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第6期 海洋开发与管理 17    

游艇旅游概念辨析及开发策略研究

姚云浩1,栾维新2

(1.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 大连 116026;2.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学院 大连 116026)

收稿日期:2016-11-19;修订日期:2017-03-10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6M60129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3132016098);大连海事大学“十三五”重点科研项目

创新团队项目(3132016365).

作者简介:姚云浩,讲师,博士,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海洋旅游,电子信箱:yunhaoyao@126.com

摘要:开发游艇旅游有助于推动海上旅游及海洋经济发展,但目前国内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概念理

论体系。文章全面总结和探讨游艇旅游概念的内涵、特征及其中外差异性,对比研究与之相关的

海上旅游、游船旅游、邮轮旅游等概念,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游艇旅游开发的原则与存在的误区;

最后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旅游企业和旅游者4大核心利益相关主体

角度,提出我国游艇旅游开发策略,以期为游艇旅游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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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velopmentofyachttourismishelpfultoimpelthedevelopmentofmarinetourism

andeconomy,butthereisnoindependenttheoreticalsystemaboutitinChina.Basedontheanaly-

sisofconnotationsandcharacteristicsofyachttourismofdomesticandabroad,anddistinguishre-

latedconceptsas maritimetourism,recreationalboatingandcruisetourism,development

principlesandexistingmisunderstandingsofyachttourismwereputforward.Developmentstrate-

giesofyachttourismwereputforwardfromfourcorestakeholders,whichincludedgovernment

departments,industryassociation,tourismenterprisesandtourists,basedonstakeholdertheory,

soastoprovidepracticalreferencesfordevelopingyachttourism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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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均GDP的不断增加,游艇旅游逐渐

成为重要的海洋休闲旅游产品。国务院近年来关

于发展旅游业的若干意见,以及《国民旅游休闲纲

要(2013—2020年)》《关于促进旅游装备制造业发

展的实施意见》(2015)和《关于促进消费带动转型

升级的行动方案》(2016)等都明确提出支持发展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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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旅游休闲产品。许多有良好港湾条件的沿海城

市及部分内陆沿江(湖)城市也都积极发展游艇旅

游,并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发展游艇旅

游不仅有助于旅游业与制造业的融合,拉动整个游

艇产业链发展,推动海上旅游及海洋经济发展,而

且有利于形成新兴休闲旅游市场主体,提高国民生

活质量,培养国民海洋意识,推动海洋强国建设。

国外研究首先关注游艇旅游的经济、社会和环

境影响:Sariisik等[1]分析游艇旅游的经济效益;

Michael[2]分析游艇旅游带来的三丁基锡(TBT)等

污染物对泰国普吉岛的影响,包括影响范围及相关

疾病等。也有学者注重研究游艇旅游的供给及营

销创新:Herbert等[3]以美国Sabre游艇销售企业

为例,探讨市场环境变化下游艇业的差异化营销组

合;Margarita等[4]认为游艇销售和租赁商应与维修

公司、汽车租赁公司、航空公司、餐馆、酒店、博物馆

等紧密联系,形成良好的旅游业供给环境。同时,

Robert等[5]探讨区域航道管理系统(RWMS)在平

衡佛罗里达河道休闲船舶旅游和资源保护目标中

的作用;Franke等[6]以荷兰瓦登海区域游船业为

例,强调游船治理应从集中管理变为分权、互动和

自治。我国游艇旅游起步较晚,国内学术界相关研

究集中在近10年,且以短论居多、长篇学术论文和

学术专著甚少,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游艇旅游开发

现状[7]、消费模式 与 市 场 推 广[8]、标 准 化 体 系 建

设[9]、游艇码头建设及俱乐部经营管理[10]等领域,

以定性研究为主。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外对游艇旅

游的概念内涵、开发的原则与特点以及开发策略等

方面研究较少。

1 游艇旅游概念辨析

1.1 游艇旅游的概念及中外差异性

不同学者和组织根据各自研究背景和目的对

游艇旅游进行概念界定。中交协邮轮游艇分会[11]

认为其广义上包括与游艇休闲相关联的各类消费

内容,狭义上则是利用游艇从事旅游的具体形式和

活动(如垂钓、观光赏景、婚庆摄影、社交商务等);

