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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WOT 分析的海南邮轮旅游市场研究
刘卓鑫 

（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辽宁 大连，116026）

摘　要：邮轮旅游是中高端旅游产品，良好的邮轮旅游体系能有效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海南旅游资源丰富，邮轮产业潜

力巨大，但市场占有率低，在邮轮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本文分析了现今海南邮轮旅游市场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

提出了加强国际合作、提升服务能力、重视公共卫生建设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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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旅游是指以邮轮为交通载具，包含旅馆住宿、餐饮

供应以及休闲娱乐场所等多种功能，以船上活动和岸上休闲

旅游为主要内容的旅游活动。邮轮旅游的概念诞生于北美洲，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邮轮旅游一直是全球旅游市场中增长

最快、最具潜力的版块，被誉为“漂浮在海上的黄金产业”

邮轮产业在欧美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基本成熟。国内

邮轮产业起步较晚，虽然经过了几年的高速发展，但目前看

来其在产品水平、运营经验、市场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

不足。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经济发展质

量高，速度快，市场潜力巨大，毫无疑问将会是邮轮产业发

展的下一个重要增长中心。

1 现状
北美地区是邮轮旅游的主要客源地，邮轮产业发达，邮

轮旅游产品丰富多样。近年来，亚太市场在全球邮轮旅游市

场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作为亚洲市场主体的中国市场拥有最

多的邮轮旅游消费者，邮轮旅游产业虽失于先机，但仍获得

了充分地发展。

中国邮轮市场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 2006—2011 年的萌芽

期，平均年增长率为 36.74%；2012—2016 年的成长期，平均

年增长率为 72.84%；经历了全球经济的波动，部分国际邮轮

公司的战略布局也随之进行调整，受此影响，2017 年后中国

邮轮市场进入平缓期，平均年增长率降至 8%。中国邮轮市场

经过了十多年“高增长速度”的发展，正逐步向“高质量、

高品位发展”的新阶段转变。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已成为国家战略，海南将受到全世

界的瞩目，旅游相关产业的前景更加广阔，邮轮旅游的发展

迎来历史性机遇。三亚和海口是海南最被大众熟知的两个旅

游城市，其中三亚作为全国唯一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其发

展优势更为明显。三亚地处热带，风景优美，一年四季气候

宜人。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口位于三亚湾南侧，距离市区近，

又与国际主航道相邻，加之避风条件良好，在冬季有许多邮

轮选择在此处挂靠。海口港秀英港区邮轮旅游产业发展相对

平缓，2013 至 2016 年共接待邮轮 91 艘，虽然邮轮挂靠艘次

较少，但总体呈现出上升态势。

为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按照建设海南国际旅游

岛和海南省旅游强省的发展纲要，根据海南省省委、省政府

的南海开发战略部署，2013 年“椰香公主”号邮轮执航海口—

三亚—永乐群岛生态旅游航线，这是一条颇具特色的海滨旅

游航线，也是一条震撼心灵的红色爱国航线。从该航线开通

到 2017 年 6 月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邮轮共运营

161 个航次，接待旅客总量达 3.03 万人次。

2 SWOT 分析
2.1 优势 

2.1.1 地理位置优越

海南地处热带与亚热带，适合常年开展邮轮旅游。海南

位于亚太经济带中心，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

距离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泰国、越南、新加坡等热门邮轮

旅游目的地很近，有利于开发各式各样的邮轮航线。

2.1.2 旅游资源丰富

阳光、海水、沙滩、绿植、空气等是邮轮旅游者最看重

的旅游资源。海南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共 1823 公里，仅海口

到三亚东海岸线就有 60 多处地点可开发为优质海滨浴场。海

岸带上景观、山岳、热带原始森林、火山、溶洞、温泉等自

然资源丰富。此外，海南的名胜古迹、民俗民风、美食等人

文旅游资源同样有着独特的魅力。

2.1.3 基础设施建设前景较好

海口南海明珠国际邮轮港口拟建设 4 个邮轮泊位，总投

入资金约 9 亿元，建成后将可满足现今全球最大邮轮的停靠

需求，年设计通过能力达 158 万人次。

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口一期建成于 2006 年，拥有 8 万

吨级邮轮泊位，年接待游客能力为 30 万人次。二期工程规划

建设 4 个邮轮泊位，建成后目前世界上所有邮轮船型皆能挂靠，

邮轮旅客接待能力为 160 万人次。

2.2 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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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市场占有率低

