃料电池货车的应

用，他强调建立可持续运营模式和完善充电加氢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他提出建设两条零排放货运

通道的构想，分别服务于西部集装箱运输和东部保供运输。通过完善充电、加氢设施，以及推动

粤港澳区域标准统一，他强调可持续运营模式对试点成功至关重要，为区域交通减排提供了实践

依据。

二十六期——基于应用场景的电动重卡推广路径探索

主要参会机构：

专家观点：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燃气

成都机动车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华为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美国环保协会

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

清华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

深圳市协力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速豹

天津滨海环保咨询服务中心

同济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

中汽数据有限公司

（按机构首字母顺序排列）



王聘玺-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节能减排中心副主任
王聘玺主任探讨了京津冀跨区域零排放货运转型，强调经济性、政策和技术支持的重要性。她分

析了电动与氢能车辆在长途运输中的应用挑战，并提出建设零排放货运示范区的愿景。她指出，

尽管大功率充电尚未广泛应用，换电和氢能技术仍在探索中，关键是技术能否与柴油体系匹敌，

推动零排放货运模式的落地。成功的零排放货运通道依赖于实际需求和货运企业的合作。通过生

态赋能、政策支持和标准引导，京津冀地区目标是形成可复制的零排放货运模式，推动全国低碳

货运发展。

在议题讨论环节，多位专家与先导发言嘉宾围绕新能源重卡的推广路径展开深入交流，重点讨论

了阶段性推广策略、政策激励的有效性、运输结构优化及技术与场景的匹配性等多个关键议题。

专家们不仅聚焦于技术与策略层面的探索，还分析了市场接受度、成本经济性以及政策支持对推

动行业转型的影响，为新能源重卡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全面而务实的建议。

二十六期——基于应用场景的电动重卡推广路径探索

专家观点：



随着全球绿色转型和气候变化挑战，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全球汽车工业重点。中国作为最大市场，不

仅推动国内增长，还加速拓展国际市场。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创历史新高，占汽车出口

的24.5%。然而，企业在拓展国际市场时面临贸易壁垒、环境法规等挑战。为促进行业合作，支持

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全球布局，中国清洁交通伙伴关系（CCTP）于2024年8月9日下午举办了第

二十七期主题沙龙：“全球视野下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机遇与展望”。本次沙龙围绕中国新能源

汽车国际化发展的现状、趋势、挑战与策略展开深入探讨。议题涵盖国际竞争形势、政策环境及未

来发展路径，共同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提供国际化发展的洞见和建议。

二十七期——全球视野下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机遇与展望

主办方：

沙龙时间：

中国清洁交通伙伴关系（CCTP）

2024年8月9日

背景：

讨论议题：

如何应对因贸易保护问题带来的风险与挑战，还存在哪些潜在贸易风险因素？企业如何进行风险

预判？

1.

如何看待国际竞争问题，国内外竞争环境有何异同？2.

如何在竞争环境中提高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如何构建具有差异化的国际发展战略

和路径？

3.

在进行本地化生产和营销时，有哪些应注意的关键因素？如何有效利用本地资源和合作伙伴，推

动市场拓展？如何通过本地化策略成功拓展国际市场？

4.

支持方：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ChinaEV100）



刘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斌主任分析指出，中国品牌出口集中在“一带一路”国家及发达国家，海外建厂逐步推进。然

而，国际市场面临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绿色法规等限制，同时售后服务能力、同质化竞争及供

应链海外配套不足等问题也需解决。他建议，车企应谨慎投资、分步推进，通过股权合作、产能协

作等多元化方式布局国际市场。注重品牌建设，研究海外市场需求，开发本地化产品，并借助现有

生产基地扩大辐射范围。密切跟踪政策变化，利用财税优惠及自贸区政策，推动国际化稳步发展。

崔东树-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
崔东树秘书长提到，中国汽车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强劲，2024年初中国汽车销量占全球份额32%。

