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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取399份国家及地方层面邮轮产业政策文件，借助政策文本量化法、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从政

策结构(包括政策数量、政策形式、颁布部门和政策工具四个维度)和政策热点内容两个方面对我国邮轮

产业政策的演进规律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政策结构的演进上，我国邮轮产业政策在

数量、形式、颁布部门及政策工具的使用上都已具备一定规模，国家与地方所出台的政策数量在发展趋

势上近似一致，地方的政策形式要略高于国家层面，产业政策的颁布部门呈现多元化，并具有一定的协

同配合度，但多以单一部门发布政策为主，联合发文数量有限，国家及地方对供给型政策的使用频次相

较于环境型及需求型偏高；在政策热点内容的演进上，每个阶段的政策热点内容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化，

即随着邮轮产业的发展，相应政策也在不断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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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399 policy documents of cruise industry at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and adopts 
the methods of policy text quantification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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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law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ruise industry policy in China from two aspects: policy 
structure (including policy quantity, policy form, policy department and Policy Tool) and policy 
hot cont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cy structure, the cruise industry pol-
icy of our country has a certain scale in the quantity, form, promulgation departments and the use 
of policy tools, the number of policies issued by the state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is approx-
imately the same, the form of the local policy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at the state level, the 
promulgation departments of the Industrial Policy are diversified, and there is a certain degree of 
coordination; however, most of them are issued by a single department, and the number of joint 
publications is limited. The frequency of using supply-oriented polici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en-
vironmental and demand-oriented policies; at each stage of the policy hot content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change; that i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uise industry,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is 
also constantly making adju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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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06 年“爱兰歌娜”号首次开航上海邮轮母港，我国邮轮产业发展已经推进了十六余年，并且截

至 2019 年，我国邮轮旅游规模迅速扩大，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邮轮旅游客源市场[1]。早在 2003 年，

上海市政府就出台了《关于本市旅游业发展三年(2003~2005 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其中提到了上海港邮

轮码头的建设、国际邮轮旅游的发展以及邮轮旅游发展瓶颈障碍的突破，包括海洋事务、环境保护、港

口建设等。之后，又陆续颁布了其他政策性文件，促进我国邮轮产业在港口服务、市场开发、航线布局、

船舶维修和建造、金融保险、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产业政策不仅是政府引导经济

发展的重要手段，对产业提质增效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2]。我国邮轮业发展的十几年来，中央和

地方政府颁布众多政策性文件以促进邮轮业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在这些政策文件的指导牵引下，我国邮

轮产业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到一定程度提升[3]。 
诚然，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为了寻求一个更好的结果，但是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它的效果或影响大

小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这不仅与政策主体、政策设计与制定过程中的各种因素有关，还与政

策执行过程中的诸多环节、环境以及人的因素有关。对此，产业政策在诸多压力及不确定性因素的制约

下是如何制定及演进的成为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从政策结构(包括政策数量、政策形式、颁布部门和政策工具四个维度)和政策热点内容

两个方面对我国国家及地方层面的邮轮产业政策演进规律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期望通过探究结果对我

国邮轮产业政策的制定及颁布带来一定启示，以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在促进我国邮轮产业可持续发展过程

中的宏观把控与微观协助作用。 

2. 文献回顾 

自邮轮产业发展的几十年来，得到了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密切关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探

究奠定了基础。本文依据所研究主题从邮轮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研究方法两个方面进行相关文献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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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 
从现有文献的梳理来看，相关领域学者非常重视产业政策对邮轮产业推进作用的研究，主要表现在

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从微观层面上来看，国内外学者们对邮轮产业政策的研究一般集中在邮轮旅游定

价、邮轮运营、公共卫生安全等。在邮轮旅游定价上，Ladany S P 等在考虑邮轮市场细分的情况下，对

邮轮旅游的定价政策提出建议[4]；Brida 等通过对卡塔赫纳邮轮母港乘客的调查分析，对相关营销政策提

出建议[5]。在邮轮运营上，Sun 等学者对我国颁布的邮轮产业政策进行讨论，并指出出入境(通关)、检验

检疫、陆上住宿邮轮服务标准等相关政策在邮轮运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6]；Yang 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邮