魏小安等[12]认为其集航海、运动、娱乐休闲等功能

于一身,是满足个人及家庭享受型生活需要的一种

水上娱乐休闲消费产品;文涵[10]认为其狭义上指以

游艇为载体进行各种休闲娱乐活动,广义上指涵盖

游艇赛事、展会及酒店地产等的观光和度假旅游活

动;Sariisik等[1]认为其是由私人和营业性的中型船

舶提供的一种浪漫的、娱乐的、休闲的、运动性的旅

游活动;Margarita等[4]认为其是通过私人或租赁游

艇实现航海体育运动等的旅游动机,游艇旅游与邮

轮旅游共同构成航海旅游;Josip等[13]认为其是一

种专项特种旅游产品,没有准确定义,除包括狭义

的游艇、帆船活动外,还包括海上旅游的其他方面

(如水上运动、游艇展等)。

这些定义共同认为游艇是以体育或休闲为目

的而使用的船艇,娱乐性、运动性、可租赁性是游艇

旅游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

游艇旅游概念的外延上,即游艇旅游包括的范围:

有的定义从海洋旅游或航海旅游出发,将游艇旅游

仅作为其中一种专项旅游产品,强调帆船、游艇、摩

托艇等作为船舶的娱乐休闲功能;有的定义更加广

泛,既包括游艇码头、游艇会展等辅助产业的旅游

功能,还包括游艇本身所派生的各类休闲娱乐活

动,如社交商务、家庭聚会、婚庆摄影等。

游艇旅游在我国的英文翻译为yachttourism,

而国外很少直接用此翻译,一般用yachting一词代

指一切游艇活动;但“一切游艇活动”并不代表游艇

旅游,由于旅游本身具有暂时性、异地性和享受性

等特点,国外更多使用yachtingtourism、charter

tourism、recreationalboating等词。游艇旅游的概

念之所以没有形成统一认识,主要原因在于游艇作

为非公约类船舶,各国对“游艇”本身的界定仍存在

差异。如,德国强调游艇旅游是在海上、湖泊、河

流、航道等的一切海事活动,更多翻译为yachting
tourism;美国规定游艇是被建造或操纵并主要用于

娱乐的船舶或租赁、短租、许可他人用于娱乐的船

舶,翻译为recreationalboating;西班牙等欧洲国家

认为游艇是以体育或休闲为目的而使用的可租赁

性(rentingandleasing)船 艇,翻 译 为 charter

tourism。此外,不同研究者的研究背景和目的往往

也成为对游艇旅游定义不同的原因,即或广泛定

义,或从其部分特征入手狭义定义。

我国交通部《游艇安全管理规定》将游艇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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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仅限于游艇所有人自身用于游览观光、休闲娱乐

等活动的具备机械推进动力装置的船舶,既排除无

动力船只,也排除在滨海地区、公园、风景水域供公

众租赁、游览或娱乐用的船只;不仅造成对部分帆

船活动的监管缺失和游艇租赁业的灰色发展,更限

制处于初创期的整个游艇旅游产业的健康快速发

展。中交协邮轮游艇分会在《2014中国游艇经济白

皮书》中对游艇的定义更符合现实需要,即长度不

小于5m,用于游览观光、游憩娱乐、水上运动等一

类的船舶和所有其他形式的航水器具,亦称休闲船

艇。游艇旅游作为一项集运动、航海、娱乐、休闲、

社交于一体的新型旅游形式,游艇爱好者可由自己

或聘请专业驾驶员掌控船舶,涉及游艇巡航、帆船

运动、赛艇、皮划艇、摩托艇等海洋亲水活动。

综上所述,不同国家或研究者对游艇旅游有不

同定义,我国游艇旅游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概

念定义不仅具有明显的中国情景色彩,也未形成统

一的概念内涵和外延,游艇旅游概念本身还处于不

断发展之中。本研究认为有必要在已有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游艇旅游的特征和内涵。

