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研究，２０１６，８（１）：５８～６１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８４１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９
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１５ＢＧＬ２１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１０ＹＪＣＺＨ１５１）、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
（２０１２２６５）、湖北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 （Ｑ２０１３１３０５）、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项目 （ＨＭＹ２０１４１０）、湖北休闲体育发展研究中心开放基金课题 （２０１４Ｙ００４）。

作者简介：王洁 （１９７８－），女，副教授，２０１２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游船旅游。

后三峡时代的三峡游船业态创新研究

王　洁１，２，黄　华１

（１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２；
２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４）

摘要：三峡游船本身就是旅游业同水上交通行业融合后形成的新型旅游业态，三峡游船的变革与业态创

新也一直主导着三峡旅游业态的发展和变化。２０１０年三峡工程全面蓄水后，长江三峡的通航条件、旅游资源
等大幅度改善，三峡游船业必须适应后三峡时期的变化，加强业态创新。三峡游船业态创新要从初级、中级、

高级、最高级等层次展开，包括空间形态、特征形态、组合形态、旅游线路形态、行业组织形态等五个方面

的要素，并注意推进市场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经营方式创新和企业主体创新。

关键词：三峡；游船业；业态创新；后三峡时代；“东方之星”事故

中图分类号：Ｆ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４１（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５８－０４

　　 “业态”（ｔｙｐｅ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一词始于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的日本，但其具体定义借鉴了美国惯例［１］，

广义的业态包括经营形态和企业形态等。业态研究

多集中于流通领域［２］，杨济诗 （２００１）最早研究
“旅游业态”［３］。旅游业态创新是指围绕着旅游产品

的生产、经营和流通等各个环节的具体方法和过程

的创新 （李太光，２００８）［４］，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
域，需要加强研究 （张瑞真，２０１３）［５］。

三峡游船本身就是旅游业同水上交通行业融

合后进化出的新型旅游业态，涉及景区、旅游城

镇、水运、住宿、修造船等多个业态，综合消费

量巨大，经济效益明显，同时是十分复杂的系统

工程，亟待梳理。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夜，重庆东方
轮船公司所属游船 “东方之星”轮在长江监利段

翻沉。虽然有关该事故的真相和结论尚待权威部

门全面调查与厘清，但该事故也从一定程度上说

明：随着三峡游船的不断更新和业态进化，老旧

游船的建造、改造缺乏标准与充分监管，游船业

内部管理与营销需要进一步加强，三峡游船的业

态创新十分紧迫。

王宁认为后三峡时代的游船旅游必须加强创

新和管理 （２００９）［６］。旅游业态视角为三峡游船
旅游研究与升级发展实践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和思

路。但目前关于三峡游船业态创新的研究还比较

欠缺，王任祥、匡子君对三峡游船船社结合的业

态模式进行过零星的探讨 （２００２）［７］。如何推进
三峡游船业态创新，是对应后三峡时代形势变化

时亟须梳理的问题。

一、三峡游船业态创新的必要性

从３０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三峡游船引领
了三峡旅游资源的开发和鄂渝两省市旅游主打产