轮检疫监管政策进行探究，并提出保障邮轮运营卫生安全的相关建议[7]。在公共卫生安全上，Fujita 等

以巴西沿海邮轮为例，对邮轮上传染性疾病、事故和病例报告进行审查，并与已实施的卫生监测政策相

关联，研究结果表明具体的政策制定可以有效减少传染病的爆发及事故的发生[8]；Kizielewicz 等为保障

邮轮游客旅行安全对相关保险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议[9]。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政策本身出发，多以产业政策体系角度进行探究。Nanda 对

美国邮轮产业法律及相关政策体系进行探究，并得出美国在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仍然缺乏相应产业政

策支撑[10]；Choi 等借助 SWOT 分析法制定韩国仁川港邮轮产业的发展战略，并以此探索产业政策体系

的制定方向[11]；Kim Y 等应用政策网络模型来研究影响政策网络的主要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政策变化

[12]；Chen 等分别从邮轮港口设施、旅游市场、航线设置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台湾海峡邮轮经济圈的发

展前景，并以此对产业政策提出建议[13]。 
从研究方法来看，关于政策演进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内容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等。如 Zhang 等采

用多样性指数、社会网络及词云分析对中国近 70 年来的渔业政策演变进行分析[14]；王刚等采用社会网

络等分析工具进行政策文献量化研究，以此探究日本福岛事件前后中国核电政策的演变路径[15]；宋娇娇

等从科技创新主体、创新政策工具和创新活动领域三个维度对上海科技创新政策演变与阶段特征进行分

析[16]；翟燕霞等采用文本分析法并借助质性分析 Nvivo 软件对我国红色旅游政策的演进规律进行系统梳

理[17]。 
纵观现有研究文献，相关学者在邮轮产业政策的相关研究上已取得不少研究结果，并具备一定的学

术价值。但综合以上文献来看，虽然相关学者在微观及宏观上都有对邮轮产业政策进行研究，但在政策

体系的分析上其政策选择的范围不够全面，不能统筹较广泛政策。鉴于此，本文为扩大产业政策的丰富

度，尽可能搜集了自我国邮轮母港正式建设以来所有国家及地方层面的政策文件，以邮轮产业政策作为

研究主体，对各个政策文件逐一分析、量化，并针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 

3. 数据收集与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产业政策的收集与筛选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为使研究主题更具科学合理性，本文对邮轮产业政策数

量进行了全面、科学的统计，在研究区域、研究时段、政策样本的来源上进行了严格的把控。 
在研究区域的选择上，为更全面具体的反映邮轮产业政策的演进特征，本文主要选择了国家及地方

层面的邮轮产业政策，其中在地方层面上选择了上海市、天津市、山东省、海南省、福建省和辽宁省六

个沿海省份的邮轮产业政策。 
在研究时段的选择上，本文选择 2006~2019 年作为研究时段，这是因为 2006 年是邮轮产业在我国正

式开始的年份，同时考虑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后我国邮轮产业一度陷入停摆，在产业发展上

受到限制，因此本文选择 2019 年作为研究时段的截止年份。 
在政策样本的来源上，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述的邮轮产业政策是指与邮轮产业发展相关的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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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即指经过国家或地方政府部门官方途径所出台的与邮轮产业发展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等，具体包括规划、通知、意见、规范、决定、措施、办法、方案、纲要、公告、条例等规范性政策文

件。其中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主要来源于中国政府网、中国人大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化和旅

游局(原国家旅游局)、交通运输部等官网；地方层面的产业政策主要来源于上海市、天津市、山东省、海

南省、福建省和辽宁省六个省份的人民政府网、六个省份中邮轮港口所在城市/区的人民政府网及下属机

构。此外，为避免收集有遗漏，本文还在“北大法宝”数据库做出相应补充。 
通过对 2006~2019 年间邮轮产业政策的筛选、归纳、整理，我国在邮轮产业方面出台的政策存量已