1.2 游艇旅游的特征

1.2.1 形式多样化

①自用(自己为船东)或租赁使用。前者是游

艇所有人自身用于游览观光、休闲娱乐等活动;后

者在我国法律上尽管还没有具体规定和许可,但在

实际经营过程中以及国际上都非常普遍,租赁费用

涉及游艇停泊、维修维护、管理、船长或船员服务、

餐饮娱乐等内容。此外还包括第三方提供的比赛

性船艇而进行的休闲体育活动。②自己有驾照或

聘请专业驾驶员掌控游艇。前者符合不以盈利为

目的的享受性活动条件,需要通过专业培训获得游

艇操纵适应证书;后者以游艇观光、休闲、体验为要

义,但也需掌握一定的水上救生和基本安全知识,

并在游艇上配备一定比例的安全人员和救生设备。

③合伙制与会员制。前者指多人共同购买和消费

游艇,如“合伙购艇、分时度假”;后者以会员方式进

行游艇消费,游艇所有权属于游艇运营公司。这些

旅游形式仅是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不是绝对的,

而是彼此相互交织。

1.2.2 产业链长,形成多产业共同发展的游艇经

济现象

游艇旅游往往以游艇俱乐部(会)等专业海游

公司的运营管理为中心,其余节点包括传统游艇业

的消费和服务、支持和辅助等中下游产业门类。其

中,上游产业包括设计研发(游艇设计、游艇技术)、

制造工业(原材料工业、游艇制造工业、游艇装配工

业)、配套工业(专业发动机、发电机、专业仪器仪

表、导航设备、螺旋桨、帆具、涂料、安全设备、卫生

洁具、电器设备、控制装置等游艇附件),其经济功

能为技术生产配套;中游(核心)产业包括销售服务

(总代理、游艇销售公司、游艇展销、游艇杂志、游艇

网站、二手游艇经营)、消费服务(吃住行游购娱、游

艇俱乐部、游艇驾驶、水上运动培训、游艇代管、保

养维修、游艇租赁、游艇器材等),其经济功能为流

通和核心业务;下游产业包括基础服务(码头、仓

储、游艇转运、安全、报关、航道、信息、水域资源、金

融保险等)、辅助产业(水上运动装备、体育用品器

材),其经济功能为支持服务和互补产品[14]。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游艇旅游消费内容主要有

游艇租赁与购买、俱乐部活动、游艇培训和考试、装

备器材消费、出海游玩、保险和停泊管理等日常开

支。可见,游艇旅游不仅包括在游艇、俱乐部或码

头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活动,以及游艇培训、维

修、器材等供应商活动,还涉及游艇分销商、零售商

直至最终用户的链条,产业链上各节点的旅游企业

及游艇相关服务部门发挥各自核心竞争力,使游艇

产品在设计、开发、旅游服务的提供与协调等方面

在各方共同参与下完成。

1.2.3 具有一定的经济、政治和环境脆弱性

①经济脆弱性。作为一种非必需的休闲旅游

活动,金融危机、股市大跌等都会对游艇旅游产生

巨大影响,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就导致全球游艇

市场萎缩40%~50%,众多企业破产倒闭,世界游

艇第一大国———美国的游艇销售总量下降20%以

上[15]。②政治脆弱性。我国游艇相关法律法规不

完善,如适航水域规划不足、不同行政管辖范围间

游艇互认机制不完善、游艇租赁还未完全合法化

等,使游艇旅游发展缺乏良好的制度环境。③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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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游艇休闲活动会给自然环境带来一定的

