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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邮轮产业主要由邮轮的设计建造、邮轮运营管理及邮轮服务等环节构成，三个环节涉及较多

的方面。由于邮轮产业涉及的行业内容较为多样，使得邮轮产业链的经济贡献较为分散，在

不同的环节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邮轮产业又被称为&ldquo;飘在海上的黄金产业&rdquo;。 

邮轮行业的发展与运输业、观光旅游业等息息相关，在全球新冠疫情扩散期间，邮轮行业也

遭受到了沉重打击。2019年，全球邮轮业总收入超过270亿美元，同比增长5%，2020年受疫情

影响同比下降88%，2021年略有回升，但仍与疫情发生前水平有较大差距。根据国际游轮协会

（CLIA）的统计数据，2013-2019年全球远洋邮轮乘客人数年均复合增速约为5.7%，2019年接

近3000万人次，2020年受疫情影响大幅下跌81%。 

2021年，疫情之下，邮轮旅游市场需求和供给都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收缩，但整体呈现出由供

给驱动需求恢复的特征。如此形势进一步倒逼国内邮轮旅游产品的高品质供给。沿海邮轮市

场逐步打开，首艘五星红旗邮轮&ldquo;招商伊敦&rdquo;号实现了常态化运营。2021年中国邮

轮经济景气指数为100.18，重回枯荣线以上，中国邮轮经济景气状况有所提升，并呈现出稳中

求进的态势。 

2021年11月28日，《邮轮绿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21）》发布，绿皮书指出，我国

邮轮港口布局逐步完善，目前全国邮轮专用码头有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上海港国际客运

中心、天津邮轮母港、青岛邮轮港、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三亚国际邮轮母港、舟山国际邮轮

港、厦门国际邮轮港、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等邮轮港口，初步形成华北、华东、东南、华

南、南海等五大辐射东北亚、东南亚的邮轮港口群，港口服务能级显著增强，为本土邮轮沿

海游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 

我国各级政府大力支持邮轮产业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层面，都对国产邮轮产业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政策支持。国家&ldquo;十四五&rdquo;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完善邮轮游艇发展政策。文化

和旅游部《&ldquo;十四五&rdquo;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提出依托邮轮等产品和线路，加快形

成多程联运的一体化格局，推动海洋及滨海旅游发展，推进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和中国

邮轮旅游实验区建设。2022年1月印发的《&ldquo;十四五&rdquo;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应

有序推进邮轮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上海、天津、深圳、青岛、大连、厦门、福州等地邮

轮旅游发展。2022年8月18日，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邮轮游艇装备及产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到2025年，邮轮游艇装备产业体系初步建成，游艇产品系列多样

规模化生产，旅游客船提档升级特色化发展。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邮轮产业行业研究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共十二章

。首先介绍了邮轮产业的概念以及国外邮轮产业的发展现状；接着报告深入分析了中国邮轮

产业的发展环境、现状，然后详细阐述了邮轮设计建造、邮轮港口建设、邮轮公司运营以及



邮轮旅游等产业链环节；随后，报告对邮轮产业发展的重点区域以及标杆企业进行了细致的

分析；最后，报告分析了中国邮轮产业的投融资及金融服务体系构建，同时对行业未来发展

前景趋势进行分析。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际邮轮协会、文化和旅游部、产业研究报告网、

产业研究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

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邮轮产业

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邮轮产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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