有很多，共收集产业政策 399 条，包括国家层面 99 条，地方层面 300 条。由此可见，即使我国的邮轮业

起步较晚，但仍然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 

3.2. 研究方法 

在政策演进上，本文主要使用政策文本量化法、社会网络分析及词频分析。其中，政策文本量化法

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即依据政策内容在政策分析的过程中综合融入多种学科，如社会

学、统计学等[18]；社会网络分析主要用来分析社会网络的关系结构及其属性[19]；词频分析主要是提取

文本主要信息，常在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上使用[20]。本文拟主要采用这三种研究方法从政策结构(包括

政策数量、政策形式、颁布部门和政策工具类型)、政策热点两个方面对产业政策的演进规律及政策内容

进行分析。 

4. 政策量化结果 

4.1. 邮轮产业政策演进特征分析 

4.1.1. 政策结构演进特征分析 
1) 政策数量演进特征分析 
图 1 显示了 2006 至 2019 年间不同层面产业政策数量随时间变化的演进过程。本文根据间断均衡理

论对政策发展阶段进行划分，由图 1 可以看出 2011 年和 2016 年为政策数量变化的两个波峰状态，因此

可以选定 2011 年与 2016 年作为政策演进的间断期，则其前后时段(2006~2010 年、2012~2015 年、

2017~2019 年)为均衡期。故我国邮轮产业政策可以划分为 2006~2010 年、2011~2015 年和 2016-2019 年

三个演进阶段，这恰与我国“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的规划之年相吻合。 
 

 
Figure 1. Policy quantity sequence chart from 2006 to 2019 
图 1. 2006~2019 年政策数量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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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0 年是我国邮轮产业政策的萌芽成长阶段，在 2010 年及以前，各年政策数量增长平稳。虽

然是“十一五”的规划之年，但邮轮产业刚正式起步，还在摸索前进，与“十一五”规划直接相关的邮

轮产业政策有限。整体上国家层面平均一年出台 2 条政策，地方层面平均一年出台 5 条政策。 
2011~2015 年是我国邮轮产业政策的扩张发展阶段，政策数量增长迅速。该阶段国家层面平均一年

出台 8 条政策，地方层面平均一年出台 21 条政策。与“十二五”规划直接相关的产业政策有 11 条，其

中国家层面 2 条，地方层面 9 条。 
2016~2019 年是我国邮轮产业政策的深化调整阶段，经过前面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邮轮产业开始

进入深化调整阶段，虽然这一阶段政策总数仍然不减，但整体上邮轮产业政策数量不再持续攀升，开始

有所下降。与“十三五”规划直接相关的政策达到 27 条，其中国家层面 5 条，地方层面 22 条，且多数

集中在 2016 年。 
2) 政策形式演进特征分析 
图 2 显示了 2006~2019 年国家及地方层面政策形式的统计结果。国家层面主要包括办法、措施、方

案、纲要、公告、通告、通知、意见等 12 种政策形式，地方层面主要包括办法、标准、措施、方案、规

范、规划、计划、决定、条例、通知、细则、意见、暂行办法等 17 种政策形式。其中一个显著特征表现

在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意见、通知、规划以及方案这四种政策形式数量在总政策数量中所占

比重最大。在国家层面上，这四种政策形式的总数量占据政策总数量的 80%；在地方层面上，这四种政

策形式的总数量占据政策总数量的 73%。究其原因主要归因于邮轮产业在我国正式开始的时间较晚，对

我国来说属于新兴产业，缺乏相关经验，发展过程中一直摸索前进，因此需要指引性的政策为邮轮产业

的发展指明方向。 
 

 
Figure 2. Policy forms 2006~2019 
图 2. 2006~2019 年政策形式统计结果 

 
3) 政策颁布部门演进特征分析 
2006~2019 年间国家与地方层面产业政策颁布部门都明显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首先，政策颁布部门多元，涉及领域较为广泛。参与国家层面产业政策制定的部门主要集中在中共

