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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水运旅游客运发展分析
高迎旭

（黑龙江和松辽水系航运规划办公室，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6）

摘　要：针对黑龙江省水上旅游客运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结合国内外水上旅游客运发展的形式，分析了黑龙江省水上旅

游客运的发展趋势。预测了黑龙江未来水运旅游客运的发展趋势和运量，提出了黑龙江省未来水上旅游的发展目标和发

展布局、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措施，为黑龙江省的水上旅游客运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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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通航航道里程 5495 公里，航道等级高，

高等级航道里程占全国的近 20%，界河航道里程占全国

的 50%，近几年客运量呈逐年小幅增长趋势，尤其是水

上旅游客运增速明显，为促进黑龙江水运持续发展，开

创黑龙江省水路运输新思路，开展黑龙江省水上旅游客

运发展研究，提出水上旅游客运的发展方向，指导黑龙

江省水上旅游客运的健康发展，为航运和旅游部门提供

参考是非常必要的。

1 黑龙江省水上旅游发展现状

1.1 水上旅游客运发展现状

黑龙江省水运资源丰富，拥有黑龙江、松花江、乌

苏里江、嫩江、镜泊湖、莲花湖、兴凯湖、五大连池等

通航河流湖泊，多年来水路客运在满足人民生活需求、

交通出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水

路客运也经历了由满足人们交通出行到满足人们对美好

生活追求的阶段变化。

1.1.1 满足交通出行阶段（1981-1990 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黑龙江省公路不发达，部分沿

江市县不通铁路，水路运输作为沿江市县人们出行、货

物运输的主要交通运输方式，为沿江百姓出行，满足生

活需求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1.2 交通出行向旅游客运转变阶段（1990-1999 年）

九十年代中期，早期建造的长距离客轮到期报废，

退出营运市场，全省高速公路建设速度加快，黑龙江省

水路运输客运进入萎缩回落阶段，黑龙江水上中长距离

旅客运输陆续退出水路运输市场，水上客运量十多年来

一直维持在 40 万人左右，其中近一半为国际旅客运输

和城市周边观光游客，黑龙江省的水上客运发生重大变

化，由交通出行开始向旅游客运转变。

1.1.3 旅游客运增长阶段（2000 年 - 至今）

进入 21 世纪，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水上旅游业的

兴起和中俄边贸的迅速发展，黑龙江省水上客运进入

快速增长期，客运量从 2000 年 45 万增长到到 2008 年

317 万，黑龙江省水上客运快速增长，旅游客运比例达

到 80%，黑龙江水上客运进入旅游客运阶段。

1.2 水上旅游客运发展基础

1.2.1 水上旅游资源丰富

黑龙江省拥有众多涉水旅游资源，有美丽千里大界

江，风光旖旎兴凯湖、镜泊湖、享誉全国的五大连池和

大顶子山百里库区，成为了水上旅游的重要景点。沿江

旅游景点为发展水上旅游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像东极抚

远、黑瞎子岛、北极漠河、饶河珍宝岛、虎头、黑河爱

辉等景点。近年城市周边游发展迅速，哈尔滨、佳木斯、

牡丹江、齐齐哈尔城市水上观光旅游也发展势头迅猛。

1.2.2 航道条件较好

黑龙江省航道通航里程为 5495 公里，其中，高等

级航道 2873 公里，约占全国高等级航道的 15% 和全省

航道通航里程的 52%。松花江、黑龙江是全国高等级航

道中“两网十八线”中的“二线”。在全省航道通航里

程中，二级航道 967 公里、三级航道 928 公里、四级航

道 1209 公里、四级以下航道 2391 公里，四级及以下航

道占全省航道通航里程的 56.5%。

2 国内外水上旅游客运发展现状

2.1 国外水上旅游客运发展现状

纵观世界水上旅游客运发展，法国巴黎、英国伦敦、

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发展较好，水上旅游项目已经成为城

市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成为整

个城市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共同特点是：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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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船只统一经营。游船由几家观光公司经营，政府给