相比欧美和日本车市的萎缩，中国车市及出口表现出显著增长，尤其在北美和欧洲高端市场表现突

出。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全球汽车销量增长核心动力，2024年上半年中国纯电动汽车全球份额超

60%，插电混动份额达73%。在此推动下，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快速增长，2024年上半年达100

万台，同比增25%，为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他建议，中国车企应借鉴日韩经验，巩固在日韩市

场优势，并抓住美洲及其他潜力地区的机遇，通过技术升级与品牌建设，引领电动智能汽车时代。

主要参会机构：

专家观点：

Global Tech Advocates

iGDP

安永

北京奇智创想科技有限公司

标普全球

成都机动车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技术保障中心

德国交通转型智库

滴滴出行

工信部装备中心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哈尔滨工业大学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江苏速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绿色和平

美国环保协会

能源基金会

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

清华大学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

上海东方汽车配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投资协会

新能源汽车国家大数据联盟

新汽车研究所

知识分子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

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

中国海油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中国日报

（按机构首字母顺序排列）

二十七期——全球视野下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机遇与展望



刘小诗-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常务副秘书长
刘小诗秘书长分析了全球汽车产业的绿色转型趋势，预计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将达50%。

她指出，中国在电动化和智能化领域拥有显著优势，包括动力电池成本下降、新技术推动效率提

升、以及智能驾驶的高渗透率。她建议车企从单一出口模式转向本地化生产、技术合作和品牌建

设，逐步构建覆盖研发到售后的国际化体系，并推动国内外标准互认以减少进入壁垒。

刘燕-安永战略与交易咨询合伙人
刘燕女士发表了题为“企业出海策略与实践经验”的主题演讲，她指出中国出口商品正在从“老三

样”向“新三样”转变，新能源汽车及绿色能源产品已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增长点。她指出，企业出

海战略正经历从产品销售向设立海外生产与研发基地的转型。她建议企业从战略、组织与管控、人

才及风险四个维度布局出海战略。通过这些举措，中国企业可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为全球市场

带来更高价值。

专家观点：

二十七期——全球视野下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机遇与展望



2024年8月15日，中国清洁交通伙伴关系（CCTP）与武汉长江船舶设计院有限公司（CSDI）在

武汉联合主办第二十八期主题沙龙：“电化长江”—— 推动内河航运低碳转型的实践与探索。沙龙

汇聚近50位政策研究者、业内专家及实践者，共探内河航运绿色低碳转型。与会者分享了绿色船舶

技术、岸电推广经验及国际协同减排实践，聚焦绿色船舶、港口基础设施及电网建设等议题，并深

入探讨行业挑战与解决方案。此次沙龙深化多方合作，推动信息共享，为长江航运电气化与低碳化

发展注入新动力。

二十八期：“电化长江” —— 推动内河航运低碳转型的实践与探索

主办方：

沙龙时间：

中国清洁交通伙伴关系（CCTP）

2024年8月15日

背景：

讨论议题：

当前绿色船舶的核心技术瓶颈有哪些？如电池动力船舶如何解决续航能力和充电时间的问题？1.

政府和企业应如何合作促进行业降本增效？哪些政策和市场激励措施可以有效推动绿色电推船

舶的发展？

2.

当前长江流域港口基础设施和绿色电推船舶在技术兼容性和标准化方面面临哪些挑战？如何解

决设备兼容性和标准统一的问题？

3.

长江流域绿色电推船舶充电、加气设施应如何规划和布局？ 4.

沿江地区电网、管网建设和改造的现状如何？如何确保电网、管网建设与绿色航运需求的协调

匹配？

5.