中央、国务院、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原国家旅游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26 个部门。参与

地方层面产业政策制定的部门主要集中在邮轮港口所在省/市/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及其他机构，其中其他

机构主要包括交通和港口管理局、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市文旅局、市商务委员会等多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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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政策颁布部门在政策制定参与程度上存在一定差异。在国家层面上，国务院是邮轮产业政策

的主要颁布部门，其所颁布政策数量在政策总量中的占比约为 42.42%，反映了国家在宏观层面对发展邮

轮产业的高度重视；产业政策颁布第二多的部门是交通运输部，其自 2006 年开始颁布与邮轮产业相关的

政策，至 2019 年所颁布政策数量已高达 26 条，占比约为 26.26%；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化和旅游

局(包括原国家旅游局)独立颁布或主导颁布的政策数量也比较高，占比分别约为 13.13%、10.10%，是邮

轮产业政策制定的核心部门。在地方层面上，六个省份的省/市/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在邮轮产业政策的制

定上占据主导地位，300 条地方层面政策中有 246 条来自于地方人民政府(办公厅)，其中包括 239 条独立

颁布，7 条联合颁布；其他下属机构参与度大致相同，所颁布政策数量较为平均。 
最后，政策颁布部门之间有一定的协同配合度。随着邮轮产业的深入发展，部门与部门之间在政策

制定上越发注重协同配合。在国家层面上，同一政策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联合颁布的数量为 15 条，所

占比例约为 15.15%；在地方层面上，同一政策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联合颁布的数量为 25 条，所占比

例约为 8.33%。 
4) 政策工具演进特征分析 
本文将根据邮轮产业政策的实际情况采用 Rothwell 等学者的政策工具划分方式，即按照市场运作轨

迹和政策作用面将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需求型与环境型三种工具类型[21]，不同政策工具类型对邮轮产

业可持续发展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本文环境型政策工具指政府部门采用检疫监管、金融/保险政策、补贴

奖励、挂靠政策、税收政策、签证政策、标准规范等措施创造有利于邮轮产业发展的大环境，进而影响

邮轮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型政策工具指政府部门采用鼓励引导、发展合作、宣传推广等措施，从需

求侧拉动邮轮产业可持续发展。供给型政策工具指政府部门采用科技/信息支持、人才政策、基础设施建

设、资金投入等措施，从供给侧推动邮轮产业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一项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不仅包括一种政策工具类型，往往会包含多种政策工具类型，一

种政策工具类型又会包含多种政策类别，因此为进一步探究邮轮产业政策内容，本文选择对邮轮产业政

策工具类型及类别的使用频次进行统计。图 3展示了 2006~2019年间邮轮产业政策工具类型的时间分布，

由于国家层面产业政策数量明显少于地方层面产业政策数量，所以在各类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上与地方

层面存在一定差距。整体上来看，国家层面产业政策在 2006~2019 年间各类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上较为

平均，没有特别的差距，即表明国家政府在促进邮轮产业发展上所实施的路径不偏不倚。而地方层面产 
 

 
Figure 3.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types of policy instruments from 
2006 to 2019 
图 3. 2006~2019 年政策工具类型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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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政策工具类型在前期使用频次差距不大，但后期各政策工具类型使用频次开始有明显差别，即表明地

方层面在国家层面政策的指引下，做出了相应的回应，但是在各年度政策工具类型的使用上侧重程度不

同，因地制宜，所以在个别年份政策工具类型使用频次存在一定差异。 
表 1 统计了具体的政策工具类型及政策类别使用频次。在国家层面上，邮轮产业政策以供给型政策

工具为主导，占比约为 41.1%，是政府为推动邮轮产业发展的利好政策。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基础设