品的建设，三峡游船的变革与业态创新其实也主

导着长江水上旅游业态的发展和变化。２０１０年三
峡工程全面蓄水至１７５ｍ后，库区水域面积已急剧
扩大，长江三峡的通航条件、旅游资源大幅度改

善，并正从传统的 “一线游”向 “一片游”转变。

三峡游船是串联库区众多旅游资源、联通长江中

下游旅游产品的主要载体与产品形式。截止到

２０１５年３月，湖北省、重庆市共有星级游船１００
多艘。其中，重庆市有五星级及五星级标准游轮

３１艘、湖北省有五星级及五星级标准游轮５艘。
２００４年国家旅游局就提出，要 “针对三峡工程

建设所产生的一系列新变化对未来旅游发展的影响，

整体推进长江三峡区域旅游发展”，尤其要 “着力

推动游船业升级发展”［８］。因此，三峡游船业必须



适应后三峡时期的库区旅游环境变化，汲取 “东方

之星”轮翻沉事故教训，加强业态创新，以服务于

三峡旅游业与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的整体进化。

二、三峡游船业态创新的层次与要素

分析

三峡游船业态的创新并非否定或完全取代原

有业态，而是对原有业态的补充、更新、拓展和

对旅游产业的整体提升。三峡游船业态创新应从

不同的层次、要素逐步推进，进而实现横向逐步

拓展、纵向不断深化以及自我更新。

（一）三峡游船业态创新的层次

根据旅游业态创新的规律，三峡游船业态创

新要逐步从行业内到行业间，再从行业间过渡到

产业间，循序更新 （见表１）。
（二）三峡游船业态创新的要素分析

根据三峡游船业的特点，其业态创新应包括

空间形态、特征形态、组合形态、旅游线路形

态、行业组织形态等五个方面的要素内容 （见

表２）。这些要素内容可向旅游者提供功能性、
社会性、美学的和娱乐性的功能，决定着游船业

的运营能力和战略方向。

表１　三峡游船业态创新的层次

层次 主要目的 具体层面 重点创新内容 核心创新环节

初级
对旅游资源的共享、对产品价值的创

新完善
游船行业内部

对游船产品的品种、类型、价值的内部整合

创新

资源、产品和船舶

技术性能

中级
对企业相同和相近业务进行有机关联、

有序整合及共同开拓市场

游船业同旅游

业其他行业间

对游船业务、旅行社、景区等相近的旅游业务

进行有机关联与整合，向景点、旅游接待等地

面旅游业务延伸，向全程入境自联业务延伸

业务与市场

高级 对资本运转和技术应用能力的提升
游船业同现代

服务业之间

提高对资本运转和技术应用能力，推动游船

业综合接待能力的提升与可持续发展
资本和技术

最高级
重点是市场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

益的统筹兼顾

游船业同其他

国民经济产业

游船业同造船、航运、农业、房地产、渔业、

水电等国民经济产业的联动

市场利益、社会利

益、国家利益的统筹

表２　三峡游船业态创新的要素、标准及内容

游船业态构成要素 评价标准　　　 业态创新内容　　　　　　　　　　

游船空间形态

船型 外观美观，船型符合库区通航条件、内河航运标准化趋势及舒适性要求

游船布局 功能与布局划分合理，室外观景与娱乐区充足，亲水性、文化性鲜明

指示标志 清晰、实用、美观

通风 公共区域有中央空调，各区域通风良好

装饰设计 特色专业，色彩协调，光线充足，工艺精致，气氛豪华

主题品位 主题鲜明，差异性强

游船特征形态

设施设备 安全方便，齐全高档，保养整洁良好，主要设备有效降低噪音、震动与能耗

游船服务 以普通话和英语等提供服务，热情、礼貌、亲切、友好、专业

游船工作人员 沟通协调能力、应变能力、业务能力良好熟练

船内活动内容
有固定的活动安排，提供健身指导、文化专题讲座、文娱活动或根据游客要求安排特殊

的旅游活动服务项目，节目丰富，形式多样

游船氛围格调 格调高雅、独特、时尚、地域性强，游船气氛舒适宜人

游船管理 管理流程清晰、岗位职责明确、岗位符合相应工作标准、管理系统智能方便

游船组合形态 规模、品质、等级等
住宿功能舒适、洁净，配套齐备先进；旅游交通功能安全、便捷；餐饮、康体、会议、

娱乐、商务、医疗等辅助功能全面、舒适、优质

游船线路形态 游船与沿线产品组合
提供离船短程旅游项目服务，沿途景观质量独特，陆上景点游憩观光价值与历史文化价

值高，游船行程与陆上景点连接度良好，同港口、城市组合良好

游船业组织形态
规模、效率、效益、

品牌

产业组织形态专业化或集团化，规模效益高，品牌与产品专一化或多元化，游船业同上

下游行业兼容友好

三、三峡游船业态创新的路径分析

（一）市场创新：三峡游船业态创新的首要

基础

市场营销是三峡游船业态创新的核心动力，

海内外巨大的旅游需求潜力导引着三峡游船业态

创新的进程、节奏与质量。三峡游船客源结构已

经发生显著变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涉外游船接
待量９０％以上是外宾；但近年来，游船境外客源
已下降至２０％～３０％左右。因此，要从如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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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市场创新：第一，要加强三峡游船的目标市

