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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邮轮游艇分会和上海虹口区人民政府、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共同出版的

《2010-2011中国邮轮发展报告》在上海发布。这是中国第三次发布邮轮新兴产业的报告，被国内外邮轮业

界称为邮轮白皮书。虹口区航运办主任陆清冬主持新闻发布会。上海市旅游局、邮轮港口及船务公司等相关

机构的负责人出席。     

    陆清冬主任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迈入世界领先经济体的

关键时期，也是中国邮轮经济发展的良好机遇期。以上海为例，加快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

是“十二五”的重点工作，发展邮轮产业、邮轮经济已经列入规划纲要，并制定了专项发展规划，提出了

“到‘十二五’末邮轮业成为支撑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确立的重要力量，上海基本建设成为继新加坡、香

港之后的亚太区域前三大国际邮轮中心，并成为东亚地区一流的国际邮轮枢纽港”的总体发展目标。围绕北

外滩邮轮产业的建设目标，虹口区政府不断加强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和机构的合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进一

步支持邮轮公司和邮轮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优化北外滩地区整体商务环境，进一步拓展多层次的配

套服务。   

    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邮轮游艇分会(CCYIA)统计：2010中国大陆全年共接待国际邮轮223航次，同比增长

42.9%;其中以我国沿海城市为出发港的国际邮轮客班轮，全年95个航次，同比增长18.8%;访问我国沿海城市

的国际邮轮，全年128个航次，与上年同比增长68.4%。另据CCYIA初步统计，2010年乘坐邮轮赴海外旅游的

出入境中国大陆游客79万人次(不含港澳台)，比2009年65.8万人次同比增长20.1%，乘坐邮轮来华的入出境

国际游客46.2万人次，同比增长15.5%。   

    CCYIA副会长兼秘书长郑炜航认为，大中华区邮轮市场具有很大的互动性，两岸三地将成为全球第六活

跃区域，更是亚洲邮轮产业的发展重点，未来市场合作空间巨大。如果台湾放宽大陆游客搭邮轮赴台旅游的

限制，配合大陆推动两岸多港挂靠之旅，可使2011年赴台大陆游客至少翻一倍。  

    2011年我国邮轮经济将迎来创造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上海海事大学副校长肖宝家在新闻发布会上指

出：无论是在全国邮轮港口的合理布局、邮轮经济的发展环境、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制定、邮轮专业人才的

教育培养，还是邮轮产业链的上游设计和装备环节等，在今年都将取得不同程度的突破和拓展。上海国际航

运研究中心邮轮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程爵浩博士向中外媒体介绍了今年邮轮发展报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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