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宏正：刚才黄总说了三个问题，港
口以及分销渠道，以及目的地，我想从
目前在邮轮行业讲一下这个问题，首先
是港口航道的设施仍然需要进一步的
优化。其次是目前我们从中国母港出
发的航线还是比较单一，基本都是去日
本，都是短途。再次是中国作为新兴市
场，邮轮的文化还没有普及，我们大多
数的游客还是尝鲜为主，相对比较成熟
的欧美市场，他们多是重复坐邮轮，我
们重复乘坐率和欧美市场相比还是有
不少的差距。最后是目前我们的分销
模式，目前中国的邮轮市场主要是以团
队为主，而欧美是散客，欧美现在基本
上做到 60，40，我们中国现在主要还是
以团队为主。

向宇澄：刚才黄总提到我们现在面
临的几个问题，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实
际上中国邮轮过去这些年的高速发展，
从大的角度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乘客
人数的高速增长和市场的教育和宣传不
成比例，在 2017 年以前，邮轮发展了好几
年，每年百分之几十的增长，但并没有做
更多的针对消费者旅游行为的教育，我
们看到过去的一些年，皇家加勒比在这
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一家邮轮公
司是不够的，我们是需要大家一起做终
端消费者的教育，让消费者的行为有所
改变。所以高速的发展并没有伴随着对
于市场的教育和针对终端消费者的选
择，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高速的发展并没有伴
随着一些政策法规或者是一些支持方面

的变化。刚才崔总也提到，我们很多政
策，比如包括航道的管理政策，包括引航
的政策，很多还是在沿用货轮的管理方
式，还是面对老式的货船管理方式，而现
代化的邮轮都可以做到盲驶了，所以这
些问题对邮轮公司产生了很大的困扰。
没有政策方面的支持，没有技术方面的
提升，这些问题会阻碍邮轮公司未来中
国发展的脚步。讲到包船也好，分销也
好，我觉得团队游还是会成为主导，还是
中国母港邮轮的主力，即便直销皇家加勒
比做得非常出色，可以做到 20%，但是因
为我们团队的特性，觉得在未来肯定还是
一个趋势，关键还是大家是不是真地投入
精力去教育这个市场，把邮轮旅游作为一
种度假方式。

王友农：非常感谢周会长，因为你们
写的专报对上海邮轮发展起了很大的作
用。现在宝山区，按照区委汪书记讲法，
以前是我要做，宝山想做，现在是要我
做，所以压力更大了，因为领导的要求更
高了。刚刚几位讲了很多，我觉得都很
有道理，我也一直在思考，上海邮轮发展
到了这个阶段，肯定还要往前发展，那么
我们需要它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发展成
什么样子呢？我自己觉得我们要有一个
目标。这个目标应该是，上海应该成为
世界邮轮游非常重要的节点。现在在国
内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同志说乘邮轮就到
地中海，到阿拉斯加。我想上海可以不可
以成为以后乘邮轮人们想去目的地，上海
邮轮可以向高品质方面发展。我们的数
量已经有了绝对的优势，比如说我们的

船，皇家加勒比都是把最好最新
的船拿过来，那么我们接下去是
不是可以做到细划航线，精致服
务，提供体现亚洲东方文化的邮
轮产品，我觉得我们完全有能力
成为世界邮轮经济当中，是举足
轻重的一环。

刚刚谈到的目前运营情况的
一些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市政
府都是非常重视的。上次天降大
雾，诺唯真邮轮受到了严重的损
失，市领导做了批示，要求上海海
事局，包括交通委、旅游局拿出建
立机制的办法，进一步地落实邮
轮优先的政策，所以今年3月份大
雾以后邮轮准点率明显优化。这
点上市政府工作非常到位，而且
非常及时。

同时我们最近也在做几件
事情，希望能够使我们的运营环
境更好。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
课题，是关于优化上海港邮轮的
引航，我们希望把引航服务做成

上海的品牌。第二件事是我们委托大学
做一个课题，就是上海或者是中国邮轮
市场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行为。我们现在
碰到的问题是，船一多价格就下来了，价
格下来船就走，船走了价格就上去了。我
们也注意到，如果上海要打造世界级的邮
轮港，或者是继续在运营能力上取得领先
优势，必须要关注这个问题。我们注意到
一个现象，在美国有 8 万家旅行社可以卖
邮轮船票，但是在中国销售邮轮船票的必
须是具备经营海外旅游资质的旅行社，具
备这个资质的旅游社中国只有 4000 家。
所以邮轮乘客量大，不是针对我们的人口
基数，不是针对我们的市场潜力，而是针
对我们的销售渠道，我觉得关键还是渠道
建设，销售的渠道建设。我们目前的市场
还是比较小，更大的市场潜力没有开发。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课题找到症结，找到
好的方法。

