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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后疫情时代，预计搭乘邮轮旅游人数不断提升，邮轮企业不断复航，邮轮市场运力快速恢复，全球邮轮

市场已然呈现出快速复苏后的大增长态势。当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于休闲娱乐的需求也越

来越多，国内外潜在邮轮市场的巨大潜力逐渐显现。而特征价格模型在邮轮旅游的研究可以提高对当今

邮轮旅游产品价格定位的精准度。邮轮产品的准确定价对推动邮轮产品价格正常化、提升邮轮旅游吸引

力、建立健康的邮轮旅游市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基于特征价格模型的邮轮产品在邮轮旅游中

的应用为主题做文献综述，探讨了模型中主要的三个特征——旅游属性特征、交通属性特征以及附加服

务属性特征，并研究这些特征分别关注了哪些变量，通过全面回顾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系统地梳理

了特征价格模型的内涵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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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ost pandemic era,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number of cruise tourists will continue to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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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se, cruise enterprises will continue to resume flights, and the cruise market capacity will quick-
ly recover. The global cruise market has shown a significant growth trend after rapid recovery.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lei-
sure and entertainment, the huge potential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ruise market is 
gradually emerging. The study of feature price models in cruise tourism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price positioning for today’s cruise tourism products. The accurate pricing of cruise produc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normalization of cruise product prices, enhancing the at-
tractiveness of cruise tourism, and establishing a healthy cruise tourism market. This article pro-
vides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application of cruise products based on hedonic price model in 
cruise tourism. It explores the three main features of the model—tourism attributes, transporta-
tion attributes, and additional service attributes. It also investigates which variables these features 
focus on.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in this field, the connota-
tion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hedonic price models ar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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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21 年起，全球各地邮轮行业开始复苏。纵观全球邮轮市场，在经历了长期的运营调整现已然进

入全面复航状态。截至 2022 年底，全球已有 85 个邮轮品牌，共计 375 艘邮轮近 62 万个床位投入市场运

营，邮轮复航比例达 86%，当前全球邮轮市场运力恢复更是超 95%，国际邮轮协会(CLIA)近日发布了《2023
年邮轮行业现状报告》。报告显示，2022 年底的意向调查当中，有 85%曾搭乘过邮轮的客人未来有计划

再次搭乘邮轮，意向较 2019 年同期更高。而 2023 年，邮轮旅游市场预计为 3150 万人次，达到 2019 年

水平的 106%。当前，全球邮轮市场已然呈现出快速复苏后的大增长态势。 
邮轮产品的准确定价对推动邮轮产品价格正常化、提升邮轮旅游吸引力、建立健康的邮轮旅游市场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征价格模型是一种通过特征价格来反映产品或者服务价格的模型。而邮轮产品

作为一种异质性的商品，由于不同邮轮企业对邮轮产品定价所看重的特征以及属性各不相同，邮轮产品

价格就会体现不同程度上的差异。因此使用特征产品价格对邮轮产品进行定价能够更加精准地提供游客

产品各个特征占价格比例多少以及所对应的服务，有利于提高邮轮产品定价的精准程度，并最终对邮轮

旅游产生正面影响。 
随着国内外的邮轮市场不断恢复，邮轮旅游快速复苏，邮轮产品准确定价的能力越来越重要，如何

更高效，更准确的进行邮轮产品定价是国内外邮轮企业急需考虑的一个问题。因此，基于特征价格模型

的邮轮产品研究对国内外邮轮旅游行业将起到突出的作用。一是利于邮轮产品的精准定价，促进邮轮旅

游产业稳定发展。二是将邮轮产品价格影响因素特征数据化，利于邮轮旅游行业信息化建设步伐，为行

业提供信息支撑。三是有助于了解游客对邮轮产品哪些特征更加看重，利于邮轮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体

验，促进邮轮旅游发展。 

2. 特征价格模型的概念 

特征价格模型(Hedonic price mode)，也称特征价格法、效用估价法，起初主要应用于房地产、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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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等行业[1]。特征价格，即利用一系列可观测的属性(即特征)来代表产品的品质，利用这些特征构建

