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www.chinatradenews.com.cn

2018年6月5日 星期二
现代服务业·动态编辑/葛岩 制版/耿晓倩

电话/010-64671065 myyaowen@163.com

陈实：非常高兴参加上海现代服务
业联合会邮轮经济服务专委会成立大
会，我们国家的邮轮产业属于刚刚起步
阶段。我讲一个大家关注比较少的部
分，就是邮轮设计方面。邮轮设计建造
在我们整个邮轮的经济贡献率是 28%，
但是最难的是邮轮的设计，邮轮的设计
是花钱买不到的，它难在哪些地方呢？
首先，邮轮的设计没有成熟的时候，每个
邮轮都有它的特色，要根据邮轮服务的
定位、船东的喜好、航线开辟来设计。其
次，邮轮设计实际上是美学，艺术和产品
设计的结合，我们这么多年来主要是在
产品设计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艺术设
计在我们国家起步较晚。最后，是邮轮
融合设计，文化、人文艺术和产品结合起
来的开发，所以不是简单的按照设计规
范就可以设计出来，恰恰相反，很多设计
是没有规范的。

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目前世界
上的主流都是欧洲的设计，中国的文化和
欧洲的文化差异比较大，中国又有自身的
特点，就是我们地域非常广，文化差异非
常大。中国这 40 年来的高速发展，我们
每十年的代差非常明显。所以我们要根
据航线的定位，人文的因素确定我们的设
计是很难的，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创意的，
是钱买不到的。

另外邮轮设计和船舶设计不一样，邮
轮是一边设计一边建造，一边修改，一边
完善的，所以是设计单位、船厂、供应商互
动的模式。建造的时候也需要不断地修
改布局，其中涉及到材料、设施的调整。

除此之外，邮轮建造在中国刚刚起

步，也就涉及到安全环保的问题。新的国
际公约实行以后将以前的设计颠覆，我们
现在买来欧洲的图纸，如果没有安全环保
的考量也是不行的。如果现在买来到
2020 年，这些邮轮就需要全部重新设计，
所以符合未来要求的邮轮设计技术难度
非常大。另外，相关的法规与监管的要求
还需要进行设计和完善。总体来讲邮轮
设计是整个产业链发展是关键的环节，我
也借此机会呼吁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
邮轮经济服务专委会关注一下这方面，谢
谢各位。

赵周礼：谢谢各位，我加入邮轮行业
以后深刻的体会到，发展中国邮轮产业
应该以邮轮为先，以本土邮轮为先。从
刚才两位演讲嘉宾的介绍我们知道，我
们国家的邮轮产业从 2006 年到现在，十
多年的增速达到接近 500万人次，从这一
点来看都是载着中国人去日韩，去东南
亚，贡献对我国来讲是有的，但是几百亿
的钱是花到国外去了。今年天海邮轮九
月份不运营的话中国就剩两艘了，这是
不符合我们发展中国邮轮产业的战略目
标的。

发展邮轮产业的观点是要考虑邮轮
本身，因为邮轮是邮轮产业发展的先导。
如果航母守护了一个国家海上疆域的安
全边界，那么邮轮决定了一个国家海上旅
游的实力发展。邮轮主导邮轮航线的设
置，不仅仅是开拓船舶的配置以及邮轮产
业资源的开发，更重要的是邮轮的设计和
制造、邮轮的材料研发和供应。因此邮轮
的设计和制造是提升一个国家邮轮装备
的关键，我们应该把邮轮发展放在邮轮产
业的先导。

同时，邮轮还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基
础，邮轮可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好文化
航母，我们世天邮轮由十家企业发起成
立，制订了自己的发展战略，最初以邮轮
设计为突破口，联合国内企业制造首艘中
式豪华邮轮，打造了符合市场需求的中式
豪华邮轮。

目前，我们已经和招商工业集团签
订了首艘豪华邮轮建造的框架协议，同
时我们也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所以船
级社陈总这里的标准能通过我们首艘邮
轮 产 生 ，真 正 能 够 指 导 我 们 未 来 的 发
展。我们相信世天与招商工业集团的紧
密合作是突破首艘邮轮的合作，我们会
把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邮轮呈现给我们

