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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多国入境管控措施的影响，1 月下旬以

来，我国邮轮市场受到很大冲击。专家认为，短期来看，此次疫

情对中国乃至亚太邮轮产业造成了强烈冲击，旅客对邮轮安全的

疑虑将会延长市场恢复期，但长远来看，中国邮轮市场发展的基

本面没有改变，业界依然充满信心。 

疫情后邮轮产业发展面临多重挑战。由于对邮轮出行的担忧

和恐慌增加，未来旅客对邮轮的选择，“安全、可靠”将成为最

重要的考量因素；邮轮产业链受波及面广，相关产业链企业调整

难度较大；疫情对邮轮的健康安全防护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未来，邮轮建造会更加关注载客量、公共聚集空间、空调系统等

设计问题，或可为中国邮轮设计和建造企业创造弯道追赶和超车

的机会。 

新华社经济分析师认为，需多方合作采取多重措施降低疫情

的不利影响，助力邮轮产业快速复苏。一是强化补贴扶持、税收

优惠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二是加强在提升健康安全管理水平和应

急管理能力等方面的行业引导；三是逐步解禁出境游、丰富航线

资源；四是各方共同行动，设法提振邮轮旅游市场信心；五是针

对此次疫情凸显出的行业数据不完备等问题，加快中国邮轮大数

据平台和生态圈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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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专题报告之十四： 

多方合作助力中国邮轮市场快速复苏 

新华社经济分析师 

 

一、邮轮业短期受疫情冲击  不改长期向好趋势 

（一）航线停运  打击邮轮产品信心 

从 2020 年 1 月下旬以来，受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多国入

境管控措施的影响，中国邮轮市场受到很大冲击。据中国港口协

会邮轮游艇码头分会统计，截至 2 月底，原计划在中国运营的邮

轮公司已经取消近 150 个中国始发的航次。在疫情影响之下，国

内邮轮市场已全面停滞，更有蔓延至整个亚太邮轮市场的停摆风

险。 

邮轮港口无船可靠，旅行社无法组织邮轮客源，全年邮轮靠

泊艘次和旅客吞吐量下降已成定局；邮轮业务收入断崖式下跌，

特别是国内的邮轮港口业务收入结构单一，损失较大。在疫情结

束前的停摆期，无论是邮轮公司、邮轮港口还是旅行社，除了等

待之外找不到任何补救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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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防联控  上海经验值得借鉴 

1 月 14 日，上海海关就开始关注疫情，并启动了源头管控机

制，口岸配备的排查设备能够快速、准确检测人员体温。海关和

邮轮公司对重点地区的旅客开展重点监控，一些发热旅客被及时

劝退。宝山区政府还准备了三家宾馆一千多个床位，对滞留港口

的重点地区旅客进行安置。 

据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友农介绍，

疫情期间地方政府、海关、边检、邮轮公司和港口从源头管控、

口岸排查到岸上处置，形成一整套完善的联防联控体系，实现零

输出、零输入以及零感染。在吴淞口港口运营的几家邮轮公司也

做得非常出色，包括对舆情的关注和应对，向旅客及时发布退改

签政策和航次取消情况等。 

皇家加勒比游轮集团亚洲区主席刘淄楠博士表示，疫情发生

后，上海市地方政府，包括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上海市文化和旅

游局以及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所在的宝山区政府，在与邮轮公司共

同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建立“邮轮应对疫情”协同防控机制，劝

退 520 名重点区域来沪的邮轮游客，对回沪邮轮约 600 名重点地

区游客进行登记研判，落实分批上岸、集中留观、统一离沪等措

施；经过多次协调沟通，各大邮轮公司决定自 1 月 26 日全面取消

邮轮出境游活动，1 月 30 日全面停航，并出台航次暂停运营应急



 

 3  新华社经济分析报告 

措施和退款方案；同时，采取降低港口费率等措施，向邮轮公司

伸出援手，与邮轮公司共商对策，并加强在码头的检疫措施。 

（三）长期向好  中国邮轮市场基本面没有改变 

邮轮经济被誉为“漂浮在黄金水道上的黄金产业”，中国邮轮

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上海作为首个中国邮轮旅游发

展示范区，目标打造国际邮轮之城，引领形成千亿级邮轮产业链。

天津、深圳、青岛、福州及大连也纷纷获批设立“中国邮轮旅游

发展实验区”，国内其它仍在规划建设和升级邮轮港口的城市都期

待分享邮轮经济未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红利。短期内看，中国邮

轮市场受到疫情冲击较大，但从长远来看，中国邮轮市场发展的

基本面没有改变，业界依然充满信心。 

上海海事大学亚洲邮轮学院理事会秘书长程爵浩教授表示，

2020 年中国邮轮市场规模预计将明显下降，需谨防因恢复期较长

导致运力大部分外移至大洋洲或更远的欧美市场。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邮轮游艇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郑炜航