2018 年 全 国 邮 轮 港 口 共 接 待 邮 轮 976 艘， 接 待 游 客

488.67 万人，其中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接待邮轮 375 艘，

接待游客 271.56 万人，为全国之首。海口秀英港 2018 年接

待邮轮 51 艘，接待游客 4.75 万人，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2018 年接待邮轮 20 艘，接待游客 2 万人，均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2.2.2 邮轮旅游配套不完善

目前邮轮挂靠海口秀英港使用的是 17 号和 20 号泊位，

其中 17 号泊位并非专业的邮轮码头，20 号泊位距临时客运联

检大厅较远，旅客需要穿越整个集装箱作业区。此外，海口

港联检厅是由仓库改装建造而成的，相关服务设施设备还未

配置齐全。港口及周边未形成与邮轮旅游相关的商业体系。

2.2.3 邮轮旅游产品不丰富

海南拥有许多优势，非常适合发展邮轮旅游，但海南邮

轮产业发展并不十分顺利，市场占有率低且利润少，邮轮旅

游产品是直接原因。海南距离许多热门邮轮旅游目的地的距

离都很近，但邮轮航线开发程度不高。东南亚航线多为越南

短期旅行，比较成熟且有特色的是西沙航线。邮轮航线不够

丰富，缺乏吸引力，严重制约了海南邮轮旅游的发展。

2.3 机遇 

2.3.1 各项重大政策的颁布

《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

见》赋予海南诸多含金量很高的旅游及相关服务业开放政策。

2017 年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海南将加强与南海各

国在海洋旅游、海洋渔业等方面合作，推动构建“泛南海经

济合作圈”。2018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郑重宣布：党

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

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

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

2.3.2 东南亚旅游风潮持续升温

东盟旅游数据统计表明， 2011 至 2015 年前往东南亚旅

游的中国游客从 730 万增加到到 1850 万，占国际游客总量比

重达 17.1%。近年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也表明，出国游

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为东南亚和东北亚的国家，游客满意度最

高的国家是新加坡。

《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显示，2014—2018 年中

国游客对去往东南亚地区旅游的热情越来越高（见表 1）。海

南与东南亚诸国距离很近，海南—东南亚邮轮航线或许将成

为激活海南邮轮旅游市场的关键。

表 1  2014—2018 年中国出入境旅游目的地前十名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中国澳门 中国澳门 中国澳门 中国澳门

韩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泰国 韩国 韩国 日本 日本

中国台湾 日本 日本 越南 越南

日本 中国台湾 越南 韩国 韩国
美国 越南 中国台湾 美国 美国
越南 美国 美国 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新加坡
马来西亚 俄罗斯 马来西亚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资料来源《中国出入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5—2019 年）

2.4 挑战（Threats）

2.4.1 邮轮旅游市场竞争激烈

现今国内邮轮旅游市场发展趋于稳定，总体呈现出“三

足鼎立”的格局，即北方市场（天津）、南方市场（广州）

和东部市场（上海）三大市场。这三大市场所占的份额约为

全国邮轮市场的 60%，竞争十分激烈。目前国内成熟的东南

亚邮轮航线多为从上海出发，或直飞香港、新加坡，在香港、

新加坡出发，从而完成整个邮轮旅游。上海、香港、新加坡

都是一流的国际邮轮中心，海南面对的挑战不可谓不大。

2.4.2 目标客源市场开发困难

邮轮旅游的目标客源主要为中等收入群体和老年人，平

均年龄 49 岁。海南当地的老年由于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一

般不会购买邮轮旅游这样的中高端旅游产品，而具有消费能

力的中青年人往往没有足够假期。而争取省外乃至外国游客，

又需要直面上海、天津等邮轮旅游产业发达地区的竞争，开

拓市场困难。而没有足够大的目标客源市场，又会反过来制

约邮轮产品的开发。

3 建议
3.1 重视航道建设养护

邮轮本身是邮轮旅游的基础，有能供邮轮停泊的深水港

和有能使邮轮安全通畅进出的深水航道是发展邮轮旅游的前

提条件。建议重视海南省航道建设养护，加大用于航道建设

和养护的专项资金投入，为邮轮进出港提供安全畅通的保障。

3.2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海南省作为一个岛屿省份，人口较少，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虽然旅游资源丰富，但在邮轮旅游市场竞争仍处于劣势。因此，

