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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长江旅游客运渡过难关
推动长江旅游客运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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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游轮旅游是世界内河游轮中设施最好、功能最全、

服务最优的旅游观光模式之一，更是长江水运在全国乃至全

球的一大亮点。2019 年，长江游轮旅游接待游客 110 多万人次，

境外游客 10 多万人次。在疫情冲击下，长江游轮旅游成为受

影响最明显的行业之一，现就长江旅游客运发展的有关情况、

必要的政策支持及建议予以报告。

1 问题
长江旅游客运为抗击疫情作出贡献，但也遭受巨大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长江旅游客运有关企业及时做好春节航

次退订停航工作，避免了类似“钻石公主”号邮轮的重大险

情发生；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确保了行业安全稳定；积极支

持武汉防疫，7 艘游轮开往武汉作临时防疫酒店，为抗击疫情

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受到重大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使长江游轮旅游业遭受重大创伤。新冠肺

炎疫情，使长江旅游客运处于全部关门歇业状态，市场和经

营全部中断，游轮公司无任何收入，游轮靠泊成本、能耗成

本、人员成本、财务成本高，当期运行困难。因受疫情影响，

组织疫情防控、游轮停航维修、开航准备、员工招聘等都存

在诸多问题；与上年同期相比，一季度游轮公司直接收入减

少约 2 亿元，预计全年将减少 8 亿元以上。

疫情后的市场恢复非常困难。旅游业中的旅游景区、酒

店、旅行社等企业，从二月底开始部分市场恢复，三月份除

湖北外将全部恢复营运。而长江三峡旅游由于航线和产品的

特殊性，不仅受制于重庆、湖北的景区开放和全国疫情的控制，

还受制于境外疫情的控制，因而恢复营业时间会更迟，预计

五月份只能投入部分航次运行，后期会因游客量不足、运行

将大幅度亏损。预计全年整个行业将出现 40% 以上的负增长，

因而长江游轮旅游是全国旅游的重灾区，是长江水运行业的

重灾区。

2 建议
2.1 对长江旅游客运恢复发展的政策

减费降税帮企业渡过难关。建议协调相关部委将长江游

轮旅游企业的增值税税率由 9% 降至 6%，即由交通业调整为

旅游业（企业收入中，旅游收入占比非常高）。同时，对长

江游轮旅游企业的所有减税降费期限延至 2020 年 12 月底，

减轻游轮旅游企业负担。

降低港口收费标准。建议调整、修改、完善港口收费办法，

对游轮港口综合服务费的类型、服务要求、收费标准予以规范，

避免港口以市场定价为由，高额收取游轮公司的游客人头费。

适当减免船舶检验方面的费用。

2.2 推动长江旅游客运高质量发展

推进长江水运安全绿色发展，不能完全采用市场的途径，

应采用公共服务、公益服务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途径，着力

解决长江旅游客运安全绿色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全面推行游轮靠港使用岸电问题。当前，长江旅游客运

企业岸电使用成本太高，电价比柴油发电的成本更高的情况

普遍存在，建议供电设施投入由国家电网负责，用户缴纳电费；

港口（码头）只收取用户使用管理的综合服务费，避免岸电

设施投资主体混乱、电费及综合服务费过高。

着力解决好长江游轮垃圾回收特别是生活污水回收问题。

目前，长江游轮固体垃圾回收和生活污水的回收点太少，且

收费太高，不利于保护长江生态，建议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按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来解决，并制定切合实际的游轮生活污水

排放标准及实施办法。

长江沿线旅游港口码头规划建设问题。目前，重庆至宜

昌长江沿线“大游轮、小码头”现象十分突出，港口及码头

建设和相关设施与大型游轮不配套，旅游港口规划建设滞后，

有一定的安全风险。长江中下游旅游码头严重缺乏，大多数

港口甚至没有游轮码头，严重制约了长江游轮经济发展。此外，

长江游轮码头的发展定位不准确。建议研究将旅游码头定位

为公共基础设施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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