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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制度集成创新
实现海南邮轮产业突破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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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邮轮产业是推动海南自贸港产业升级、功能

突破的重要抓手
邮轮产业链长，对经济贡献作用突出。邮轮产业涵

盖邮轮及配套用品设计制造、邮轮港口设施建设、配套

交通运输和旅游服务、邮轮物资生产批发供应、邮轮注

册登记、总部运营、金融保险、政府管理等全产业链环

节，产业链长，可带动国民经济 150 多个相关产业的联

动发展，对于城市经济的转型发展贡献作用突出。根据

国际邮轮协会（CLIA）统计，2017 年欧、美邮轮产业

总产值分别占欧盟、美国 GDP 的 3.3% 和 2.5%，各创造

了约 4000 万个工作岗位。

发展邮轮产业有助于推动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欧美

等邮轮市场发达国家经验表明，积极布局发展邮轮产业

有利于推动纵向、横向与旅游、交通、商贸、金融、物

流乃至制造等产业的融合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尤其是

邮轮设计制造、注册登记、总部经济、金融保险等高端

产业，准入壁垒高，与所在城市或国家的制造业、金融

贸易服务业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反过来又推动相关产业

的升级融合发展。如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芬兰四国集

中了全球 90% 以上的邮轮制造业，提升了本国船舶工业

发展水平，带动了邮轮融资保险等服务业的集聚发展。

巴拿马、巴哈马、马耳他等国家集中了全球 65% 以上的

邮轮注册登记业务，形成了独具优势的邮轮船舶管理、

代理经纪等航运服务业集聚发展格局。

发展邮轮产业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突破口。《总

体方案》明确海南要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

新技术产业为重点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三亚向国际

邮轮母港发展，支持建设邮轮旅游试验区，吸引国际邮

编者按：2020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

对海南发展国际邮轮母港、吸引国际邮轮注册提出了明确要求，也为海南邮轮产业发展创造了重大机遇。海南邮轮

市场规模小，产业链短，对地方经济贡献有限，未来必须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合力推动航线、税收、船舶、口岸、

金融、物流等制度政策的系统集成创新，着力做大邮轮市场规模，重点推动邮轮总部经济、注册登记、金融保险、

邮轮船供物资集散等高端服务业的突破发展。这对推动三亚邮轮母港建设、构建海南现代化产业体系，助推海南自

由贸易港实现产业升级、功能突破具有重要意义。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北京 100000）

轮注册”既是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客观要求，

也是推动海南率先发展邮轮注册登记业务，促进航运金

融保险、贸易服务等高端服务业升级发展、功能突破的

重要突破口。

2 海南邮轮产业发展机遇和方向
2.1 海南邮轮产业发展迎来重大机遇

一是新冠疫情全球爆发造成全球邮轮旅游业停滞

的同时，也为中资邮轮船队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契机。

嘉年华、皇家加勒比等邮轮公司因经营压力纷纷低价

出售或拆解旗下部分老旧邮轮，二手邮轮交易价格从

2019 年的上亿美元下降到 2020 年的两、三千万美元。

包括中交、国旅等中资企业已经购买或正在购买国际二

手邮轮。

二是《总体方案》及配套政策密集出台迎来重大利

好。15% 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政策已吸引中远海、国旅、

中船等 10 多家中资邮轮公司、旅行社、金融、物流等

企业落户三亚，总部经济发展初见成效。保税油加注、

进口邮轮零关税、“中国洋浦港”船籍港、洋浦全球贸

易商计划等系列政策的落地，对于海南发展邮轮注册登

记、船供物资集散服务等产业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三是疫情之下海南海上游航线试点独具优势。在国

际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出入境航线短期内难以恢复

的形势下，海南海上游航线将成为中资邮轮公司恢复邮

轮航线的唯一选择。鼓浪屿号邮轮作为第一艘拿到试点

经营许可证的邮轮，已于近期开展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牵

头的安全运营评估，一旦通过将正式开通海南海上游试

点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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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海南邮轮产业发展方向