预判，中国乃至亚洲邮轮旅游业恢复期需要二至三年，邮轮港航

旅企业要做好长时间维持低营收水平的准备。 

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公司总经理张振东认为，中国邮轮市场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目前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也是发展

中的问题，疫情终会过去。邮轮产品特有的优势不会变，中国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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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产业发展的大趋势也不会变。 

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育民表

示，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内对国内乃至亚太邮轮市场的影响很大。

相信疫情之后，经过调整，国内邮轮市场会有较大反弹，行业的

春天依然会到来。 

 

二、疫情后邮轮产业面临多重挑战 

（一）安全将成消费者首要需求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邮轮旅游作为非刚需产品，重塑消费者

信心非常重要，其恢复期相较于航空、酒店等其他旅游消费行业

将耗时更长。由于对邮轮出行的担忧和恐慌增加，未来旅客对邮

轮的选择，“安全、可靠”将成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能确保旅客

的健康安全、有能力及时有效处置突发事件的邮轮公司和邮轮港

口城市将会更受消费者欢迎。 

酷森邮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孙毅指出，随着

国际上对中国实施的旅游限制慢慢解除，今年全年的邮轮市场预

计不会出现较大的反弹，包括暑期。因为“安全”将成为邮轮旅

游者消费动机中最关键的维度。不同于欧美成熟的邮轮市场，中

国邮轮市场不看重回头客，主要依赖开拓新客市场，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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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认知和社交不是关注的焦点，“安全”才是刺激其进行消费决

策的核心要素。 

星旅远洋国际邮轮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明表示，邮轮行业应加

强对邮轮安全性、舒适性的普及宣传及标准化体验，切实消除游

客对邮轮出行的顾虑。 

（二）邮轮产业链受波及面广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面对此次疫情，邮轮上下游产业链企业

受波及面广，相应调整难度较大。中下游环节邮轮港口、邮轮公

司、邮轮票务分销商受影响最大，邮轮劳务、邮轮物供、燃润料

供应、免税品、物业管理、交通服务等企业也受到波及。 

邮轮公司、邮轮港口和船代公司受艘次、游客数量等市场供

应量骤减影响，经营业务受到冲击最大。邮轮产业链上的其它企

业，如邮轮服务供应商也面临被迫调整的局面，因为邮轮公司通

常提前一年通知大供应商做全年的整体备货，此后每三个月以招

投标形式做调整，此次疫情邮轮停运无疑将会影响到与邮轮相关

的食品供应商、酒店供应商和劳务代理商等。 

（三）邮轮设计、建造面临新诉求 

此次疫情对邮轮的健康安全防护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

来，邮轮公司在邮轮建造方面，会更加关注载客量（数量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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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越多越好）、公共聚集空间（适当减少）、空调系统（避免空

气传播病菌）等设计问题，或可为中国的邮轮设计和建造企业创

造弯道追赶和超车的机会。 

黄育民预计，未来邮轮港口设计、建设和运营方面，将更加

注重健康安全和应急管理，例如：具备处置应急事件的硬件设施

（如病人检疫的专用区域和病人转运的专用通道、电梯）；将共同

处置应急事件作为与邮轮公司合作的重要条件；加强与地方政府

在处理应急事件方面的合作等。 

深圳招商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雪峰表示，

邮轮相关企业应一方面加快补齐短板，再造业务流程，优化现有

结构，实现降本增效，以便疫情结束后以最快的速度重新开展业

务，挽回损失；另一方面主动拓展和完善产品线，进行人员培训

与人才储备，迎接邮轮行业全面复苏后的新挑战。 

 

三、多方合作助力邮轮产业快速复苏 

（一）强化政策支持 

截至目前，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阶段性降低港

口收费标准，主要涉及货物港务费和港口设施保安费。上海市已

经启动酌情减免国际邮轮的停靠港口使用费和人头费政策，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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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期待能进一步出台针对邮轮产业的扶持政策。 