特征价格方程，定量研究不同特征对价格的影响。在特征价格模型中所研究的产品包含各方面不同的特

征和附加值，产品的价格是其包含的所有特征要素的综合反映，消费者最终的购买行为所获得的是产品

所带来的全部效用，而这些效用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不同的特征数量和各个特征之间的组合，当产品的某

一特征发生变化时，产品的价格也会随之变动。产品的差异化即异质性表现为该产品明显区别于其他产

品的特质，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而对于同质产品而言，其产品的差异性表现为该产品由一系列可区别的

不同特征要素或不同数量的特征之间组合而成。 
Lancaster (1966)认为，消费者对一件产品的需求并不局限于产品本身，产品的价值是由该产品所具

有的各个特征所带来的总体效用所决定的[2]。产品所包含的各个特征要素所对应的价格一般无法直接获

取，其称之为隐含价格，产品最终价格就是隐含价格的总和[3]。后由美国经济学家 Rosen (1974)提出市

场供需均衡模型，进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特征价格模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

以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企业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实现产品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4]，对特征价格法的基

础进行有效分析。Rosen (1974)研究分析了特征价格模型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产品的总价值与其

特征变量之间的量化分析，最终得出产品的单位特征所隐含的价格，第二阶段则是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导出反需求函数或边际消费偏好。Lancaster (1966)消费者理论和 Rosen (1974)的市场供需均衡模

型对特征价格模型进行了扩展和完善，使得特征价格模型在邮轮旅游市场应用中具有较为完善的理论基础。 
对比之下，国内对特征价格模型的研究相对较少且起步较晚。国内关于特征价格模型在邮轮旅游行

业的研究最早的是由吕嘉伟和赵超(2008)利用特征价格模型进行海南邮轮旅游价格测算与分析，并将其运

用于邮轮旅游行业。可见，国内在特征价格模型应用于邮轮旅游领域的研究才刚满 15 年。大部分的文献

中主要是针对某个特定区域选择一定数量的邮轮企业，针对他们的邮轮产品，抽取特征变量如邮轮公司、

邮轮规模大小、邮轮服务年限、舱型类别、图书馆、棋牌室、影院数量、提前预订时间、行程夜晚数、

出发港口、出行航线等。以邮轮产品价格为因变量，构造函数方程，并应用经济学、统计学、计量经济

学检验因变量的显著性、方程的显著性及其拟合程度、经济学意义等。 
特征价格模型常常被设定为： 

( )1 2 3, , , , nP F q q q q=                                   (1) 

其中，P 是邮轮产品的价格， ( )1,2,3, ,nq n n=  表示产品的各个特征要素。用各属性特征对邮轮产品价

格构造函数关系，从而得到邮轮产品各属性特征的特征价格[5]。然后根据各个特征属性的特征价格分析

这些特征对邮轮产品价格的影响。 

3. 特征价格模型在邮轮特征对邮轮产品价格影响方面的研究综述 

由于邮轮产品存在异质性，使得不同邮轮企业的不同邮轮产品具有各自独特的特征。特征价格模型

将邮轮产品价格分解为不同特征的特征价格，通过数据计算出不同邮轮产品特征所具有的隐含价格，进

而分析各属性特征对邮轮产品价格的影响。根据上文特征价格构建公式所示，以及在该领域所研究的文

献表明，邮轮产品的特征因素主要分为旅游属性特征、交通属性特征和附加服务特征三大类。具体来看，

第一，邮轮产品的旅游属性特征，是指为乘客提供的休闲服务，这类服务包括船上的各类服务设施(如游

泳池、剧院、餐厅等)和餐饮、岸上游览、停靠港观光、邮轮旅游淡旺季等；第二，邮轮产品的交通属性

特征，该特征表现为邮轮产品航行的速度、航线包括的节点密切度以及在停靠港滞留的时间和总航线时

长，具体表现在港口–港口的交通易达性方面[6]；第三，邮轮产品的附加服务特征，表现为一是船上服

务，包括提供额外收费的项目服务，如赌场和水疗服务；二是对公司市场影响力较低的附加服务，即岸

上游。这三种特征属性主要会选择哪些变量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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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Variable table of tourism attributes, transportation attributes, and additional service characteristics of cruise prod-
ucts 
表 1. 邮轮产品的旅游属性、交通属性和附加服务特征属性变量表 

