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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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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已上升至国家战略，我国邮轮旅游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本文旨在从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

略实施背景下，应用 SWOT 分析法并依据上海目前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论证邮轮旅游的战略部署，剖析制约上海

邮轮旅游发展的瓶颈，结合上海邮轮旅游发展中的长板优势及短板制约，提出相应的建设路径，为促进上海邮轮旅游发

展提供新的突破点与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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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作为旅游业与海上邮轮结合的新产物——邮轮旅游

倡导在规模较大的豪华游船内承接海上巡游，是以乘船

项目和岸上休闲为主要内容的高端旅游活动。近年来，

国家发展战略十分重视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在国家区

域发展总体战略全局中进行统筹谋划，邮轮旅游产业新

的发展契机随之而来，国内各大港口的深度开发合作也

迎来新的机遇。上海素有“海上明珠”之美誉，作为长

江入海口以及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其邮轮旅游的创新发

展与联动合作也将进入关键期。诚然，优势机遇和问题

挑战始终并存，立足上海实际，瞄准我国邮轮旅游发展

的普遍性问题，发挥最大优势，突破制约瓶颈，是当前

上海邮轮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进一步

将上海打造成世界知名邮轮母港和亚太地区邮轮旅游枢

纽的关键一环。本文基于上海邮轮旅游的发展现状和当

前优势，剖析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的制约瓶颈，探索长三

角一体化战略背景下上海邮轮旅游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提升竞争力，构建新格

局，实现上海邮轮旅游的蓬勃发展。

2 SWOT 分析

2.1 优势

2.1.1 区位优势显著

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地处于中国南北海岸线中心

点，是长江航运的咽喉要地，也是我国东部地区最重要

的枢纽港口之一，开放程度高，经济活力强、辐射广，

腹地资源优渥，区位优势得天独厚。

2.1.2 城市旅游经济发达，文旅资源集聚

作为中国国际经济中心、金融贸易中心、航运科技

创新中心，上海是目前国内经贸发展的命脉之地，其雄

厚的经济实力也充分带动邮轮旅游的蓬勃发展。目前，

上海已经形成丰富多样的都市旅游产品结构和较为完善

的城市旅游服务设施，具备城市特征鲜明及开放度极高

的海派文化氛围，同时拥有诸如上海邮轮文化旅游节、

亚太邮轮高峰论坛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邮轮行业交流平

台，文旅市场高度发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营商环境

优越，文化底蕴深厚，邮轮旅游品牌占据国内一流。

2.1.3 港口条件优越，母港建设日趋成熟

上海是亚洲迄今为止最大的邮轮母港城市，随着邮

轮运营管理中心地位的确立，外加“一港两地多点发展”

的邮轮母港优势布局，上海目前已在我国邮轮旅游市场

占据引领地位。同时，上海把邮轮母港的建设和运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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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邮轮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突破口，邮轮码头及港口配套

设施建设等方面在全国独占鳌头，实力凸显。此外，众

多顶端邮轮公司及相关优秀邮轮企业落户上海，为上海

邮轮旅游发展提供新的优越态势。

2.2 劣势

2.2.1 航线单一，旅游产品不够丰富

目前，以上海为出发港的航线大多集中于日本和韩

国地区，且多为短途游，限制了我国游客的多元化消费

需求。同时，由于邮轮文化在我国普及度相对较低，游

客对于岸上目的地旅游活动充满兴趣，而对于种类相对

单一的海上巡航活动参与度较低。在中长航线的邮轮旅

游中，缺乏特色产品和精品线路设计，缺乏内容丰富的

海上活动，游客旅途体验和满意度较低。

2.2.2 品牌建设不够重视，邮轮旅游文化核心尚未凝聚

国内邮轮旅游尚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邮轮文化普

及度相对较低，邮轮产业的发展缺乏相关文化与背景的

支撑，品牌建设不够重视，品牌文化宣传也较为缺乏，

国内邮轮旅游文化核心尚未凝聚。同时，本土邮轮公司

以及旅游企业对于邮轮行业的认知判断也处于初级探索

阶段，大部分游客对于邮轮文化理解不足，对于邮轮旅

游的消费观念尚待转变、意义理解尚待提升。

2.2.3 研发力量薄弱，邮轮人才稀缺

随着邮轮旅游市场逐渐国际化，依托市场服务业的

高需求的现状也出现了与之相匹配的高质量管理者及服

务者短缺的情况。对如今的现状来说，海乘人员的培养

是中国为积极应对邮轮旅游市场的需求而制定的主要培

养方向及关于发展人才战略所做出的努力，但是对于邮

轮管理、运营、航海等这类市场需求较高的相关技术人

才资源却是匮乏的，邮轮人才培养的质量不高、供给不

足、力度不够等原因势必影响上海邮轮旅游市场的稳定

和可持续发展。

2.3 机遇

2.3.1 相关政策支持

近年来，我国中央政府根据国际、国内旅游市场的

需求，及时捕捉到了邮轮旅游业良好的发展前景，上下

联动，层层递进，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立足实

际积极开展调查研究，相继制定出台一系列支持邮轮旅

游业发展的优良政策措施。截至 2020 年，国家累计出

台 75 项、地方累计出台 376 项邮轮及邮轮相关政策，

积极推动和促进了我国邮轮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2.3.2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长三角作为全国重要的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是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区，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战略板块。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战略