物理、化学和生物影响,游艇旅游发展面临环保部

门和社会公众要求保护自然资源的双重压力;同时

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也会摧毁游艇及其码头、岸

边设施等,阻碍游艇旅游业的发展。

此外,游艇旅游还具有旅游资源的丰富性,因

游艇本身就蕴含社会、经济和文化内涵;旅游产业

的季节性;旅游市场的利基属性,表现为一定的专

业性、市场范围针对性、挑战性、小众性等特征。

1.3 其他海洋旅游形式

与游艇旅游相关却不相同,且容易引起混淆的

旅游产品类型主要有4种。

(1)海洋旅游。海洋旅游与陆地旅游相对应,

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以海洋为依托,以满

足人们精神和物质需求为目的而进行的海洋游览、

娱乐和度假等活动所产生的现象和关系的综合[16]。

当然,由于任何旅游活动都离不开陆地,海洋和陆

地的划分也是相对的。海洋旅游包括滨海旅游、海

岛旅游、海上旅游等,是一个范围极为宽泛的概念。

(2)海上旅游。作为海洋旅游的分支,国内定

义强调其为人们离开海岸带走进大海的一种旅游

方式,从海上运动(如冲浪、帆船)演变而来,具有亲

海、刺激、冒险的特征[17-18]。而国外概念更为广泛,

除游艇和邮轮旅游外,还包括海洋生物科考旅游、

水上和水下运动,甚至包括港口或码头的住宿和休

闲基础服务等[4,13],强调游客在航海的同时享受自

然、开展休闲活动、游览沿海/沿岸地区。

(3)游船旅游。部分国内外学者将游船分为近

海游船和河湖型观光游船,以观光为主体功能,属

于短程旅游产品。从严格意义上讲,在公园、人工

湖或水域景区里用于观光或公用型的划桨艇、机动

小艇和游览小艇也应属于游艇家族的成员[6,19-20]。

但根据国家旅游局《星级游船的划分与评定》的定

义以及旅游业界和媒体的习惯,“游船”应特指内河

旅游船,即在中国内河水域航行、具有24h以上营

运能力、以接待旅游者为主并能提供食宿和娱乐服

务的客船。

(4)邮轮旅游。在传统远洋客轮的基础上发展

而来,以大型豪华旅游客船为载体,以沿线港口为

陆上目的地和中转地,游客的旅游活动涉及海上巡

游、船上活动和岸上游览等[21]。

2 我国游艇旅游的开发原则与误区

2.1 开发原则

因地制宜原则。鉴于我国区域资源环境特点、

经济技术水平、旅游业基础等方面不尽相同,游艇

旅游发展的区域差异很大。因此,相关发展举措的

制定必须与旅游地的生态环境条件、社会经济条件

等相适应,才能实现各地区游艇旅游与社会经济、

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如,珠江三角洲游艇旅游起步

较早,游艇生产制造和配套加工业、公共游艇码头

建设、南沙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等居全国前列;海南

在建立国际旅游岛的背景下成为游艇旅游制度建

设的引领者,外籍游艇进出口岸管理、开放水域试

行等措施值得其他地区借鉴;上海游艇产业链条较

完整;青岛帆船运动和青少年推广教育开展较好。

全国各地的游艇旅游发展都应在空间及产业布局

上体现因地制宜的原则。

科学规划原则。各地区应综合考虑游艇旅游

与城市滨水区域规划、游艇码头综合设计与游艇经

济发展规律、游艇活动与区域生态环境等之间的关

系,从近期与远期、产业与项目等方面做到合理选

址、精心布局,出台游艇旅游业发展的总体规划。

坚持游艇公共泊位与私家泊位有机结合,游艇码头

建设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因素、服

务对象特点等相适应,合理规划航道,实现游艇码

头综合利用率最大化,杜绝在产业发展初期出现一

哄而上、盲目建设、浪费资源和无序竞争等现象。

综合协调原则。游艇旅游产业链长,具有产业

综合性特点,需要统筹人才、资源、经济、技术等要

素在产业内外部的分配,以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

费和同业不良竞争;强调产业间的跨界合作,如游

艇旅游与会展业、房地产业、工业制造业、文化体育

业等融合发展。此外,游艇旅游发展涉及旅游、国

土规划、海事、港务、公安边防、环保、工商等多个政

府部门,存在一定的管理重叠或真空,因此需统筹

各部门的职能与利益,合力推动发展。

环保优先原则。游艇旅游与海洋自然资源环

境密切相关,树立环保优先、低碳旅游的观念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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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如,在上游的游艇设计制造

环节、中游的游艇旅游消费和服务环节以及相关支

持辅助环节中,开发清洁高效的游艇产品,注重清

洁能源的利用,塑造海洋低碳旅游的文化和消费方

式等[22],都有利于维护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健康,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能源环境问题做出贡献。