旅游属性 交通属性 附加服务属性 

船上设施和休闲活动，即泳池、餐饮、商店等 总航程和时间 船上赌场 

客舱房型，即内舱、阳台房、套房 港口停留的总时间 船上水疗服务 

船上服务，即船组人数、客房服务、餐厅服务、前台服

务、登机便捷性 

母港可进入性，即 
空运、陆海联运、离目标市场

的距离 
岸上游产品 

停靠港，即目的地的类型、吸引力   

季节，即淡季或旺季、圣诞节、夏天   

轻松预订，即在线平台、直销、旅行社   
 

基于前面提到的特征价格模型，一般是用于捕捉旅游、交通和附加服务属性对邮轮产品价格的贡献

构建的模型，描述如下： 

( ) ( ) ( ) ( ), , ( )i ik im ij ik im ijP CP P TA TRA ASA P TA P TRA P ASA= = + +                 (2) 

其中 P 为某邮轮产品 CPi ( 1, 2,3, ,i n=  )的价格，TAik ( 1, 2,3, ,k K=  )、TRAim ( 1,2,3, ,m M=  )和 ASAij 
( 1, 2,3, ,j J=  )分别表示为旅游属性、交通属性和附加服务属性。 

3.1. 旅游属性特征(Tourism Attributes) 

邮轮产品价格通常跟邮轮产品的旅游属性特征相关，众多研究揭示了船上设施和休闲活动、客舱房

型、舱室所处甲板层位、舱室类别、图书馆、船上服务、目的地的吸引力、停靠港休闲活动、淡季或旺

季以及船票预定便捷性等相关旅游属性特征跟邮轮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普遍认为，通常情况

下旅游属性特征和邮轮产品价格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但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国内外学者在旅游

属性特征变量的选取方面存在一些差异[7]。 
国外在旅游属性特征变量的选取上通常会选取船上设施和休闲活动、客舱房型、客房服务、餐厅服

务、前台服务、登船便捷性、岸上游览、就餐等变量。从船上设施和休闲活动变量来看,大部分研究认为

船上设施和休闲活动跟邮轮产品价格呈正相关，如 Spyros Niavis (2018)等人从旅游特征属性中选取了变

量，通过对地中海区域的 MSC 和 Costa 两家邮轮公司进行数据采集，提取并分析各变量数据，带入特征

价格模型中得出旅游特征属性中的各变量对邮轮产品价格的影响因子。他们从邮轮产品的价格分解研究

中得出，船上便利设施和娱乐休闲设备越多，邮轮产品平均价格将会越高，即额外的便利设施将推动邮

轮产品的价格上涨。他们认为船上便利休闲设施是邮轮产品在旅游属性方面最重要的价格塑造者。如果

邮轮企业重视这一特征变量的投入，将会对该邮轮企业带来很大好处，能够让该企业在邮轮产品定价上

精准抓住痛点，带动邮轮旅游发展。除此之外，还有研究提出船上的各项服务即船组人数、客房服务、

餐厅服务、前台服务、登机便捷性等旅游属性特征也会对邮轮产品定价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而这种影

响也是正面的。Dimitrios Tsiotas (2018)认为服务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与邮轮产品的价格呈正相关，并且通

过特征价格模型中的数据结果得出结论：在旅游属性特征选取的 7 个变量中，船员能力是邮轮产品吸引

力的最大影响因素之一，游客对服务人员服务质量的敏感度是较高的，这对邮轮产品定价有着很大的借

鉴意义[8]。 
国内学者在旅游属性特征变量的选取上没有国外学者那么全面，相比而言，选取的变量在数量上要

少很多。国内学者研究选取的旅游属性特征变量主要包括舱室所处甲板层位、舱室类别、图书馆、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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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影院数量、季节性、行程的吸引力等。从舱室类别变量来看，大部分研究认为舱室类别的好坏对邮

