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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邮轮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要报要点】2022 年 8 月，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邮轮游

艇装备及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对加快邮轮产业发展具有积

极的推动作用。邮轮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短期仍面临复苏进程

不确定、企业生存困难的问题，中长期则面临国内邮轮文化尚

未形成、产品单一、营销模式不成熟等问题。对此，本期要报

建议加快研究制定行业全面重启方案、创新产品服务、积极开

展国际合作和市场拓展等建议，推进邮轮产业可持续发展。

一、邮轮产业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从经济贡献看，国际邮轮行业的产业链长，对经济的带动

作用大。以疫情之前的 2019 年的数据来看，邮轮对美国总体

经济贡献了 554.6 亿美元（3600 亿元人民币），创造了 43.7

万个就业机会，对欧洲 28 个国家的总体经济贡献了 478.6 亿

欧元（3640 亿元人民币），创造了 40.4 万个就业机会。而 2019

年中国邮轮产业的总体经济贡献为 358 亿元人民币，较欧美市

场而言，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从消费需求看，自 2006 年我国邮轮市场起步以来，游客

量年均增长在 40%以上，2016 年我国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

邮轮市场，并带动亚太地区成为继北美、欧洲之后的第三大区

域市场。由于地缘政治事件、分销渠道瓶颈和运力增长过快等

多重因素影响，我国邮轮市场在 2017 年达到峰值后进入低迷

期，之后叠加新冠疫情影响，邮轮市场几乎处于停摆状态。但

前十年的快速增长，足以证明邮轮市场需求极为旺盛，未来将

会在释放内需潜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中发挥重要作用。从科

技价值看，邮轮产业属于高端制造业，目前核心技术仅掌握在

德、法、意、芬等少数欧洲国家手中，加快邮轮产业装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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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推动我国科技自主创新建设与发展。从社会价值看，邮

轮产业高度国际化，有国际化的航线、客源、船员等，发展邮

轮产业能够有效推动中外文化交流。

二、后疫情时代我国邮轮产业复苏面临的挑战

（一）短期看，邮轮产业复苏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

素，邮轮企业生存较为困难。随着国际邮轮公司积极复航，今

年第二季度的业绩明显好转，亏损持续收窄，但疫情的不确定

性、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以及全球经济滞胀等因素都可能再次

影响邮轮产业的复苏进程。相比之下，国内邮轮市场复苏则更

为缓慢，滞后于旅游业整体复苏的进程，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

景下，消费者对邮轮旅游的选择更为慎重。此外，目前中资邮

轮均处于严重亏损状态，多依靠母公司输血支撑，如果不能全

面复航，邮轮企业将面临更严峻的生存压力。

（二）中长期看，邮轮消费需求仍需进一步培育，供给端

有待进一步转型升级。一是国内的邮轮文化尚未形成，与欧美

发达国家不同，我国邮轮旅游消费仍以尝鲜为主，复购率较低，

邮轮文化还需要积极培育。二是邮轮旅游产品单一、盈利点少，

国内邮轮航线以日韩为主，缺乏具有差异化的主题游产品，难

以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且邮轮的主要收入是船票，缺少二

次消费等收入来源。三是营销模式不成熟，国内邮轮的运营和

销售主要采用包船模式，销售定价权主要在旅行社，这虽然快

速推动了邮轮旅游的规模扩张，但也易引起价格战，会导致产

品服务质量较低等现象的发生，不利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四

是国际竞争力不强，在运营管理、船队建设、品牌建设等方面

与国际邮轮巨头还有较大差距。

三、推进邮轮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研究制定邮轮旅游全面重启方案，推动邮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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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一是以“技术性停靠”为突破口，设计临时性航线。技术

性停靠是国际通行做法，无需航线政策的突破，与国际目的地

协商起来也较为容易，同时游客无需在目的港登陆，返回后无

需隔离，具有落地性强的特点。作为临时性的安排，一旦疫情

管控放松，即可与常规国际航线无缝对接。二是支持民族邮轮

强化应急设施和资源的配置。皇家加勒比等国际邮轮已配备了

单独的发热门诊、检测设备、ICU 病房、隔离区域、医疗团队

以及远程医疗支持设施等，进一步提升了邮轮的安全性，因此

建议鼓励民族邮轮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安排，并制定邮轮疫情防

控应急标准。

（二）鼓励中资邮轮创新产品和服务，通过技术迭代、运

营体系革新，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一是支持产品创新。积

极发展会奖邮轮、康养邮轮、夏令营邮轮、周末狂欢邮轮、目

的地定制航线邮轮等主题产品。二是支持发展“邮轮+”新模

式，促进多业态融合发展。在邮轮母港，支持邮轮企业与零售、

休闲娱乐以及观光服务等商业合作，为游客创造更多的消费场

景。在目的地，支持邮轮企业挖掘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文化特色，

发展“邮轮+目的地”联动旅游产品。三是加强新技术应用，

创新商业模式。鼓励邮轮企业加强与科技企业合作，搭建自身

分销系统和会员体系，强化直接对客销售能力，并推动新能源

及清洁能源在邮轮行业的应用。

（三）支持民族邮轮做强做优做大。一是推动体制机制变

革，支持央企邮轮重组整合、抱团取暖，打造中国民族邮轮发

展平台；二是给予相关财税扶持，给予民族邮轮相应的低息贷

款、税收优惠和费用减免等支持；三是放开邮轮船龄限制，建

议将进口邮轮船龄限制由 10 年增至 18 年，在中国母港运营的

邮轮船龄限制由 30 年增至 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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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支持民族邮轮开展国际合作和市场拓展，增强国际

竞争力。一是推动邮轮企业与产业链上游企业加强合作，共同

出海。我国港口企业在邮轮港口建设方面经验丰富，通过上下

游联动，一方面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邮轮港口基建发

展，另一方面开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邮轮产品，推动出入

境邮轮游共同发展。二是支持民族邮轮企业开展国际并购，引

导邮轮企业积极把握境外邮轮管理公司和境外邮轮上市企业

的并购机会，并不断培育自身的运营能力，进一步提升企业的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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