予扶持政策，实行严格的经营审批制度；二是配套设施

完善统一。政府租给观光公司能方便游客上下船的泊船

位置和大面积的停车场地，规定使用期限，经营者向政

府上缴租金，为开展游船服务提供便利条件；三是航线

打造经典，观光体验感强。精辟航线设计，满足不同游

客需求，促使水上旅游向多元化和社会化发展。

2.2 国内水上旅游客运发展现状

我国水上旅游发展较好的城市主要有上海、广州和

天津的城市观光游；千岛湖、桂林山水、武夷山等地的

风光游；长江三峡的库区游游轮，不同的水上旅游体验

吸引了众多的观光游客，推动了水上旅游的发展，现在

水上旅游客运已经成为人们休闲旅游的重要方式，为缓

解人们生活压力，提升旅游品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3 黑龙江省可借鉴发展经验

一是提升游览航线观光感受，提高游客体验度；二

是加强游船个性化，丰富船上服务内容；三是依托著名

自然景区发展水上旅游客运；四是政府为水上旅游客运

提供基础设施保障；五是政府制定管理制度和扶持政策。

3 黑龙江省水上旅游发展趋势分析

3.1 发展趋势

旅游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不断提升，旅游

方式走向多元化发展，生态旅游成为一种新的旅游潮流，

水上旅游客运迎来较好发展势头。黑龙江省依托滨水旅

游资源丰富、沿江景观日趋增多、地缘优势明显和沿江

地区的景美物丰的优势，全省旅游人数快速增长、未来

发展前景广阔。

3.2 运量预测

利用平均增长率法、灰阶模型和线性回归法对水上

旅游客运量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表 1：

表 1 黑龙江省水上旅游客运量预测表（万人）

结合三种预测方法，推荐黑龙江省水上旅游客运量

2025 年为 280 万人，2035 年为 580 万人。

4 黑龙江省水上旅游发展规划

4.1 发展目标

坚持以“人民满意”为中心，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

适应消费升级和旅游发展要求，以舒适化、差异化为需

求导向，在水运基础设施、客运船型创新和运营管理方

面加大投入，加快培育发展水上观光休闲旅游客运，提

供广覆盖、高品质的水上旅游服务产品，带动服务业、

旅游业的发展。到 2035 年，基本形成“交旅融合、环

保绿色、平安智能，人们满意”的水上旅游运输体系，

水上旅游资源利用程度显著提高，水运基础设施满足旅

游发展需求，旅游船舶新能源使用得以推广，龙江水上

旅游品牌效应凸显，水上旅游客运成为满足人们美好生

活的重要休闲方式。

——基础设施。码头设施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升，旅

游观光码头和停靠点布局趋于合理，哈尔滨城区段沿江

旅游码头群建设成果显著，依托 G331 边境风景道中俄

界河旅游观光码头建设完成，形成“一码头一景”的特

色界江码头廊道，码头样式与当地文化、自然风光、旅

游景区充分融合，彰显水上旅游特色。

——旅游船舶。水上旅游客运船舶舒适度大幅改

善，个性化船舶扮靓水运市场，高端游艇在镜泊湖和哈

尔滨城区段开展运营，旅游示范船型在全省旅游航段推

广应用，新能源船舶、水上飞行器在湖库区开始应用。

——旅游航线。水上旅游客运产品质量显著提高，

依托中俄界河特色，优化航线布置，结合沿江河风光带

建设，打造 1-2 条中俄特色航线，尝试开通中俄游轮，

丰富完善哈尔滨及沿江市县观光航线，提升乘坐观光体

验，航线品质大幅提升。

——交旅融合。水上旅游与交通协同发展，乘船码

头和停靠点与公共交通有效衔接，城市码头通公交，中

俄界河码头和停靠点与省县道相通，旅游码头及停靠点

最后一公里得到解决，码头陆域具备完善的停车场、游

人休息区、购物点、服务区等设施，交旅融合效应明显。

4.2 发展布局

4.2.1 水上旅游客运航线布局

（1）湖库区旅游客运航线布局。一是利用现有的

湖库区文旅资源，开展各类水上观光游、亲水休闲游，

优化湖库区旅游航线。二是依托镜泊湖、五大连池的全

国知名度，打造莲花湖红色旅游航线，提高水上旅游知

名度。三是开展酒店式豪华游轮运营，开通游轮航线，

满足人们游湖和住宿需求。四是将大顶子山船舶过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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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口湿地、城区观光景观带融入一体，塑造哈尔滨