第三件事是我们正在打造的邮轮频
道——爱邮轮，希望邮轮频道的建设能够
真正成为邮轮文化培育过程的开始。希望
邮轮公司和旅行社能够和我们紧密合作，
共同把这个频道打造好，为中国邮轮产业
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史亮：我觉得回看过去，不管是分船
模式还是包船模式，我们在今后销售模
式探讨中一定需要进行考虑。其实在分
销模式的背后是包括船公司的运营方案
和收益管理模式，一直到产品设计模式，
在不同的收益管理的模式、产品模式，包
括对很多服务边界的重新定义情况下产
生了我们所谓的包船模式，所以这不单
单是标题化，它隐含了中国市场和海外
不一样的模式。如果从我们看未来的角
度，我们必须从这四点出发看一下我们
现在的分销体系所产生的问题。

在这个方面包括茶恬园也已经和船
公司进行探讨，有一些初步的经验，所以
我觉得今天这个专委会的成立非常及
时，从宏观上面我觉得表面上看是模式
问题，在供需平衡上我们必须对邮轮消
费进行一个重新的启发，而且在重新启
发的过程中必须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
修订。第二个方面必须要对现在产业链
的参与互动环节他们应该提供的价值，
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要进行更清晰的界
定，这个是必须下一步值得做的事情。
而这个方面趁这个机会我想听下一步怎
么走，对于我们协调性的要求，包括横向
的船公司之间，包括上下游船公司和分
销商意见应该有一个更开放的心态，这
样才可以把事情做的更好。

刘建斌：我想讲一下天海邮轮退出
邮轮市场问题。我觉得有许多客人重复
乘坐天海邮轮，可见她对用户体验非常

认真。只是在探索的过程中由于成本或
者是其他种种原因导致最后还是退出
了这个市场。但是我觉得中资邮轮可
能会更贴近中国消费者。虽然外资邮
轮品牌如皇家加勒比、诺唯真公司都纷
纷把旗下最好的船安排来中国，可是来
到中国之后也是做一些本土化的事情，
比如船上的餐饮，比如说船上的火锅，
说明外资邮轮公司也在贴近中国的消
费者。而本土的邮轮公司应该更了解
消费者的需求，所以我觉得从需求上来
讲是有必要的。

另外，目前外资邮轮都是公司旗下
的旗舰船，只是最新最大，但是对上海来
说全部都是大船扎堆，反而是十万吨以
下的邮轮比较稀缺。十万吨以下的邮轮
依然有市场。中国消费者关心的不仅是
邮 轮 目 的 地 ，还 关 心 邮 轮 去 过 什 么 地
方。比如说我们从上海出发一般是去日
本福冈比较多，但是消费者渴望去更多
的地方，比如说东京大阪，这个大船很难
做这样的决策。小船的灵活性更高，目
的地对于用户来说很重要，这是中资邮
轮，甚至未来七万吨到十万吨船的优势
所在。

还有，我们是不是学一些成熟邮轮
公司的主力战场的经验，比如说各家公
司在加勒比海区域租一些岛屿作为自
己的停靠点。比如我们的舟山有很多岛
屿，是不是可以考虑邮轮公司去做一些
租赁业务，并且去改造岛屿上的原有设
施，作为邮轮公司固有的停靠点，这样可
以回避与日韩地缘政治的影响，这是我
个人的建议，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是否
可行。我觉得未来的邮轮市场是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上海出发的还可以考
虑到河轮，但是现在的客运码头的建设
还比较落后，未来可以考虑江海连线，
可以考虑从上海定期发沿海邮轮，近的
可以去普陀山，远的可以去雁荡山，未
来不仅仅是大船新船，也有一些追求目
的地的中小型船市场，还有河轮沿海的
市场。

叶欣梁：我们学校是从 2005 年 9 月
份正式招收第一届邮轮本科专业学生，
2006 年歌诗达邮轮来上海，我们把这个
专业开设以后的培养方向定位邮轮经济
管理，主要是整个邮轮大发展的背景下，
各个邮轮公司，旅行社，包括港口都需要
相应的专业化的人才，到目前为止已经
有十几年的时间了。虽然邮轮产业发展
得很快，但是我们一直采用精细化的培
养方式，每年只招收 30 人。另外我们也
向上海海事大学请教，做好基础教育。
不管是海事大学还是工程技术大学都为
邮轮产业，特别是上海邮轮产业培养专