轮产品价格起决定作用，如葛佳丽(2020)基于收益管理理论的邮轮船票定价策略研究中通过对占据国内邮

轮市场份额 72.1%的三家巨头邮轮公司歌诗达、皇家加勒比和星梦邮轮公司旗下在国内母港运营的邮轮

船票价格及信息数据的样本数据，分别建立邮轮总体市场和华东、华南、华北三个细分市场船票特征价

格模型，并通过相应的数据检验分析发现：舱室的划分可以使得邮轮企业可以制定更具体的营销策略和

更精确的定价政策，从而使邮轮公司获得更多的收入和利润。并且更多类型的客舱的存在降低了游客在

发现价格更实惠的舱室时可能要求换舱的风险，使得邮轮公司能够更好的分配资源，获得更多的消费者

剩余以实现收益最大化。此外，还有研究认为季节性、行程的吸引力等旅游特征也会对邮轮产品价格产

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如宋红娟(2020)在世界邮轮旅游产品价格构成研究中通过对淡旺季对邮轮产品价格的

影响分析证实了邮轮产品价格受到季节以及行程的吸引力的影响。 

3.2. 交通属性特征(Transport Attributes)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邮轮产品的交通属性对自身定价会产生较强影响，邮轮产品的交通属性特征则

通过交通的可达性和易达性进行量化。其中，交通的可达性通过测量各个停靠港之间的距离以及停靠港

作为航行节点的密切度进行量化；易达性则是通过测量邮轮产品的航行速度，通常用英里/天作为测量单

位来量化。 
从交通的可达性来看，国外的大部分研究结果认为母港与母港之间的距离、停靠港与停靠港之间的

距离和邮轮产品价格正相关。如 Hersh and Ladany (1989)专注于行程的交通运输特点，通过研究邮轮产品

中停靠港的距离对邮轮产品价格的影响。得出的结果说明，停靠港距离越近，这一部分的定价费用就越

低，而如果一个邮轮产品所包含的停靠港数量多，该邮轮产品价格将会上涨。他们认为每个行程中包含

停靠港的游客吸引力推动了邮轮产品的价格上涨，因此停靠港数量和密切性和邮轮产品价格呈正相关[9]。
但也有研究认为，港口与港口的距离越近，可能对一些想在海上旅行时间长的游客带来负面影响，他们

会觉得邮轮旅游时间被切分得很零乱。因此，他们认为邮轮产品价格和港口与港口之间的距离并非是简

单的单调关系。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认为，港口到港口的距离和邮轮产品价格之间呈现出先升高再降低

的趋势。如果港口之间距离过远，节点密切度很低，该邮轮产品价格将受到负面影响。国内的研究结果

普遍认为港口之间的密切度对邮轮产品价格具有显著的正影响[10]。 
从交通易达性来看，国内外学者通常是以该邮轮产品航行速度来衡量，通常用英里/天作为测量单位

来量化。国外学者多选取地中海国家或北美的邮轮航线作为研究目标，结果表明，航行速度对邮轮产品

价格存在正向的影响，Spyros Niavis (2018)认为乘客会为更遥远的行程预期支付更高的价格。但也有研究

认为，邮轮航行速度对邮轮产品价格的影响为负。国内大部分研究表明邮轮产品交通运输速度对提升邮

轮产品价格有积极作用，有研究认为预计对于同样航期的航行，由距离较远的港口组成的航线将迫使船

只达到较高的速度水平，从而提高其产品价格。并且乘客会倾向以更低的价格购买由位置相当接近的港

口组成的邮轮，邮轮公司对不同邮轮的航程实行降价政策会被认为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3.3. 附加服务特征(Additional Service Attributes) 

邮轮产品的附加服务特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船上服务，主要提供额外收费，如赌场和水疗服务；

另一类是公司市场影响力较低的附加服务，即岸上游。 
国外对邮轮产品的附加服务特征的研究就是从这两种类型出发。对于附加服务变量，相关研究普遍

认为船上服务对邮轮产品的影响是显著的，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地中海区域和加勒比海区域。对于邮轮

