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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产业链视角下国内邮轮产业纵向一体化研究

高卢君， 吴明远， 陈　 琳， 马霄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邮轮市场。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邮轮港口建设、船队引进、邮轮市场

成效卓著。 未来中国邮轮产业将从“求规模”向“增效益”转变，从邮轮港口向邮轮全产业链延伸。 本文基于全产业链的视角

分析邮轮行业纵向一体化发展可行性，并从技术、市场、港口、销售以及人才培养五个方面给出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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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邮轮产业纵向一体化是包含从邮轮设计生产到

将船票成功卖给消费者的完整产业链，呈现链条式

结构；其中邮轮全产业链上游邮轮制造属于生产驱

动型产业链，其主要特点是以生产为核心，为全产业

链发展的驱动因素。 中游的邮轮公司和下游的旅行

社属于市场驱动型产业链，是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
通过市场需求的增长和刺激来带动产业的发展。 下

游的邮轮港口属于资源主导型产业链。 产业链本质

上是由处于不同产业环节的企业通过各种技术经济

联系而构成的一种完整的生产组织机制，本文主要

基于文本分析，结合纵向一体化战略对邮轮的全产

业链发展进行分析。
１　 邮轮产业链各环节的发展现状

（１） 邮轮制造。 邮轮制造行业主要包括生产所

需原材料和生产设备、邮轮设计、生产制造、邮轮装

配等环节。 迄至目前，国内豪华邮轮制造行业仍处

于学习探索阶段，对于豪华邮轮总体概念设计研究

尚不成熟，存在诸多设计的重点与难点亟待解决。
（２） 邮轮公司。 邮轮公司是指在邮轮市场上利

用旗下邮轮船舶，以邮轮母港作为运营基地，以邮轮

航线和访问港作为运营支点，针对目标市场的实际

需求，在不同的细分市场设计邮轮旅游航线，为游客

提供具有特色的船上及岸上产品服务的企业。 目

前，国内的邮轮公司无论从规模、船只数量、专业程

度上都不能和国外成熟的邮轮公司相比。
（３）邮轮港口。 邮轮母港是邮轮产业一体化得

以成功实施的重要基础设施，主要为邮轮船舶的停

靠，旅客上下船以及邮轮物资供应提供场所。 地理

区位、气候环境、城市经济发展、地区旅游资源、基础

设施等因素共同影响着邮轮港口的吸引力。
总体来说，港口的发展需要雄厚的综合经济实

力、完善的基础配套设施、发达的对外交通网络、丰
富的旅游观光资源、充足的邮轮旅游客源。 在国内，
２０１６ 年上海港口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邮轮母港，天
津、深圳、广州、青岛、厦门、三亚等城市港口均有发



展潜力亟待挖掘。
（４）邮轮旅行社。 邮轮旅行社模块主要设计邮

轮船票的销售，在国外，邮轮销售模式是旅行社代销

和邮轮公司自销相结合。 在国内邮轮市场上，主要

是包含中间商的包船 ／切船的集中销售模式，邮轮公

司自销和旅行社代销的比例偏低。 同时，这也给国

内邮轮销售的长远健康发展带来诸多弊病，急需开

发新的邮轮分销渠道。
２　 中国邮轮全产业链发展可行性分析

２．１　 邮轮制造

目前邮轮发展趋势是船舶大型化、功能多样化、
船龄年轻化。 国内邮轮制造行业发展优势明显，首
先，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和经济支持，推动国内邮

轮制造的发展；其次，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决胜阶段，人民的收入水平也将进一步提高，而邮

轮旅游具有的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高、产品特色突

出等优点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居民乘坐邮轮，中国邮

轮旅游市场的增长潜力巨大。
但中国发展邮轮制造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

先，经验不足，国内大多数造船厂的历史较短，对于

集装箱船、散货船、及航行于长江三峡区域的近岸型

邮轮及河湖型邮轮有着丰富造船经验，而对于豪华

邮轮的制造和设计经验则要逊色于欧洲国家。 其

次，国内对豪华游轮的设施和人员配备，日常运行的

经营管理等方面也仍存在一定不足。
２．２　 邮轮公司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邮轮产业战略性新兴市场，
但不可否认，却也陆续暴露出一些问题。 对此可做

阐释分述如下：
（１）邮轮市场渗透力低，邮轮旅游文化氛围不

浓，游客对邮轮认知水平低。
（２）中国关于邮轮旅游的法律还不够完善。
（３）国内邮轮市场的发展几乎照搬国外的邮轮

模式，没能充分体现中国的邮轮文化特色，邮轮公司

普遍采取低价竞争模式，不利于邮轮公司及邮轮产

业长期的发展。
２．３　 邮轮港口

中国已经形成了以三大邮轮母港为中心的邮轮

市场格局：以上海为母港，辐射长三角地区的邮轮经

济区；以厦门、广州为母港，辐射东南部沿海地区的

邮轮经济区；以天津、大连为邮轮母港，辐射环渤海

湾的邮轮经济区。
仍需指出，中国邮轮港口存在功能单一、配套设

施和软实力建设缺乏、邮轮母港建设与所在城市旅

游资源的联动不紧密等问题。 其中，软实力的问题

主要包括：邮轮营销力度、相关专业人才储备、政策

法律体系等三个方面。
２．４　 邮轮旅行社

与欧美旅游业相比，中国的旅行社代理的特点

可表述为：从事出境旅游业务数量较少、销售模式虽

具机动性，但不具规范性，销售渠道和价格体系也未

达到高度统一、旅行社产品的组合能力有限，尚未推

出富有创造性的营销手段，产品的差异性小，缺乏竞

争力。
２．５　 邮轮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显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这
为中国邮轮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整体利好的