2.2 开发误区

认识不足,定位过高。国际上84%的游艇是中

小型,如帆船、钓鱼游艇等,水上休闲娱乐消费对于

中产阶层而言完全可以负担。由于我国媒体误读

误导以及配套金融和保险产品缺乏等,游艇成为高

端奢华消费品的代表,游艇会费和停泊费都很高,

游艇旅游的开发远远不能满足社会普遍需求。此

外,高额消费税也影响游艇旅游业的发展。

重硬件、轻软件。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忽视游

艇旅游经济发展规律,简单地把游艇旅游看作新的

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来源,建造大量码头和硬件基

础设施,但相应市场却没有成熟起来[15],游艇泊位

数量与游艇数量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此外,相

关法律法规、产业规划、配套服务以及环境保护、海

洋文化与消费意识等软环境建设仍很滞后,成为游

艇旅游发展的主要障碍。

同质性较高,产品和服务创新不足。我国区域

环境差异明显,不同区域也有不同的文化,应根据

自身特点开发特色项目,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配

置上有不同安排,注重各地历史文化优势,避免千

篇一律。目前我国游艇旅游开发方式和营销渠道

较为单一:一方面,游艇俱乐部等与高端房地产开

发密切关联,往往通过前者的建立来提升后者的附

加价值,虽然跨行业联动整合无可厚非,但现实中

常以损害前者的利益和发展为代价来创造后者的

高利润,使游艇旅游偏离本身的娱乐性、文化性和

大众性,不利于其健康发展;另一方面,除俱乐部的

会员制,缺乏融资租赁等市场经营模式,此外青少

年航海夏令营、游艇滨水生活体验等消费模式的产

品内容、质量和流程都有待提高。

忽视文化性。游艇文化与运动、休闲有关,具

有征服、开拓、冒险、拼搏的精神理念,崇尚开放、自

由、包容、休闲的生活方式。目前我国游艇俱乐部

等运营公司忽视文化特色和目标市场群体培养,很

少向消费者传播游艇文化、竞技文化,消费者对“为

什么玩、玩什么、怎样玩”等缺乏认知。

忽视部门间联合协作。游艇旅游与一般陆上

旅游不同,其以游艇这类休闲船舶为主要载体,关

系到航运、造船和安全等领域,涉及海事、港务、旅

游、公安边防、工商等多个政府管理部门。作为一

项新兴旅游活动,各部门对此缺乏管理经验,存在

部分管理职能重叠或真空,难以形成多部门协调配

合的整体机制,影响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3 我国游艇旅游开发策略

科学的开发策略有助于促进我国游艇旅游的

可持续发展。在对我国游艇旅游开发原则及误区

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游艇旅游

的开发策略,强调应依据各核心利益相关主体的特

点,形成发展合力,让更多的人群认识和参与到游

艇休闲旅游活动中。

3.1 政府部门

为推动游艇旅游业发展,政府部门可在体制、

政策、资金、规范标准等方面加以支持。统一游艇

旅游监管部门,完善相关行政管理制度,以游艇旅

游“安全、有序、健康、快速”发展为目标,理顺管理

体系,完善相关登记与检验、水域及航道管理、安全

监管等具体规章制度;统一规划休闲旅游岸线,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建设公共游艇码头,满足大

量中低端游艇消费需求;正确认识游艇旅游的社会

普遍需求,降低游艇交易及消费税率,疏通游艇融

资及租赁通道;制定与游艇旅游相关的国家到地

方、行业到企业的系列标准规范,具体涉及游艇俱

乐部、码头建设、安全监管、游客进出境、港口收费、

环境保护、游艇保险及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

3.2 行业协会

针对我国游艇旅游发展仍处在初创期的情况,

应赋予行业社团部分管理职责,支持行业协会提供

有偿服务,如通过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的形式向

协会转移一定的服务经费,通过授权帮助行业协会

承接游艇企业诚信等级评估、游艇产品质量认证、

游艇驾驶员考评体系、行业创投基金设立、游艇码

头和俱乐部服务等级评定等第三方机构管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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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行业协会的生存发展能力;发挥行业协会在企

业与政府间的桥梁作用,既传达贯彻游艇业的政策

与法律法规,又反映行业和企业的实际需要与利

益;通过组织游艇展会或会议活动、开展技术讲座、

传播资讯、组织考察、培训专业人才等方式,引导行

业有序发展,扩大游艇旅游的正面影响。

3.3 旅游企业

旅游企业主要包括相关俱乐部和会所,以及码

头及其配套的酒店、餐饮、交通、购物企业和游艇经

销代理公司等,需从产品、服务与管理等方面统筹

考虑开发策略。创新和丰富游艇旅游产品,为顾客

提供游艇旅游一条龙服务,推广健康、阳光的生活

方式,积极推出面向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开发多

种游艇租赁套餐,针对目标客户实行产品、服务的

差异化竞争策略;塑造企业游艇文化,大力宣传游

艇运动及休闲知识,做好游艇旅游各环节的标准化

服务;开发游艇旅游的金融和保险服务,考虑与房

地产业、会展业、传媒业相结合的跨界合作经营;利

用低碳技术与清洁能源,将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

的旅游方式与技术融入到旅游企业管理发展中。

3.4 旅游者

旅游者作为游艇旅游的直接参与者,需正确认

识游艇旅游的休闲、娱乐与体育功能,体验游艇旅

游文化,享受游艇生活方式;遵守游艇旅游相关法

律法规,学习海上安全知识与技能,尤其是用于自

身娱乐的游艇所有者应取得游艇驾驶资格,掌握海

事和救生等相关知识;选择低碳环保的游艇旅游方

式,抵制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旅游产品项目,减

少旅游交通碳足迹,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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