联合主办：
武汉长江船舶设计院有限公司（CSDI）



汤文军-武汉长江船舶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正高级工程师
汤文军副总以“长江航运绿色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为主题进行了发言。他指出，全球航运每年碳

排放超过10亿吨，国际海事组织（IMO）提出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并要求2030年零/近零

碳排放技术的使用占比至少达5%。在国内，《加快内河船舶绿色智能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推动

了长江流域绿色船舶的快速发展，纯电池动力船“长江三峡1”号和油/气/电混合动力船等创新船型

取得了显著成效。他指出未来长江航运技术将向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新能源动力和智能

航运技术的深度融合将助力构建绿色智慧航运体系，为“电化长江”提供重要支撑。

彭爽-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湖北有限公司岸电事业部主任
彭爽主任围绕“长江流域港口岸电、充换电基础设施发展的新趋势和挑战”进行了介绍。她回顾了

湖北岸电发展的三个阶段，详细阐述了当前面临的难点，并介绍了创新的解决方案。彭爽指出，近

年来，岸电设施在标准化和安全性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电量监测和设备管理领域方面。

湖北在内河沿江岸电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为全国其他内河沿江地区的岸电推广提供了可借鉴、可复

制的“湖北经验”。

主要参会机构：

专家观点：

国电投武汉启航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国能远海航运(武汉)有限公司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湖北有限公司

合肥市善水环境保护发展中心

湖北迪峰船舶动力有限公司

湖北东湖实验室

湖北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湖北亿纬动力有限公司

湖北长江船舶供应链公司

华中科技大学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

绿水新航科技有限公司

能源基金会

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

清华大学

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哲言船务科技有限公司

太平洋环境资源中心

武汉行澈环保公益发展中心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

岳阳市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

智能新能源船舶技术创新产业联盟

中创新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第七一二研究所

中国船舶第七一九研究所

中国船级社(CCS)武汉分社

中国船级社(CCS)武汉规范研究所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公司

中能建（上海）成套工程有限公司

（按机构首字母顺序排列）

二十八期：“电化长江” —— 推动内河航运低碳转型的实践与探索



成慧慧-亚洲清洁空气中心（CAA）交通项目主任
成慧慧主任以“国际经验与试点示范项目分享”发表主旨演讲，分享了国际经验及试点实践，重点

对比了莱茵河与长江的航运特点。长江干线全长2838公里，承担了全国63%的内河货物吞吐量，

而莱茵河全长1320公里，占欧盟内河货运量的60%。2023年，长江货物吞吐量增长6.6%，而莱

茵河有所下降。欧盟在减排方面提出了“曼海姆宣言”，到2035年温室气体排放降低35%，

2050年减少90%。欧盟还发布了“Fit for 55”计划，推动零排放船舶技术，探索LNG、电动船

舶和氢燃料电池船舶。尽管取得进展，仍面临技术和成本挑战。她指出，内河航运的能源转型需与

其他交通领域协同发展，探索多样化燃料替代路径，并加快存量船舶的低碳改造。

专家观点：

二十八期：“电化长江” —— 推动内河航运低碳转型的实践与探索



实地调研

为深入了解长江内河航运低碳转型的最新进展，中国清洁交通伙伴关系（CCTP）于2024年8月

16日组织调研团队前往宜昌，邀请部分沙龙嘉宾共同实地考察绿色航运的实践成果。此次调研紧

随“电化长江”主题沙龙，进一步深化了对长江内河航运低碳实践的理解。

调研团队首先考察了宜昌秭归港码头，重点了解了茅坪游轮母港换乘中心的工程设计及岸电系统的

运行情况。期间，通过实际演示与技术讲解，团队对船舶接用岸电及电动游轮充电布局有了直观认

识。随后，团队参观了全球载电量最大的纯电动游轮“长江三峡1”号，详细了解了船舶的电池系

统、安全防控及智能监测技术，并与工作人员就新能源船舶的运营与维护展开交流。

此次调研活动为参与者提供了深入考察长江内河流域低碳转型的宝贵机会。参与者一致认为，通过

实地考察，他们对长江内河航运的低碳发展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并对未来相关工作的开展有了深