业人才。我特别高兴看到我们很多校友
无论在船公司还是在旅行社，都有他们
的身影，作为老师我感到特别自豪。

2009 年我们开始进行相关的研究，
2010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并且成立了
研究中心，从事邮轮方面的研究。我们也
向很多业内人士请教，我个人感觉前十年
的高速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宏观的
角度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思考。黄总
一开始的时候也有过介绍。我邮轮产业
对上海或者是对中国的经济贡献度到底
有多大？我们发展邮轮产业的目标在哪
里呢？到底发展追求的是什么？第二个
是本土邮轮产业问题，发展邮轮经济，发
展邮轮产业归根到底还是希望把本土的
产业发展带动起来，能够促进整个中国
的相关产业的发展。第三个是在邮轮设
计，邮轮建造方面我们起步了，但是起步
以后发现整个装备制造业特别是旅游装
备制造业基础还很薄弱。我们现在看到
的世界上最好的邮轮制造供应商都是来
自于外国。我们中国的供应商还比较
少，这也是我们今后发展的方向。第四
个是邮轮市场，从 2006 年到 2017 年，邮
轮市场变化很快，从缓慢增长到后面的
快速增长。我们还发现游客消费行为也
在不断发生变化，2013 年皇家加勒比发
布过一个结论，但是后来发现关于大数
据的统计还比较缺，我们研究机构也相
应地做了一些判断，基本上判断我们的
邮轮产业符合大旅游业发展的趋势，有
它内在的一些特殊性，但是总体上还是
跟旅游发展的态势是一样的。所以我们
相信整个邮轮产业的未来应该是非常光
明的。

各位嘉宾下午好！受孙卫国主任的
委托，让我回顾一下上海邮轮发展的 12
年。因为从2006年开始到今年正好是12
年。因此可以说今年是上海母港的第一
个本命年。我讲三个内容：一番成就；两
个概念；三个问题。

一番成就：成就从各个媒体上都可
以看到，我们从 2006 年开始到 2017 年增
长量都是非常大的，复合增长率在 53.5%
以上，有两个拐点，一个是 2010 到 2011
年，2011 年大家都知道日本发生了地震，
所以当时一些船公司都撤船到香港和新
加坡，因此有一个小小的下滑，2017 年又
有一个小拐点，是因为韩国的萨德事件，
中国去韩国港口的邮轮都不去了，船公
司也因此减少了运力。所有邮轮母港的
量都是供给驱动型的，也就是船公司供
应多少舱位数就决定了港口今年有多少
游客，反映不到人数多不多。船公司供

应了多少量，今年就有多少人出入境。
这一番成就大部分是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创造的，是2016年，2017年游客量。上海
港邮轮码头布局现在是两主一备。全球
五大邮轮公司也纷纷进驻上海。2017 年
上海邮轮港超过虹桥机场成为上海第二
大出入境口岸，所以近几年邮轮港获得
了巨大的成就。

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邮轮经
济。我们这个专委会是邮轮经济服务的
专委会。邮轮业有三种经济贡献，一个
是直接经济贡献，一个是间接经济贡献，
一个是诱发经济贡献。直接经济贡献是
港口服务及邮轮业就业，旅客到港住宿
和交通，旅游社佣金，游客岸上观光及登
轮前后的消费，船员旅客购物及邮轮公
司物资采购花费。间接贡献是原材料，
物流，水电等公共设备，保险等支出。诱
发经济贡献包括所有船上人员以及游客

的衣食住行等等消费。直接经济贡献和
间接经济贡献的比例大约是 1：2。2016
年中国邮轮经济直接贡献是 309.88 亿元
人民币，这个产业所叠加出来的对社会
的经济贡献也是非常大的。在邮轮经济
贡献里面有两件事情大家一直争论比较
多，一个是邮轮母港和访问港的问题，母
港的经济贡献肯定比访问港大，但是从
旅客消费来说大家会觉得母港的客人到
日本韩国购物了，肯定是入境旅游在上
海住宿一晚比较好，但是从总体经济贡
献来讲肯定是母港大于访问港。国外访
问港做的好的话也带来了大量的客人。
第二个比较纠结的是在船舶物资采购方
面，是全球采购还是本地采购，这里也有
营商环境的问题，我们还是应该以开放
的心态普及这个问题，因为全球采购的
东西如果在上海上不了船，照样可以在
日本，韩国上船。而且不应该仅看中国

制造的产品供到上海母港或者是本国母
港，还应该致力于让上海的产品供应到
全球的邮轮船队，这样就没有这样的纠
结了。

第二个概念是本土邮轮。到底什么
是本土邮轮呢？是中资邮轮还是悬挂五
星红旗的邮轮？还是专门为中国市场定
制的邮轮？目前已经推出的邮轮有携程
的天海，有中华泰山号，海娜号，钻石辉煌
号等，但是运营得都不是很好。他们会面
临几大挑战，一个是船队数量的挑战，单
船公司，规模效应体现很突出，第二个是
本土邮轮没有全球运营的能力，所有本土
邮轮只能以中国做母港。

提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港口布局
的运营，我们现在主要是以房地产养码头
或者是作为城市名片宣传；第二个是航线
问题，航线的单调造成游客重复上船率不
高；最后一个是票务分销渠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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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交流环节

●“上海邮轮产业发展：回顾与展望”论坛主旨演讲之一

上海邮轮产业发展回顾
■ 中国港口协会邮轮游艇码头分会会长 黄海东

●嘉宾：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中国及北亚区首席通讯官、副总裁崔宏正，诺唯真邮轮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向宇澄，上海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友农，茶恬园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史亮，途牛网刘建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叶欣梁博士

●主持人：亚洲邮轮学院秘书长、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邮轮游艇研究所
副所长、上海海事大学副教授 程爵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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