中国的游客，谢谢。
洪星：我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一个

是我参与过的案例，第二个方面是对邮轮
融资的理解，第三个是对想做邮轮运营的
人提一些建议。

2012 年，传统的货船市场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当时想选择进入一个新的市
场，比较了以后觉得邮轮是一个不错的
方向，之后做了详细研究，2013 年和第一
家邮轮公司签了协议，就是银海邮轮，这
是专门做高端的邮轮市场的公司。我们
这是第一次给国外的邮轮公司做融资，
双方的合作也比较愉快。2014 年，李克
强总理去意大利访问的时候，签订了战
略框架协议，有 8 亿欧元，这是第一单，
这是一艘二手船的战略融资。这艘船我
们接手的时候也快十年船龄了。第二单
是 2016 年和另外一家公司做一条新船，
船厂是意大利的，船就是维京太阳号。
这个公司以前是专门做内河邮轮运营
的，这家公司的运作模式非常值得我们
中国想进入豪华邮轮的公司参考。2017
年，我们和这两家公司重新做了项目，我
们还在跟其他的邮轮公司谈，这是简单
的关于我的经历介绍。

第二个是我们对邮轮公司的理解，首
先所有的融资模式都是一样的，最主要的
要求是项目的安全。我们 2013 年做得
好，2016 年也做得好，给客户的印象非常
好。说明邮轮的项目在市场上还是非常
安全的。我做的行业产品是融资租赁，但
是在邮轮行业里面融资租赁基本上不是
邮轮的首选。我们看到，那些大的邮轮公
司比如嘉年华、皇家加勒比、诺唯真都是
上市公司，他们直接融资的渠道还是很畅
通的，并且他们在造船的时候，在很多国
家，例如意大利、法国都是有信贷支持
的。我们也注册了两个公司，并且重复操
作，说明这个模式是双方都认可的。

为什么邮轮公司还是愿意选择相对
来说昂贵的融资产品，是因为贷款，特别
是信保支持贷款是非常固定的模式，并且
对于邮轮公司的压力非常大，特别是你一
旦看好这个市场，想快速组成你的船队的
话，稍有闪失就没有机会再造新船了，这
个是比较大的挑战。

最后一点想讲讲我个人从船舶融资
的角度来看如何看一个项目。对具有多
年实际操作经验的邮轮公司来讲，你是新
进入者，你的对手是很庞大的，竞争的本

身是吸引消费者。
这些公司今天可以用大数据分析这

个市场，他们定位目标市场，目标市场的
消费年龄层次、购物偏好这些都是有非常
详尽的分析，相对来说我们国内这方面的
数据会偏少一点，所以我希望在这方面，
我们能够多做市场研究。

我举个例子说一下。2013 年我们做
了邮轮产品以后，会发一些邮轮旅游如何
美好的消息，结果很多朋友去乘坐邮轮
了，回来以后的反馈就是，游客的层次低
一点的都觉得比较满意，但是层次高一点
的人都不太满意。国内现在的邮轮产品
和我们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求不太匹
配，因为目前我们运营的邮轮是最大最新
的，但并不是最好的。这些邮轮只是入门
级的产品，并不是面对高端市场的产品。
因此，我们去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必须从
细分市场进去，会有更大的优势。

第二，一定要有数量的优势。目前我
们国内有四个品牌，其中两个快要消失
了。我觉得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用户经
济，所以我建议如果要做邮轮业务，至少
要有市场份额。

第三，大家如果要做的话，尽量去造
新船。现在很多新的规范出来了，船舶排
放方面老船有一些天然的缺陷，实际操作
起来会增加一些额外的成本。还有我们
的品牌还不如国外的成熟，船也不如人家
的好，这怎么打动我们的消费者呢？这是
我个人粗浅的想法。