刻的启发。

宜昌�探索⻓江内河航运低碳转型



会客厅

2024年，中国清洁交通伙伴关系（CCTP）通过视频号直播平台成功举办了3期会客厅活动，主题

涵盖2024年交通发展预测、交通零排放转型中的性别平等，以及电动两三轮车的减排效益与管理

等内容。活动共吸引2300+人次在线观看直播，累计互动达28,000次，总相关讨论点击量达

12,800次。

会客厅活动覆盖了交通运输领域的专家学者与行业从业者，推动了多样化视角的深入讨论，为政策

制定与行业创新注入了积极动力，进一步加强了CCTP在交通零排放转型领域的行业影响力。



王贺武，CCTP执委会主任、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零碳交通研究中心主任

第三期：预见2024零排放交通

会议时间:
2024年1月23日

主持人：

话题背景：

在购置税减免政策延续、三电技术发展、智能化技术迭代以及充电补能基础设施建设加速的环境

下，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市场活力不断迸发的良好发展态势。随着2024年

的到来，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又迎来一个崭新的起点。本次会客厅邀请了行业内资深专家，展望

2024年交通零排放的发展，聚焦于2024年新能源汽车市场、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和低碳燃料发展

的展望与预测，共同探讨如何推动交通零排放转型事业迈上新的台阶，从而为2024年的清洁交通

发展注入更多的动力和智慧。

参会嘉宾：
丁晓华，CCTP专委会委员、上海市新能源汽车公共数据采集与监测研究中心前副主任

方海峰，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首席专家、中汽政研副主任

李立理，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副所长

林镇宏，CCTP专委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未来技术学院教授



刘岱宗，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ITDP）东亚区首席代表

王雯雯，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清洁交通项目主管

第四期：妇女节特别策划——交通零排放转型中的“她力量”

会议时间:
2024年3月8日

主持人：

话题背景：

在全球范围内，气候变暖和生态恶化等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面临的紧迫挑战。大量研究和实践

表明，女性群体往往更直接、更严重地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此外，虽然当前绿色转型领域的就业

机会增多，但大多数仍集中在男性主导的行业，可能导致女性群体继续在这一领域面临性别差距和

结构性障碍。尽管如此，女性群体在领导层的多元化视角被证明能够推动可再生能源投资、气候变

化决策，并在绿色、低碳领域带来更多创新潜力。为推动性别平等、鼓励更多女性群体参与并在清

洁交通与能源领域发挥关键作用，CCTP筹备了一场“她力量”特别企划活动。

活动中，女性专家强调了交通需求在不同群体中的差异性，提出了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和可持续

的交通体系的可能性。与会的女性专家一致认为，零排放交通不仅是一个远期目标，更是一个持续

的行动过程，必须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创新、行业协作等多方努力，才能真正实现这一转型。通过

这一系列的对话，CCTP传递了推动性别平等、赋能女性的重要信号，并期待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进程中看到更多女性的身影，共同推动行业迈向更加绿色、包容与低碳的未来。

参会嘉宾：
Carolin Bernhard，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可持续交通项目顾问

高文欧，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国际合作总监

江   澜，昂扬汽车创始合伙人、主编

刘   欢，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长聘教授

田   红，成都机动车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钟鸣荟，上海市新能源汽车公共数据采集与监测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   姮，中国清洁交通伙伴关系高级项目官员

第五期：道路减排他解：电动两三轮车减排效益、目标与管理

会议时间:
2024年9月23日

主持人：

话题背景：

交通电气化革命不仅为道路交通减排提供了解决方案，更为我们重新审视出行方式提供了契机。电

动两轮车和三轮车作为灵活便捷的交通工具，已成为城市居民短途出行、尤其是“最后一公里”出

行中的重要选择。这类车辆不仅为日常通勤和物流配送提供了高效解决方案，还在减少交通排放、

促进城市绿色出行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其快速普及，通行管理、设施配套、车辆安全等