场定位创新，在继续强化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的入境旅游客源挖掘的同时，抓紧国民游船休闲

度假生活方式的宣传与培养，开拓潜力巨大的国

内新兴市场。在进一步提高安全性、游船档次的

基础上，除了继续培育老年市场外，逐步开发高

端旅游市场和年轻人市场。第二，三峡游船业必

须以大中型中间商等为主要销售对象，构建多层

次的渠道。既要加强同握有充足游船客源的国内

外大型旅行社或游船旅游中间商 （如同重庆新世

纪三峡游轮公司长期合作的瑞士维京游船公司）

的合作，也要做好 “互联网＋”的大文章，充分
利用全新的网络营销和电商平台深耕国内市场。

第三，立足后三峡时代的变化，以游船旅游为核

心，树立大长江、大三峡、大旅游的观念，加强

国内外营销。

（二）产品创新：三峡游船业态创新的核心

内容

产品创新是三峡游船业态创新的核心内容，

新型产品的出现能引爆旅游新业态的产生和发

展，并持续刺激更深层次的行业变革。三峡游船

旅游产品创新应注意以下方面：一是加强库区流

域的遗产保护和适应性再利用，将三峡地方性历

史文化融入到游船旅游的讲解词、游船风格设

计、游船水陆行程组合之中，充分展现流域的自

然与人文底蕴，构建三峡遗产廊道。二是针对不

同细分市场实行主题化营销。充分利用沿途众多

的资源设计巡航主题，如美食旅游、名山朝圣

游、三峡工程游、古镇游、峡江航运游、修学游

等。三是要设计合理的游船旅游线路，实施多元

化的产品供给体系，既保持宜昌—重庆等传统三

峡游船休闲度假线路，也开发中短途的观光游船

线路。特别是加强沿江中小型游艇旅游的开发，

积极发展三峡游船＋高尔夫、三峡游船 ＋自行车
等水陆结合线路，鼓励发展重庆 （宜昌）到武

汉、上海等辐射长江经济带的新型游船线路。

（三）技术创新：三峡游船业态创新的关键

环节

游船作为三峡游船业的载体，游船硬件与技

术质量水平是三峡游船业态创新的重点与前提。

库区形成后，三峡游船舒适性的优势得以凸显，

长江三峡游船旅游已进入 “大船时代”。近年来，

以 “总统”“黄金” “世纪”等三大系列为主的

邮轮船队已进化到第五代三峡游船船型，都是根

据三峡水库最新航道通行标准设计的，船身宽度

超过１８ｍ，长度普遍超过１３０ｍ，巨大船体布局了

新型酒店客房、餐厅、健身房、娱乐大厅等五星

级酒店配套设施。大型豪华游船的建造或改造，

正深刻影响三峡游船及三峡旅游的业态创新，使

得三峡游船旅游实现由观光型客船向休闲型 “浮

动度假村”的升华，并最终推动从 “坐船游三

峡”升级为 “在三峡享受游船”。

为顺应三峡水库蓄水后通航条件的变化，兼

顾克服乘坐游船费时较长、单调枯燥等问题，三

峡游船的建造与升级创新应该持续突出安全化、

大型化、豪华化、标准化、多元化、绿色化等几

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加快三峡游船船型标准化

建设，加快船舶运力结构调整，尽早淘汰或规范

性改造类似于 “东方之星”游船这样的普通游

船、高船龄游船，大力研发经济性高、档次高、

舒适性高的新一代豪华游船；另一方面，加强游

船建设与运行的监管，提高船舶建造运行的质量

与安全性，并促进三峡游船节能降耗、生态环

保，以降低出游船企业成本、保护库区水资源安

全与环境安全。同时，也要发挥湖北省、重庆市

船舶工业基础优势与游船建造经验优势，强化游

船的研发、设计、制造、装饰、培训、销售、改

造等一系列环节，积极突破三峡游船与远洋游船

设计理念及外观、舱室艺术设计等关键技术研

究，逐步进入国际中小型游船设计、建造与销售

市场，延伸游船产业链条。

（四）经营方式创新：三峡游船业态创新的

重要途径

作为三峡游船业态创新而言，仅仅是游船、

码头、港口和陆上景区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因

为游船业是涉及船舶制造、维修、机械、计算机

与电子设备、食品加工、旅游、能源、物流、交

通运输、港口代理、教育培训及政府服务等多个

行业与部门的长产业链。随着三峡游船业规模的

不断扩大与竞争加剧，三峡游船业逐渐由过去长