曾骥：我本人从 2004 年到 2016 年在
造船行业，有 12年的工作经历，从邮轮的
建造方面我谈一下我的感受和理解。

我今天想分享的是豪华邮轮建造和
其他船舶有很多不同之处。我们今天讨
论邮轮建造，应该说是服务上海的邮轮经
济。意大利的一个船厂有很多配套的产
业。上海应该是中国船舶行业设计和建
造最集聚的地方，上海是有基础的，上海
要发展邮轮经济一定要在上海的邮轮建
造方面花大力气。

我们邮轮的建造应该涵盖技术、供
应链，涉及的衣食住行都在里面。所以
它的经济效应还是非常高的。豪华邮轮
作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典型代表，与主
流船型相比，其设计和建造难度非常大，
急需加大研发投入，加强管理、以及做好
技术和人才的储备，并积极培育本土的
供应链，力争早日实现首艘国产邮轮的

完工交付。
王炎平：大家好，邮轮经济服务专委

会的成立为加快邮轮产业的发展起到很
好的助力作用。大家都知道邮轮产业在
中国是呈爆发式的增长，但是我们中国真
正本土邮轮制造是空白的。刚才提到四
艘是本土邮轮，但是我个人认为这四艘本
土邮轮没有一家是真正有中国血统的，不
是真正的本土邮轮公司，只能称中国公司
成立，或者是中国个人成立的公司。

什么叫做中国本土邮轮，我们今天
五星旗邮轮还是空白的。刚才说的四艘
邮轮，除了天海邮轮是比较好的船，其他
三艘都不行。我们市场是开放的，要怎
么样管理好？怎么样由自己来管理？我
相信我们一定会管理好邮轮的。我们本
土化的邮轮，有没有自己的船？自己的
管理团队？我们现在的运营政策受到约
束，无法跟国际邮轮公司竞争！我想中
国市场这么大，真正推出挂五星旗的邮
轮会带来很多就业。同时，金融环境也
很重要，我们民营邮轮企业需要国家层
面的政策扶持。我们希望通过邮轮经济
服务专委会呼吁对邮轮中国企业，对中
国制造、对中国五星旗邮轮与国际邮轮
的平等待遇，谢谢。

王万茂：我首先祝贺专业委员会的成
立，我对这个行业有巨大的信心，因为我们
有市场、有需求，这个行业发展很有意义。

迈阿密 2014 年的旅客人数达到 480
万人，我们现在三亚的旅客人数一年不到
20万，中国有13亿人，美国不到3亿人，所
以我们的市场有多大，大家心里很清楚。
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我们有两条海
上丝绸之路都经过南海，如果把南海的旅
游做好了，就可以实现南海和周边国家之
间的互联互通，促进南海和平，所以我对
这个事业充满信心。

我觉得上海成立这样一个专业委员
会很及时、很有必要，有大量的工作可以
做。我们在邮轮设计方面有更多的工作
要做，我们和国际上的邮轮设计相差很
远，包括邮轮的性能问题，我们相差很
远。发动机方面我们的油耗量比较大，我
们可以通过合作、技术引进、人才引进把
这些问题解决掉。谢谢大家！

我们要了解上海邮轮产业的机
遇以及挑战，应该对国家邮轮产业
发展的趋势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中
国的邮轮产业是这样的发展趋势，
就是当中国邮轮进入了新一轮的发
展时期时，许多地方都在聚焦邮轮
产业链的整体发展问题。从大连今
年2月24日发布发展邮轮产业相关

文件到 4 月 8 日的海南博鳌论坛邮
轮分论坛都聚焦邮轮产业链。4月
25 日天津滨海的第四届中国海事
金融国际论坛也关注了邮轮产业链
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

从中国的邮轮产业链的发展
来看也是这样的趋势，根据邮轮产
业新闻（CIN）数据，到 2000 年的时

候全球游客已达到 3000 万人次，
这个数据是按照现有全球邮轮船
舶有多少客位数乘以航次计算出
来的。另外，从中国市场的邮轮及
舱位数，我们可以判断到 2023 年
中国游客的基本数量可以到达 400
万人次，到 2020 年中国邮轮乘客
人数将快速增加，和我们现在的实
际预测情况相当。但是，中国本土
邮轮发展数量却非常滞后。