目 前， 海 南 邮 轮 市 场 发 展 不 稳 定， 规 模 小， 从

2008 年的 17.9 万人次、占全国的 42% 下降至 2019 年

的不足 1 万人次、占全国的 0.2%，难以支撑邮轮港口

建设、邮轮交通、旅游等属地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此外，

海南经济实力弱，制造业不发达，以旅游和房地产为主

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营商环境差，难以吸引邮轮注

册登记、邮轮总部经济、邮轮金融保险等全球竞争、高

准入门槛、高附加值的关联产业在海南的布局发展。

未来，海南应依托自贸港的制度优势，结合“一区

三中心”定位以及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方向，重点推进航

线、税收、船舶、口岸、金融、物流等系列制度的集成

创新，一方面做大邮轮市场规模，推进三亚邮轮母港建

设、邮轮旅游、交通服务等属地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另

一方面着力发展邮轮总部经济、注册登记、金融保险、

邮轮船供物资国际中转集散等高端服务业，提升邮轮产

业价值链水平，科学打造具有全国乃至亚太竞争力的特

色邮轮产业生态圈，实现海南自贸港在服务业态、服务

功能等方面的创新突破。

3 推动制度集成创新，破解海南邮轮产业发展瓶颈
依托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战略部署，统筹各方力量，

部省联动，自上而下，合力推动制度集成创新，实现海

南邮轮产业的突破发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一是抓住契机稳步推进海上游试点航线的开辟。利

用疫情期间邮轮出入境航线的空窗期，以及中资邮轮船

队稳步壮大的契机，在完善落实疫情防控举措和应急保

障机制基础上，部省合力推进海上游试点航线的运营，

提升旅客服务体验，形成海南独具特色的邮轮旅游消费

产品和模式。

二是加快邮轮码头设施建设，提升综合服务能级。

立足三亚邮轮母港建设，协调各方利益，尽快解决三亚

凤凰岛邮轮码头二期工程因围填海及环保导致的工程停

滞、整改方案不确定等问题，明确保留二岛国际邮轮母

港码头及船供物资仓储集散、污染物接收处置、邮轮综

合服务等功能园区的发展空间，提升母港综合服务能级，

是海南发展邮轮产业的当务之急。否则仅凭 1 个 8 万总

吨邮轮泊位，三亚国际邮轮母港建设将成为空中楼阁。

此外，建议海南加快出台海口、儋州等港口总体规划修

编，科学规划定位各港邮轮码头功能，完善邮轮码头布

局、有序推进建设。

三是创新邮轮航线及口岸管理制度，做大海南邮轮

市场规模。参照香港和新加坡等经验，以运输便利化和

人员自由流动为目标，以安全管理为核心，以海上游航

线试点创新为基础，交通运输部联合各相关部委共同推

动邮轮航线及口岸管理制度的创新，简化管理流程和手

续。结合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探索海南自贸港航线参

照香港航线管理模式，开展中资方便旗邮轮环岛游航线

试点，推动出境游多点挂靠航线创新发展，做大邮轮市

场规模，促进邮轮产业要素集聚。

四是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打造海南邮轮总部基

地。建议财税部门和海南省继续优化所得税及配套奖补

政策，进一步推动海员 183 天个人所得税免税以及邮轮

企业境外经营所得免税等政策落地实施，助推海南船员

服务中心、邮轮总部经济等发展。建议加快推进海南增

值税、船舶吨税等间接税制改革，配合进口邮轮“零关

税”政策，降低海南邮轮航线及企业运营成本，提高母

港及访问港航线吸引力，将海南建成我国独具特色的邮

轮总部基地。

五是强力争取更为开放的船舶管理制度，延伸壮大

邮轮注册登记产业链条。邮轮注册登记与法定检验、船

龄限制、船员管理、港口国监管、金融保险等船舶配套

政策息息相关，是延伸邮轮管理服务链条的重要手段。

建议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出台为契机，部省合力

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船舶管理条例》，系统推进船舶

管理制度的开放创新，重点放宽进口邮轮船龄（10 年）

和老旧邮轮船龄（30 年）限制，放开邮轮法定检验推

动检验互认，优化船员及配员管理，推动外籍船员自由

流动，简化邮轮港口国监管等，逐步将海南建设成为邮

轮注册登记乃至船舶管理综合服务中心，提升邮轮产业

的价值链水平。

六是推动金融与口岸制度创新和战略合作，实现邮

轮融资租赁、船供物资中转集散业务的突破发展。邮轮

融资租赁资金需求量大，成本要求低，而邮轮船供物资

集散对时效性和服务品质要求高。建议各相关部委给予

海南更开放的融资租赁、离岸贸易以及外汇管制等创新

制度，吸引国内外有实力、有经验的金融保险企业入驻

海南，抓住疫情期间二手邮轮频繁交易的有利契机，推

动邮轮融资租赁业务在海南的突破发展。依托洋浦西部

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和全球贸易商计划，建议海关

等口岸部门简化进出口监管制度，推动国内外乃至全球

供应链在洋浦的融合发展，吸引大型邮轮公司的贸易、

加工及船供物流企业在洋浦布局发展特色邮轮船供物资

的国际中转集拼业务，将海南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

邮轮船供物资中转集散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