企业影响力较低的附加服务变量来说，主要是针对岸上游其对邮轮产品价格的影响。大部分研究认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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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附加服务的公司应该毫不含糊地降低基准产品的价格，并从提升附加服务价格中来获取利润[11]。但

Savioli 和 Zirulia (2016)在邮轮行业的附加服务定价研究上认为这一结论是不成立的。他们认为附加服务

特征既是竞争优势的来源(因为它提高了产品质量)也能提高额外的收入，但当附加产品供应中的市场力量

有限时，邮轮基准产品价格将会更高。他们得出结论：第一类附加服务有降低邮轮产品价格的趋势，而

第二类附加服务则相反[12]。Cusano (2017)利用从地中海大型邮轮公司收集的官方数据，调查了不同航线

中不同港口的作用与影响，研究了港口的特征要素，如短途旅行套餐等。他认为为提高邮轮公司整体收

益，实现服务多样化，可以通过组织旅行套餐提高邮轮产品的附加值即注重邮轮产品的附加服务特征以

获取额外收入[13]。 
而国内对邮轮产品在附加服务特征上的研究较少，国内对邮轮产品价格更多集中在其旅游和交通特

征上。戴梦妍等(2019)在考虑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基础上，研究岸上附加服务与邮轮产品组合的综合收益问

题，通过客舱等级的高低与岸上服务质量的高低之间的交叉组合，提出四种捆绑策略，分别进行算例分

析并比较各个策略的收益水平，据研究分析得出当邮轮产品差异较小时，应附加高质量的岸上服务以供

游客选择；反之则应附加低质量的岸上服务[14]。 

4. 研究趋势和研究展望 

以上内容从邮轮产品的旅游属性特征、交通属性特征和附加服务特征三个方面对特征价格模型在邮

轮旅游中如何应用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研究发现特征价格模型对于邮轮产品价格影响研究具有较强的实

用价值。同时，通过梳理和总结，分析其未来研究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展望。 

4.1. 特征价格模型对邮轮产品价格影响的未来研究趋势 

从国内外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运用特征价格模型，对邮轮产品的旅游、交通、附加服务

特征对邮轮产品价格影响的相关研究，在变量的选取上，已从起初的以交通特征研究为主，逐渐转变为

以旅游、附加服务特征的研究为主。这种转变可能来自于两方面原因：第一，交通特征的趋同。由于技

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使得不同交通工具之间的差异性越来越小，并且邮轮作为交通工具的作用也越来

越小，因而交通属性特征对邮轮产品价格的影响在减小。第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由于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对邮轮产品的需求逐渐从对邮轮交通属性特征的需求变为对航行途中旅游属性特征和附加服务

特征的追求。具体表现为购买邮轮产品时从注重邮轮产品的时间、速度、停靠港口等特征，转变为注重

邮轮产品配套设施、船上服务等特征。 

4.2. 特征价格模型对邮轮产品价格影响的研究展望 

4.2.1. 现状指标选取问题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分析发现，在邮轮特征变量的选择上可能存在以下问题：第一，选取的变量主观

性较强。由于研究者持有的观点无法事前验证，因此会使得邮轮特征变量的选取主观性较强。这种主观

性表现在数据中，使得所收集变量的不确定性增加。第二，选取的变量代表性不足。在目前的研究中，

邮轮特征变量选取主要采用文献和专家访谈的方法，由于在实际收集数据时以便利性为依据，造成部分

特征变量数据的缺失，使得选取的特征变量代表性不足，从而影响模型的精确性和应用效果。 

4.2.2. 未来指标的选取 
对于未来邮轮特征指标的选择，应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增加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首先，增加研究的

广度，将更多横向指标纳入研究范围内。在邮轮特征指标的选择上，国内外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

属性对邮轮产品价格的影响，而对宏观影响属性的分析很少，因此，在宏观因素指标的选取上可以有所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5469


徐凌灏，邱羚 
 

 

DOI: 10.12677/orf.2023.135469 4679 运筹与模糊学 
 

创新。其次，增加研究的深度，挖掘潜在的微观特征变量。现有研究选取的微观特征变量固定在旅游、

交通和附加服务三大类，尽管各类特征变量的选择已经比较全面，但仍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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