目前，中国邮轮产业有三个发
展机遇，第一个是我们国家提出的
邮轮产业发展政策好，这个政策利
好将继续推动我国邮轮产业大幅
度发展。前两天交通运输部又在
谋划新一轮的促进国家邮轮产业
发展的新政策。第二个发展机遇
是未来十年亚洲邮轮产业仍然维
持高速增长。根据相关资料分析，
我们可以预测在 2020 年和 2025 年
我国邮轮市场的规模将分别超过
300 万和 500 万的乘客数量。第三
个机遇是现在有许多因素正在促
进国家整个邮轮产业的发展。目

前，全国各地区内各类邮轮企业如
同雨后春笋般注册成立，涉及到邮
轮港口投资企业，邮轮科技发展，
邮轮船队运营，邮轮船舶管理等各
方面。而且有许多重量级集团下
决心进入邮轮产业。

上 海 邮 轮 产 业 有 什 么 特 点
呢？上海邮轮产业链建设内涵不
断丰富、优化，作为全球重量级邮
轮母港建设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邮
轮产品多样化，国际邮轮品牌将吸
引不同类别的游客兴趣。我认为
上海邮轮产业新一轮的发展有这
样一点可以参考，目前在世界三大
旅游圈当中因为迈阿密邮轮没有
邮轮建造这个板块，因此，上海海
事大学邮轮团队的老师觉得对标
欧洲邮轮市场可以作为上海及长
三 角 地 区 发 展 邮 轮 产 业 链 的 重
点。首先是欧洲的邮轮市场经济
贡献比例，邮轮建造的板块占 28%
到 30%，如果承接建造邮轮的数量
更多还会超过 30%。其次是邮轮
公司的运营，物资和服务直接贡献

占整个邮轮产业链当中的比例达
40%，这块比例包含了港口服务、
邮轮运营和邮轮建造，加起来占邮
轮产业链经济贡献 70%的份额，大
部分的优势都在这里。最后是邮
轮旅游的环节，包括观光和酒店住
宿，占邮轮产业链的 22%。最后一
块是人力资源成本占 10%。

上海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首
先上海的地理条件非常优厚，适合
发展国际邮轮、沿海邮轮、内河邮
轮；其次，上海是全国最大的船舶
建造基地；最后，上海正致力于新
一轮的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
中心建设。更重要的是，上海邮轮
旅游市场需求仍将领跑全国乃至
亚洲，因此，上海发展全域的邮轮
产业链的条件非常好。

最后我简单地讲一下上海邮
轮新一轮发展面临的挑战。第一
个是邮轮运营的挑战，最大的问题
是怎样拿到船。有了邮轮，运营成
本的控制也是很大的挑战。同样
的五星级邮轮，我们有将近 30%的

税赋，也就是说要比同样的方便旗
国际邮轮增加 30%的税赋，而且船
上消费方面有很多项目我们不能
做。第二是邮轮建造面临的挑战，
首 先 是 配 套 供 应 链 体 系 如 何 完
善？怎样以专业的现场管理与工
匠团队服务理念来打造好豪华邮
轮的建造要求？还有就是设计和
建造规范和标准还不是很完善，我
们对比较复杂的技术和工艺还有
待研究并进一步突破。第三个挑
战是邮轮产品的挑战，如何将国际
邮轮进一步引入？沿海邮轮的开
发如何推进？内河邮轮往长江中
下游延伸？尽管内河邮轮现在已
经有比较好的建造条件了。第四
个挑战是航道安全的挑战，上海因
为地处长三角地区，雾天比较多，
极端气候对邮轮航行的影响比较
大。另外，长江黄金水道打造对我
们的航道也有影响，在这样情况下
怎样加强航道安全的监控，采取有
效的措施管理整个长江航道，保证
大型邮轮和其他船舶的安全通行。

上海邮轮产业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 亚洲邮轮学院理事会理事长 肖宝家

●“上海邮轮产业发展：回顾与展望”论坛主旨演讲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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