背景下，基于对邮轮产业发展的逐步重视，国家相关部

门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上海持续科学的邮轮产业发展规

划，上海邮轮旅游业的发展环境将迎来新一轮生机勃勃

的“春天”。基于此，上海应抓住长三角一体化的历史

机遇，依托长三角区域扎实雄厚的经济基础，在长三角

区域优势的配合之下，完善资源整合，带动长三角供应

链协同创新发展，打造具有国际品牌吸引力的长三角邮

轮产业。

2.4 挑战

2.4.1 周边及国内港口间竞争激烈

邮轮产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全新增长极。随着邮轮

产业发展的不断推进，如今的北美地区和欧洲地区的邮

轮旅游市场趋于饱和，份额稳中渐降。而亚太区域将成

为未来 5-10 年内各大邮轮公司竞争最为激烈的区域，

尤其是已经日渐成为全球邮轮行业下一个竞争焦点的中

国市场。聚焦周边地区，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在邮轮母港

建设及配套设施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回首国内，以天

津、大连为首的北方邮轮港口和以广州、深圳为主的南

方邮轮港口等也是上海港口发展的主要竞争对手。上海

如何在周边区域及国内港口间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保持优势，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2.4.2 全球新冠疫情对邮轮产业带来冲击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乃至

全球邮轮产业按下了“暂停键”，对正处在战略调整与

转型升级的我国邮轮产业造成了较大的短期压力和负面

影响。在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处于常态化的背景下，如何

“在困境中坚守，在希望中期待”，进一步丰富国内旅

游形态，加快推进国内邮轮旅游市场复苏，为邮轮旅游

市场重塑信心，是当下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

3 对策建议

3.1 改善港口交通条件，加快上海邮轮旅游目的地建设，

打造世界一流邮轮母港

聚焦上海，首先，要优化上海邮轮港口的交通枢纽

布局，提升对内连接能力，加快构建以邮轮港为中心的

立体交通网络，对标国际一流港口，合理配置公共交通

资源，深化智慧交通发展；其次，要不断提高靠泊能力

和服务能力，推动口岸通关模式创新，不断优化游客通

关流程，提升邮轮口岸服务能级，创造优宜的邮轮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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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从而吸引更多游客汇聚上海，爱上邮轮。

3.2 培育邮轮消费文化，增强国际品牌意识，积极打造

本土邮轮游客市场

立足新时代新需求，对标国际标准，突出上海特色，

将邮轮文化与上海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等品

牌建设有机结合，融入更多“中国元素”。同时，加大

邮轮旅游的推广宣传，提升各个环节的邮轮旅游品质，

优化邮轮文化产业布局，推动邮轮旅游消费多元化，努

力培育出具有标志性和市场竞争优势的中国特色邮轮旅

游品牌。

3.3 开展国内邮轮项目，发展内河邮轮产业，形成长三

角内河邮轮品牌

在国内大循环的新时代背景下，国内游航线具有较

大潜力。上海应在国内发展战略的大力支持下，依托港

口腹地城市旅游资源，进一步提升内河邮轮的发展力度，

建造布局合理与优势互补并存的港口群，从而在长三角

地区形成层级丰富、特色鲜明的邮轮航线体系。在此种

市场依托之下吸引和鼓励更多内河邮轮企业集聚，更易

丰富国内旅游形态，循序渐进地提升消费者对国内邮轮

旅游发展的信心。

3.4 聚焦邮轮设计建造，培育扶持本土邮轮企业发展，

构造产业发展新格局

邮轮制造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综合工

业和综合科技水平的标准之一。 作为我国重要的船舶

制造基地，上海应发挥其政策、资金和创新领域的优势，

推动国产大型邮轮设计建造，进一步扩大本土邮轮船队；

借鉴先进经验，谋求技术创新，深化战略合作，提升本

土邮轮企业竞争力，在掌握更多市场话语权的前提下，

为本土邮轮企业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发展平台。

3.5 强化邮轮人才体系支撑，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提升上海邮轮旅游发展软实力

邮轮产业的发展亟待邮轮相关专业人才的涌入，高

素质、强能力的邮轮产业人才是现如今邮轮行业发展的

攸关因素。基于此，一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需重视邮

轮人才培养，健全人才政策体系，完善邮轮人才引进制

度，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吸引全球邮轮精英集

聚上海，同时加强相关高校及科研教育机构对复合型人

才的培育，为上海邮轮旅游产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另一方面，上海作为我国重要的科研创新中心，拥有众

多高校和科研教育机构，上海应基于扎实的产学研合作

基础，充分利用本土优质教育资源和创新领域之优势，

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强化本土邮轮专业人才队伍。

4 结语

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背景下，上海邮轮产业发展潜

力巨大，前景光明。作为中国华东地区和长江流域的牵

头主体，上海依托雄厚的经济发展实力成为带领其他区

域共同发展的“火车头”，也必将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的中坚力量。上海作为新

中国改革开放之下的重要“通商口岸”，向全世界展示

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作为全国的

排头兵、中国邮轮产业发展的“桥头堡”，上海要在其

现有资源优势、国内政策支持、地理区域极佳等优渥条

件的基础上，谋求区域合作，乘胜追击，迸发活力，发

挥邮轮产业发展示范引领效应，全面推进邮轮全产业链

发展，抓住长三角一体化这一历史机遇，在长三角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下，积极发挥中国最大经济中心城

市的优势以及邮轮母港城市的引领作用，促进长三角邮

轮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为我国邮轮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

生机与活力，逐步实现在国际邮轮产业市场中占据有利

地位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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