水上观光经典航线。

（2）城市水上观光客运航线布局。一是依托冰城

夏都美名，以太阳岛、防洪纪念塔、中东铁路桥等景点

为核心，开辟一条哈尔滨松花江观光航线。二是积极推

进佳木斯、牡丹江、齐齐哈尔城市水上观光，开通一条

水上观光航线。三是利用黑河与俄罗斯布拉戈申维斯克

一江之隔的地理优势，打造黑河“一江两岸，两岸两国”

特色城市水上观光航线。

（3）生态航线布局。一是开展两极（神州北极、

华夏东极）水上观光游航线；二是开通黑瞎子岛绕航环

岛游航线；三是整合北极村和洛古河游船航线，形成中

国最北最美水上观光航线。四是借助珍宝岛、虎头要塞、

嫩江江桥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源，开通红色旅游航线。

五是利用黑龙江的绿水青山独特自然风光，尝试开通黑

龙江界江长距离游轮线路。

（4）中俄跨境游航线布局。进一步完善黑河、同江、

抚远、饶河对俄跨境旅游航线，提升航线运营船舶的舒

适程度和安全性，谋划开通嘉荫至巴斯克沃跨境旅游航

线，开通抚远乌苏镇至哈巴罗夫斯克的航线，全面提升

跨境旅游航线的服务质量。

4.2.2 码头布局方案

一是构建中俄界河带状旅游客运码头体系；二是打

造沿江主要市县游客码头廊道；三是完善湖库区及风景

区码头及停靠点；四是建设湖库区及名胜风景区旅游码

头。

4.2.3 旅游船舶建造方案

一是发展城区和湖库区高档豪华游船；二是研发界

河长距离航线大型豪华游轮；三是发展清洁能源游船；

四是鼓励发展高端水上运输工具。

4.2.4 配套设施方案

一是进一步完善航道助航设施；二是加强旅游运营

船舶安全监管；三是提供广泛水上旅游信息服务。

5 水上旅游客运发展措施建议

加强组织领导。水运主管部门、各地方政府、旅游

部门要高度重视水上旅游客运的发展，制定水上旅游客

运发展规划，加快水路运输市场供给侧结构改革，促进

水运市场快速发展。

加强领域融合。水运主管部门、交通运输部门、旅

游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建立联动机制，将水上旅游与交通

发展、城市发展等充分融合，让旅游发展带动城市发展，

城市发展促进水上旅游提档升级。

加强资金保障。充分发挥中央预算内资金、中央专

项资金和地方资金支持政策的导向作用，加大对航道基

础设施、码头基础设施、旅游客运船舶研发、新能源使

用的资金投入，推进水上旅游发展。

加强科技创新。加强水上旅游的科技创新，通过水

上旅游智能化、信息化、新能源、节能减排的重大改善，

引领水上旅游客运创新发展。

加大政策扶持。政府部门通过设立水上旅游发展专

项资金，通过低息、贷款贴息、以奖代补等形式加大对

水上旅游客运市场培育，推动水上旅游客运市场健康发

展。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行政管理、企业经营、行

业服务三个层面相配套的人才培养，提升水上旅游服务

质量和水平。

加强营销推广。通过新媒体形式、特殊人群宣传、

旅游体验直播、宣传短片、会议举办、旅行社助推、平

面广告等形式宣传黑龙江水上旅游客运，扩大水上旅游

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