施建设远高于其他三个政策类别，占比约为 68.1%，其余依次是科技/信息支持政策、人才政策、资金投

入。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签证政策、标准规范和检疫监管政策位居前三，占比分别约为 26.8%、25%
和 19.6%，其次是挂靠政策、金融/保险政策、税收政策。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鼓励引导的使用频次要

高于其他两个政策类别，占比约为 67.4%，其次是发展合作、宣传推广，我国邮轮产业较于其他欧美国

家发展较晚，在多方面存在不足，正需要国家政策的鼓励引导。 
在地方层面上，邮轮产业政策同样以供给型政策工具为主导，占比约为 38.48%，是政府为推动邮轮

产业发展的利好政策，其次是需求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分别约为 31.25%、30.27%。在供

给型政策工具中，基础设施建设远高于其他三种政策类别，占比约为 69.41%，其余依次是科技/信息支持

政策、人才政策、资金投入，这说明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程度最高，其次是科技/
信息支持政策、人才政策、资金投入。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鼓励引导的使用频次要高于其他两个政策

类别，占比约为 62.7%，其次是发展合作、宣传推广。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签证政策、标准规范、补

贴奖励和检疫监管政策位居前四，分别占比约为 24.1%、23.1%、15.7%和 13.9%，其次是税收政策、金

融/保险政策、挂靠政策。 
 

Table 1. Frequency of use of types and categories of policy instruments, 2006~2019 
表 1. 2006~2019 年政策工具类型及类别使用频次统计 

政策工具类型 政策类别 
数量 

国家 地方 

环境型政策(46 + 155) 

检疫监管 11 30 

金融/保险政策 6 16 

补贴奖励 0 34 

挂靠政策 7 16 

税收政策 3 18 

签证政策 15 52 

标准规范 14 50 

需求型政策(43 + 160) 

鼓励引导 31 128 

发展合作 13 58 

宣传推广 2 18 

供给型政策(62 + 197) 

科技/信息支持 17 28 

人才政策 5 31 

基础设施建设 49 177 

资金投入 1 19 

总计 / 174 675 

注：政策工具类型使用频次表现为：“(国家层面使用频次 + 地方层面使用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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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政策热点内容演进特征分析 
随着邮轮产业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相应的邮轮产业政策热点也发生了一定程度偏移。本文借助

ROSTCM6 软件对 2006~2019 年间国家及地方的政策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并绘制政策热点网络图，由图

4 所示。此外，依据上文对邮轮产业所划分的三个政策演进阶段，分别对国家及地方进行政策文本内容

的词频分析，并对排名前 25 的高频词汇进行统计，统计结果由表 2 所示，根据词频分析结果对邮轮产业

政策热点进行追踪。 
整体来看，由图 4 可知，在国家层面上，“邮轮”“旅游”“发展”“服务”“港口”“航线”等

主题词与其他主题词的关联程度最强，这表明邮轮产业发展是第一要务，更注重于港口建设、旅游服务、

航线布局等方面发展。在地方层面上，“邮轮”“旅游”“建设”“发展”“完善”“服务”等主题词

与其他主题词关联程度最强，部分关联性强的主题词与国家层面相同，这表明地方紧随国家政策引导，

强调以发展为主，推动邮轮产业加快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着更为具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港口发展、服务

提升、旅游航线布局等方面的挑战。 
 

 
(a) 

 
(b) 

Figure 4. Network map of policy hotspots from 2006 to 2019. (a) a network of policy hotspots at the na-
tional level; (b) a network of policy hotspots at the local level 
图 4. 2006~2019 年政策热点网络图。(a) 国家层面政策热点网络图；(b) 地方层面政策热点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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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段来看，由表 2 可知，在萌芽成长阶段(2006~2010 年)，由于这一阶段是我国邮轮产业刚刚起步

的阶段，因此出台的相关产业政策较少，在频次上会低于另外两个阶段。国家层面上，除主题词“邮轮”