方面的挑战也逐渐凸显。本次会客厅深入探讨了电动两三轮车在城市交通减排中的实际贡献、现行

管理政策的实施效果及优化方案以及如何在政策制定与管理中平衡各方需求，为绿色出行提供全面

支持。专家们的讨论为电动两三轮车的环境效益、社会影响、城市整合、管理挑战和政策制定提供

了全面的视角和解决方案，为城市交通减排提供了宝贵的洞见。

参会嘉宾：
鹿秋杨，ITDP中国高级交通工程师

惠   英，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导

万勇山，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在政策和技术创新的推动下，中国交通运输正在加速绿色低碳转型，特别是在航运、非道路移动
机械、航空和铁路运输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为进一步推动道路交通之外细分领域的零排放转型，加速中国交通迈向零排放，中国清洁交通伙
伴关系（CCTP）携手业内知名机构和资深专家，联合编写了《迈向零排放：中国非道路交通领
域的绿色转型与展望》。作为《中国交通零排放转型蓝皮书》系列，本书深入探讨了非道路移动
机械、航运及港口、航空和铁路运输等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情况与进展，分析了这些领域的转型
现状与挑战，并提出了面向未来的政策建议和技术路径。

本书共分为四个篇章，通过30个关键问题串联起非道路交通领域的核心议题。非道路移动机械篇
总结了国内外的最新发展现状与趋势，并提出了适合中国非道路移动机械低碳发展的政策建议；
航运及港口篇重点分析了国内外和行业层面的减排政策与实践，探讨了多元化的减排路径；航空
篇则详述了航空业的碳排放现状、需求预测及未来趋势，聚焦可持续航空燃料和电动飞行器的应
用前景，并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的减排措施。最后，运输结构调整-客运篇梳理了高铁运输的发
展、能耗与排放现状，深入分析了高铁客运在短途替代民航方面的潜力及可行性。本书为政策制
定者、行业从业者及研究人员提供了非道路交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的最新动向和未来发展方向，
为制定政策措施和战略规划提供了宝贵的智力支持。

《迈向零排放：中国非道路交通领域的绿色转型与展望》

知识产出

联合研究



2024年，CCTP共发布推文260篇，创新推出更多栏目内容，形成一系列深入洞察和具有前瞻性的
文章，全平台上获得了超过7.6万人次阅读量。通过这些文章，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权威的行业分
析和专业见解，更好地把握清洁交通的发展趋势。

2024年度总结
（点击上方标题 查看更多推文栏目）

知识产出

微信推文

https://mp.weixin.qq.com/s/Us3T64976n-2-1k5WW11TQ


CCTP通过工作简报向伙伴成员、关联机构宣传平台发布的“主题沙龙”、“专家观点”、
“政策速递”以及“热点研究”等栏目，展现形式为中英双语电子半年刊。

知识产出

工作简报

https://www.canva.cn/design/DAGZbJ0Xi9k/29S_PW_XzQSC97Fz47B0Hg/edit?utm_content=DAGZbJ0Xi9k&utm_campaign=designshare&utm_medium=link2&utm_source=sharebutton
https://www.canva.cn/design/DAGZyiMGf44/DemmblNNvkzXbxOCDsC5OA/edit?utm_content=DAGZyiMGf44&utm_campaign=designshare&utm_medium=link2&utm_source=sharebutton
https://www.canva.cn/design/DAGJq-wAI0Q/0NHVOjc984cxZbjMlma_fA/edit?utm_content=DAGJq-wAI0Q&utm_campaign=designshare&utm_medium=link2&utm_source=sharebutton
https://www.canva.cn/design/DAGJG0S_dMs/sD6D1viTh3K_BAviyTxoOg/edit?utm_content=DAGJG0S_dMs&utm_campaign=designshare&utm_medium=link2&utm_source=sharebutton


官方网站：www.cctp.org.cn

官方微博：清洁交通伙伴关系_CCTP

LinkedIn：China Clean Transportation Partnership (CC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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