外部大环境。 其次，２０１８ 年 ９ 月，交通运输部等 １０
部委正式发布《关于促进我国邮轮经济发展的若干

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到 ２０３５ 年我国邮轮市场将

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加快实现首艘大型

邮轮建设；同时还明确了邮轮自主设计建造和邮轮

船队发展取得突破，邮轮产业链基本形成；具备大型

邮轮设计建造能力，相关配套装备制造业全面发展；
本土邮轮船队具有一定规模；邮轮航线产品丰富，沿
海邮轮市场基本形成，邮轮港口服务水平达到国际

标准等一系列明确目标。
因此，过去十年，中国市场成功完成了邮轮旅游

的顺利引入和培育；未来十年，将是本土邮轮航线产

品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影响力扩大的十年。 目

前国内在邮轮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均存在不足，但
是经过下一个十年在邮轮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的有针

对性的发展（研究内容见图 １），中国邮轮市场将可

实现纵向一体化的全方位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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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邮轮行业纵向一体化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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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中国邮轮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建议

实现中国邮轮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是以加快推动

大型邮轮自主设计建造为主要任务；以完善邮轮公

１８１第 ３ 期 高卢君， 等： 全产业链视角下国内邮轮产业纵向一体化研究



司发展运营模式和改进邮轮港口建设经营为辅助手

段；最后利用合适的旅行社销售方式将邮轮产品展

现在游客面前，吸引游客。 最终获得邮轮全产业链

的良好经济效应。 具体发展路径建议可详述如下。
（１）突破技术壁垒。 本土邮轮制造业发展需要

借鉴已有发展的经验，在自主研发中突破技术壁垒，
掌握邮轮制造的核心技术。 同时也要看到，邮轮制

造业的发展需要保证资金链充裕。
（２）采取市场开发与产品开发相结合的发展战

略。 国内邮轮公司的发展要解决市场渗透率低，品
牌辨识度不高，特色不明显等问题，需要学习国际邮

轮公司的开拓性发展模式。 可以通过市场开发战略

确定目标客户，巩固市场、建立品牌后再采取产品开

发战略扩大邮轮船队规模，实现规模经济。
（３）加强港口硬件设施建设，促进母港与所在

城市资源联动发展。 首先除加强基础实施建设外，
还要加强邮轮港口娱乐设施以及购物商场的建设，
确保可以丰富乘客的邮轮旅游体验。 其次，邮轮运

营商在制订邮轮旅游战略时可以让当地商业界以及

旅游部门共同参与，加强对目的地景点的开发以吸

引更多岸上观光乘客。
（４）开发更多高质量销售渠道。 在本土邮轮产

业链前三个环节稳定健康发展的前提下，拓展对营

销环节的研发规模，结合现有的销售渠道开发新的

线上线下直销渠道，加强邮轮品牌和文化宣传，吸引

更多乘客。

（５）重视人才培育、法律体系、营销力度等辅助

性软实力发展。 首先，需要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加

大力度，吸引国外优秀的邮轮产业专业人才，同时增

加对国内邮轮人才的培育投入。 其次，国家层面需

要借鉴国际的邮轮法律法规并结合国内现状完善法

律体系。
４　 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国内邮轮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可行

性，有针对性提出发展建议。 本文研究有利于完善

和深化中国邮轮运营机制和模式研究；为更好地建

设和发展国内邮轮市场提供新方向和新思路，从而

推进全球邮轮产业的创新发展；有利于在国内乃至

世界上弘扬和传播中国邮轮文化；结合“一带一路”
政策促进中国旅游市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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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和抽象语法树的语句包裹模式识别分类算法，在
４ 个开源项目数据仓库上进行实验验证后，实验结

果证明本文算法对于语句包裹模式的识别具有较高

的准确率。 对于存在代码移动的提炼函数（Ｅｘｔｒａｃｔ
Ｍｅｔｈｏｄ）和提炼类（Ｅｘｔｒａｃｔ Ｃｌａｓｓ）等重构模式，本文

提出的基于代码变更块和抽象语法树的算法也能对

其进行识别。 在将来的研究中，需要为大粒度语句

包裹模式变更提供 ｈｕｎｋ 合并功能。 并将该算法在

更多数据集上进行实验验证的基础上将其用于其他

重构模式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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