航集团一家独大的格局转变为以游船联盟为基

础、以市场竞争为主体的集团化、系列化竞争态

势。比如，２００３年长江海外旅游总公司 （长江海

外）就与重庆长江轮船公司 （重庆长航）实现了

整合，整体并入重庆长航，一举成为三峡游船业

的老大，也意味着长航退出普通客运市场而向旅

游转向；长江水运股份集团下属的重庆长江观光

旅业有限公司和长江观光游船公司，也合作推出

了三峡国内旅游专业化经营的 “船社结合”模

式，并取得了一定的绩效。

未来三峡游船业可构建企业多种赢利模式，

可以是游船 ＋旅游码头 ＋码头沿线的地产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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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模式；可以是游船＋景区模式，如重庆交旅
集团先整合景区再建造游船的模式；可以是游船

＋旅行社模式，如长江海外和重庆新世纪的船社
合一的模式；可以是品牌 ＋游船模式，如美国东
江公司采取以自己品牌为先再加租赁别人 （或出

资拥有）游船的模式；可以是游船 ＋游船模式，
如长江海外代管西安国旅游船模式；可以是与旅

游运营商、交通服务提供商 （陆路和航空）、旅

游港口、造船厂等相关企业形成较为紧密的合作

关系，共同为游客提供一体化的游船体验服务，

如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与重庆长江黄金游轮有

限公司的 “空水联运”服务；可以是游船企业同

港口、景区、旅行社、酒店等加强联系，成为

港、社、船、景四位一体的经营模式。

（五）企业主体创新：三峡游船业态创新的

重要保障

企业是三峡游船业态创新的主体和转变发展

方式的微观基础。政府部门应该提升宏观管理与

政策扶持力度，明确游船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锻造游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此，国家及

鄂渝两省市需要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第一，完

善三峡游船所有制结构。坚持改革开放，鼓励和

积极发展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中外合资等多种

经济形式，促进企业间、地区间、部门间的联

合。２００３年以后三峡游船业的国有资本、民营和
外资比重相互呈现，已突破了长江游船业原有的

单一国有投资经营体制。未来要进一步突出投资

主体的多元化，带动三峡游船市场与管理的提档

升级，进而形成龙头企业带动、相关企业联动的

良好发展格局。第二，培育游船企业主体推动三

峡游船企业建立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

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家应该利用川

江内河船舶标准化及三峡船闸规范通航管理的契机，

建立公平的游船市场准入机制，规范和统一重庆、

湖北的三峡游船管理标准，为游船企业之间进行业

态竞争创造条件。第三，鼓励具备条件的大型骨干

游船企业，通过在境内外发行股票上市、发行债券、

股权置换、资产重组等方式，推动船岸间、船公司

之间进行资产整合，组建大型旅游集团，完成游船

企业的产业整合和产业提升。

四、结　语

自改革开放起步伊始，三峡游船业态在中国

就具有先进性、独特性与综合性，是我国旅游业

态演进的重要示范与先进代表。后三峡时代三峡

库区旅游资源、航运条件与市场的转型，必然也

推动者三峡游船业态的创新。三峡游船业需要根

据业态创新的层次、要素与重点，顺势逐步推进

创新业态，为推动长江旅游经济带科学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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