外，“发展”“港口”“建设”“市场”“挂靠”“经营”等排名靠前，表明在产业发展前期，政策将

港口布局及经营、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开发及业务开展等方面作为邮轮产业的发展重点。地方层面上，

除主题词“邮轮”外，“旅游”“发展”“规划”“建设”“经济”“航线”“码头”等排名靠前，表

明各地区对邮轮产业的发展做出了更细致的规划，更强调邮轮旅游的推进、国际邮轮码头的建设、旅游

经济创新机制的引导、航线的开发等。 
 

Table 2. High-frequency vocabulary and frequency of policy text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from 2006 to 2019 
表 2. 2006~2019 年不同发展阶段政策文本内容高频词汇及频次 

序号 

萌芽成长阶段(2006~2010 年) 扩张发展阶段(2011~2015 年) 深化调整阶段(2016~2019 年) 

国家层面 地方层面 国家层面 地方层面 国家层面 地方层面 

词汇 频次 词汇 频次 词汇 频次 词汇 频次 词汇 频次 词汇 频次 

1 邮轮 122 邮轮 144 邮轮 425 邮轮 1806 邮轮 519 邮轮 2708 

2 发展 47 旅游 71 发展 134 旅游 603 旅游 150 旅游 895 

3 港口 22 发展 47 服务 105 发展 372 检疫 146 发展 598 

4 建设 18 规划 45 旅游 105 服务 269 发展 103 建设 363 

5 市场 17 建设 34 港口 75 建设 267 建设 86 服务 308 

6 事件 16 编制 28 运输 69 母港 187 港口 65 企业 306 

7 挂靠 15 经济 23 建设 57 港口 184 服务 62 港口 206 

8 经营 15 航线 22 航线 57 设施 178 入境 59 航线 201 

9 加强 14 上海 19 市场 40 经济 158 航线 56 母港 196 

10 旅游 14 码头 18 码头 40 航线 142 运输 55 政策 165 

11 沿海 13 海上 15 设施 39 开发 139 船舶 49 交通 138 

12 设施 13 开发 15 检疫 39 码头 137 卫生 47 运输 138 

13 开展 12 推进 14 安全 31 企业 130 企业 45 码头 135 

14 外国籍 12 加快 14 始发港 30 市场 113 口岸 44 设施 133 

15 业务 12 积极 14 海洋 26 游客 110 政策 43 港区 127 

16 疾病 12 市场 12 企业 26 规划 109 市场 39 经济 127 

17 技术 11 境外 12 沿海 26 建立 100 海洋 34 奖励 124 

18 码头 11 休闲 12 规划 25 配套 99 安全 33 船舶 122 

19 积极 11 设施 11 交通 25 环境 96 运营 32 配套 121 

20 条件 10 服务 10 经济 24 安全 92 提升 30 航次 117 

21 设计 10 停靠 9 经营 23 休闲 83 码头 27 市场 105 

22 布局 10 设计 9 母港 23 港区 82 监管 27 建立 100 

23 配套 9 通关 9 建立 23 人才 75 设施 25 规划 99 

24 服务 9 资源 8 技术 22 文化 68 出境 25 运营 97 

25 人才 8 扶持 8 船舶 21 资源 58 免签 24 创新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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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张发展阶段(2011~2015 年)，“服务”在政策中的分量突飞猛涨，包括休闲娱乐、政府配套、通