需要综合考虑全国邮轮港口发展情况，准确定位海南邮轮旅

游产业的发展方向，有针对性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扬长避短，

打造差异化竞争，从而实现“弯道超车”。

3.3 简化邮轮经营航线审批手续

我国游客尚未形成邮轮即目的地的概念，岸上目的地仍

然是游客选择邮轮产品的最重要考量之一。出国旅游复杂的

手续审批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简化审批手续将为海南邮轮

旅游市场带来明显优势。

3.4 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多方共赢

海南应主动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多方共赢，与其他沿海

港口城市形成良好互动，共同开发邮轮旅游市场，以弥补本

省客源短板。积极开拓国际邮轮航线，加强与泰国、越南、

新加坡等周边国家的合作，交流学习邮轮管理、产品开发、

活动策划等经验，开发更具特色的邮轮旅游产品，开辟更加

丰富的邮轮旅游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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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加强配套设施建设，提升服务能力

在兼顾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的前提下，加强邮轮旅游城

市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体系、文化、宣传等方面的建设，

完善邮轮旅游商业圈，提升岛上配套服务能力和接待水平，

构建完整的“吃、住、行、娱、购”旅游体系，综合提升游

客的舒适度及体验度。

3.6 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

国内关于邮轮公司管理、邮轮旅游营销、邮轮服务等方

面的中高端人才一直处于紧缺状态。海南应更加重视专业人

才的引进和培养，放宽人才引进机制，积极吸纳海内外优秀

人才。目前高校中与邮轮产业相关的专业并不多，且多以理

论学习为主，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海南应

加强与高校、科研单位的合作办学，开展定向培养人才，增

强人才与海南邮轮产业发展的适配度。

3.7 加强公共卫生建设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和财

产损失。截至 2020 年 3 月 15 日，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确诊新

冠肺炎病例已达 712 人。此次事件中暴露出了该邮轮在公共

卫生建设方面的诸多不足，不仅给该邮轮的品牌造成了无可

挽回的打击，更让许多家庭受到了伤害。良好的公共卫生建

设既是一张吸引游客的名片，也是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邮

轮上人员密集且环境相对封闭，因此更要重视公共卫生的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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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 VLOC 的发展对好望角型船市场的影响
蒋林

（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510220）

摘　要：本文首先介绍了 VLOC 的发展历史和新一轮的发展情况，然后对目前好望角型船市场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

认为当前好望角型船市场基本面有改善但依然处于弱平衡状态，随着新一轮 VLOC 的发展，好望角型船市场波动性将

进一步增强，好望角型船市场运输格局也将发生变化，未来市场将向项目化和定制化方向发展。因此，传统好望角型船

东要未雨绸缪，积极应对航运市场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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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等亚洲国家对钢铁需求的快速上

升，铁矿石海运贸易量迎来了爆发式增长，2019 年世界铁矿

石海运贸易量达到 14.6 亿吨，是 2000 年的 3 倍多，铁矿石海

运需求的变化也给干散货航运市场带来了巨大变化，尤其是

对好望角型船市场，超大型矿砂船（VLOC）在这种背景下应

运而生，随着 VLOC 运力的大量运营，对传统海峡型船舶带

来了明显的“挤出”效应，对好望角型船市场运输格局带来

了重要影响。

1 VLOC 的发展简介
本文所称 VLOC 是指载重吨大于 22 万吨，专门用来运

输铁矿砂的散货船，被称为超大型矿砂船（Very Large Ore 

Carrier, 简称 VLOC）。2000 年以前 VLOC 发展较慢，进入新

世纪，随着中国等亚洲国家对铁矿石需求的急剧增长，矿山

和大货主为降低运输成本，纷纷开始订造 VLOC 运输巴西到

远东的铁矿石，从此 VLOC 开始蓬勃发展，最具代表性的 40

万吨级 VLOC 的发展。从 2008 年开始，为降低巴西到远东的

运输成本和提高自身产品的竞争力，淡水河谷公司开始建造

第一批 40 万吨 VLOC，随后几年，陆续与多家船东合作，采

用先建造后返租的方式推动了 VLOC 发展，此外，其他船东

和货主也纷纷参与订造 VLOC。据 Clarksons 数据， 到 2019 年底，

全球运营中的 VLOC 达到 250 艘，约 7800 万载重吨，约占好

望角型船总运力 22%，VLOC 已经在干散货航运市场中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 

2 新一轮 VLOC 的发展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干散货航运市场持续低迷，新船价

格也大幅下跌到低位水平，在此背景下，VLOC 又迎来了新一

轮的发展机遇。从 2017 年开始，淡水河谷公司为配合其产能

扩张计划和更新部分“油改散”高龄 VLOC，先后与国内外数

家船东合作，采用订造并返租的方式，新订造了约 40 艘 32.5

万载重吨的 VLOC，该批 VLOC 将在 2 年内陆续交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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