中国港口协会呼吁，将港口企业（包括邮轮码头业务）纳入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

告》优惠对象，给予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优惠，以缓解企业当前

困境。 

目前，在中国市场全年运营的邮轮一般选择购买 1 年的吨税，

外籍邮轮征收的吨税分 30 天、90 天、1 年三种，鉴于疫情影响，

目前所有在中国运营的邮轮都已停运。 

王友农建议延长吨税有效期，疫情解除，邮轮公司正常运营

后，疫情期间所有天数在原吨税有效期基础上给予顺延，并出台

恢复运营期间相关吨税优惠政策。 

黄育民、孙毅以及地中海航运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雍虎等业

内人士表示，希望加大对本土邮轮母公司和旅行社的补贴扶持力

度，推行税收减免优惠措施，减免交通港务费等费用，提供更加

优惠的退税和便捷的退税流程以共渡难关。 

（二）加强行业引导 

专家认为，预计此次疫情将促使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一系列宏

观政策和操作指引，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优化治理水平和

管控方式，做好重大安全风险研究预判和应急防范预案，并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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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邮轮行业提升健康安全管理水平和应急管理能力。 

各邮轮港口城市未来会更加注重公共资源配置，提升自身应

急事件处置能力；在管理措施方面，会考虑加强卫生消毒灭菌工

作，增加邮轮医疗资源的配置，适当减少邮轮航程中的公共聚集

活动等。 

（三）逐步解禁出境游，丰富航线资源 

1 月 24 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通知，停止全国旅行社及在线

旅游企业暂停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旅游”产品，国内邮轮

旅游停摆。业内人士表示，未来宜根据国家及各省市疫情防控的

具体情况，按照整体统筹、分步实施的策略，对疫情结束较早的

地区，先行解除禁令，逐步取消团队出境游限令。 

云顶邮轮集团总裁朱福明指出，重振邮轮业将经历非常缓慢

的过程，消除消费者心理阴影、提振市场、开港恢复运营，不是

几大母港努力所能做到的，需要政府给予帮助和协调。 

各地可考虑建立“尽快恢复邮轮市场工作小组”，由地方旅游

部门牵头，港口局、联检单位、各旅行社、境外邮轮公司在中国

的公司或办事处、邮轮码头、邮轮代理公司、邮轮协会和旅游协

会等相关单位参加，统一部署相关工作，最大程度、最快速度聚

集邮轮游客，尽快恢复中国邮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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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业内人士还建议各地因地制宜、积极开发区域内新航

线，向国家寻求政策支持，推动航线审批落实，如增加东北亚航

线、南海邮轮运力和东南亚航线，以进一步丰富各地邮轮市场旅

游产品。一些市场培育较好、产业发展较成熟、监管体系较完善

的地方，可以优先论证开展无目的地游、多点挂靠等试点运营的

可行性，不断积累市场开发经验。 

（四）设法提振邮轮旅游市场信心 

郑炜航表示，尽快消除旅客对邮轮的焦虑、恐慌感，是全球

邮轮人的共同目标，需要有所作为、共同行动，重新树立市场对

邮轮旅游安全可靠的信心。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母港公司、广州国际邮轮母港公司、云

顶邮轮集团、地中海航运集团、星旅邮轮公司、地中海航运集团

等企业代表也纷纷指出，信心比黄金更重要。邮轮企业需要努力

提升通风、污物处理和空间改造等符合卫生防疫要求的软硬件设

施配置水平，以应对潜在的安全隐患，消除消费者的疑虑；加快

设计更加多元化的邮轮旅游休闲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展现全新

的市场风貌，重燃消费者享受邮轮产品的热情；加强与媒体合作，

针对邮轮母港在疫情防控、生产复工方面所采取的应对举措予以

报道，增强市场对邮轮旅游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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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进邮轮数据平台和生态圈建设 

郑炜航建议，建立针对疫情的港航旅应急响应机制和包含旅

客健康信息的邮轮数据大平台。此次疫情凸显出相关数据不完备

的问题，数据平台建设呼吁多年未能完成，应加快共建共享包含

旅客健康信息的中国邮轮大数据平台，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应急

事件可以有备无患，积极有效应对。 

业内人士认为，邮轮公司应加强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如港口、

旅行社等互联互通，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牵头下建立常态化的交流

沟通机制和平台，在制度与行业规范设计、应急协调机制和监控

等方面群策群力，共同为行业发声，提供中国特色的邮轮产业解

决方案，加速推进邮轮行业生态圈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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