关、邮轮补给、口岸查验、海事救助、船舶维修、引航等服务，说明经过前几年的萌芽成长，政策热点

开始从以建设与培育为主向以综合服务为主过渡，旨在带来更大的社会福利。此外，国家层面上，“港

口”“建设”“航线”“市场”等仍然处于靠前的位置，即表明除强调综合服务外，港口及配套设施建

设、市场开发等依旧是政策的热点内容。同样，地方层面上，除“服务”一词的出现外，靠前的高频词

汇仍然有“旅游”“发展”“建设”“经济”“航线”等，港口更突出了对母港的建设。值得注意的是，

地方层面还出现了“环境”“资源”等别样的高频词汇，即表明旅游资源、生态环境等逐渐成为邮轮产

业政策的热点内容。 
在深化调整阶段(2016~2019 年)，这一阶段仍然保留上两阶段的政策热点，“旅游”“港口”“建

设”“服务”“发展”“航线”等是深化调整的目标，但是除此之外，也有其他高频词汇出现在了靠前

的位置。国家层面上，“检疫”“卫生”等在政策文本中出现的频率高涨，表明政策将优化邮轮卫生检

疫监管模式作为邮轮产业发展的又一重点。地方层面上，排名靠前的词汇出现了“企业”“政策”等，

表明培育和壮大邮轮本土公司、完善相关扶持政策也成为了各地区邮轮产业在深化调整阶段所关注的重

点。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我国邮轮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政府的支持性文件以及对邮轮产业的重视。在这

种背景下，本文以 2006~2019 年国家及地方层面邮轮产业政策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产业政策在政

策结构及政策热点内容上的演进特征。根据上述探究，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从政策结构的演进结果可以看出，目前邮轮产业政策在数量、形式、颁布部门及政策工具的使用上

都已具有一定规模，反映了相关政府部门对邮轮产业的重视程度。整体上，国家与地方所出台的产业政

策数量在发展趋势上近似一致，这表明对于国家层面出台的政策，地方都有对其做一一回应；2006~2019
年间地方的政策形式要略高于国家层面，这表明相较于国家层面地方所颁布的政策更细致具体；产业政

策的颁布部门呈现多元化，虽然颁布部门之间具有一定的协同配合度，但多以单一部门发布政策为主，

联合发文数量有限；对于政策工具类型，国家及地方对供给型政策的使用频次相较于环境型及需求型偏

高，这是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邮轮产业发展较迟，目前更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及科技/信息支持等

方面。从政策热点内容的演进结果可以看出，每个阶段的政策热点内容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化，说明随着

邮轮产业的发展，相应政策也在不断做出调整。 

5.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探究，本文可得到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因时制宜颁布相关政策的同时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邮轮产业是一复合型产业，需

要各方面的引导与鼓励。随着时间的推移，邮轮产业所处的大环境也在不断变化之中，需要因时制宜颁

布相关政策，避免政策与发展间失调，流于表面，政策制定部门所制定的政策不仅要考虑目前具体情况，

还要考虑对以后的发展影响，循序相继，保持政策实施的稳定性。同时政府部门多样可以为邮轮产业的

多方面发展指明方向，因此要联合相关部门适时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发挥特长的同时，不忘补齐短板，

弥补不足。 
第二，聚焦政策工具类型，提升政策工具的系统性。在构建符合邮轮产业政策的过程中，政策工具

的合理建立有利于明晰所颁布政策关注的重点及忽略点，避免“政策堕距”的产生。此外，在为邮轮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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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提供利好政策环境的同时，也要加强供给型与需求型政策的制定，例如加强对相关领域人才的输

入、完善相关税收政策、对高新技术的应用等，以建立集中统一、高效运行的邮轮产业政策体系，营造

更高水平的稳定政策环境。 

第三，缩小省际间的政策水平差距，对标可持续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结合实际，以邮轮业可持续

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为学习目标，积极开展邮轮省市间的合作交流，借鉴先进技术和优秀经验，因地制

宜发展邮轮产业。此外，依据邮轮产业在我国各省市的发展特点及发展历程制定合适的产业政策，督促

政府与行业为促进邮轮业可持续发展达成共同的认识。并且在此过程中，政策的制定、落地，不仅要注

重发展差异性，更要做到动态调整，以科学评估支撑政策的“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保障邮轮业可

持续发展行稳致远。 

此外，本文也存在一些研究不足：现如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其对邮轮产业发展的影响是致命的，

未来文章还应继续挖掘新冠肺炎疫情后相关政策对邮轮产业发展所持有的态度，期望为相关领域的继续

探索提出宝贵的见解，擘画邮轮产业可持续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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