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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疫情的重大冲击，邮轮行业亟须对邮轮经济韧性进行思考。本文对国内外文献韧性理论和邮轮经济

等概念进行分析和总结，给邮轮经济韧性界定概念和构建框架，并进一步构建影响邮轮经济韧性的分维

度指标。本文选取2013年~2022年的数据指标来进行研究，使用虚拟最劣解TOPSIS和灰色关联度的动
态评价模型测度其韧性，其中重点分析疫情前后邮轮经济韧性变化。结果表明：2013年~2019年，我国

邮轮经济韧性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邮轮经济韧性经历疫情的暴跌后，呈现一个较快回升的趋势；分维

度来看，疫情前再组织能力和恢复能力较为突出，疫情后抵御能力和更新能力突出，同时经历疫情后，

分维度能力差距缩小。研究邮轮经济韧性可以全面地了解在面对风险时邮轮行业的反应，可以帮助提高

应对风险的能力，同时对邮轮经济的未来发展起到指导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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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ed with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the epidemic, the cruise industry urgently needs to reflect on 
the resilience of the cruise economy.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concepts of resi-
lience theory and cruise economy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defines the concept and con-
struction framework of cruise economy resilience, and further constructs sub dimensional indi-
cators that affect cruise economy resilience. This article selects data indicators from 2013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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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research, using a dynamic evaluation model of virtual worst solution TOPSIS and grey correla-
tion degree to measure its resilience, with a focus on analyzing the changes in the resilience of the 
cruise economy before and after the epidemic.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2013 to 2019, the resi-
lience of China’s cruise economy showed a steady upward trend, and after experiencing a sharp 
decline in the epidemic, the resilience of the cruise economy showed a relatively fast recovery 
trend;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he ability to reorganize and recover before the epi-
demic is relatively outstanding, while the ability to resist and update after the epidemic is out-
standing. At the same time, after experiencing the epidemic, the gap in multi-dimensional ability 
has narrowed. Studying the resilience of the cruise economy can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response of the cruise industry to risks, help improve its ability to cope with risks, and play a 
guiding rol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ruis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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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疫情防控趋势向好，邮轮产业也进入到持续推进恢复的新阶段，邮轮旅游市场逐步恢复并形

成规模，邮轮行业快速回暖，我国对邮轮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出要求，邮轮行业正在重整旗鼓，就邮轮经

济韧性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对实现邮轮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近年对邮轮旅游和邮轮经济的

研究日渐增多，但是对于经历重大事件对邮轮经济影响的论文较为片面，更多的是提出建议，但是对邮轮

面对冲击的综合评价和分析较少，缺少系统的分析面对冲击前、中、后期间的邮轮经济发展状况，结合到

到近年来关于韧性的文献大量涌现，同时韧性是一个很好的用来研究产业经济的衡量指标，目前对经济韧

性和产业韧性的研究已屡见不爽，但是目前对于邮轮经济韧性指标体系的构建鲜少见于文献。 
韧性的基本含义是个体或者系统遭受冲击扰动后的恢复能力，从美国加州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

所借助“生态韧性”思想指出经济系统遭受外部冲击后具备自修复能力，到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
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等国际科学计划明确系统韧性对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意义[1]，韧性

逐步成为中外生态学、地理学、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议题。相关研究成果集中于城乡系统韧性[2]、网络结

构韧性[3]及区域经济韧性[4]等领域。经济韧性作为韧性理论在经济社会领域的重要应用，近年是研究的

一个热点领域，国外学者多从产业结构、制度环境、社会资本、文化环境等角度切入，基于均衡论、演

化论两种认知视角对经济韧性进行概念辨析，借助网络分析与指标体系构建等研究经济韧性的演化特征、

影响因素和提升路径[5] [6] [7]。国内学者则基于经济脆弱性[8]、维持性[9]和适应性[10]视角，对不同经

济系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进行定量评价、提出相应的优化措施。但围绕经济韧性演化规律、影响

机制的定量分析较少，关于邮轮行业等具体邮轮经济的韧性研究鲜见于文献。 
在新冠疫情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动的背景下，邮轮行业的发展形势受到挑战，亟需在邮轮经济韧

性上思考。但现有的韧性研究多聚焦于城乡生态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在行业经济层面的韧性理论应用

较少，关于邮轮经济韧性的定量存在空白。为此，本文以中国邮轮经济为对象，使用基于虚拟最劣解 
TOPSIS 和灰色关联度的动态评价模型、核密度估计等方法来探讨邮轮经济韧性的发展水平和时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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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为邮轮行业经济韧性构建一个具有参考意义的指标体系，同时在邮轮高质量发展上发挥作用。 

2. 邮轮经济韧性的概念和框架 

2.1. 相关概念 

(1) 邮轮经济：广义上的邮轮经济是包含邮轮设计和建造、邮轮维修和保养、邮轮运营和接待等相关

支撑产业的一个概念，也就相当于邮轮产业链的概念。狭义上的邮轮经济主要是指邮轮在到达港口前、

到达港口时、停靠港口以及离开港口所发生的一系列经济活动[11]。 
(2) 邮轮产业链：邮轮产业链应以邮轮运营为主体，产业链上游包括邮轮建造、设计和维修，产业链

的中游包括邮轮公司运营、邮轮码头、邮轮产品销售等环节，产业链的下游包括邮轮人才培养、邮轮金

融服务和相关服务产业[12]。 
(3) 经济韧性：目前学术界对经济韧性的内涵研究尚未达成共识，综合来看，其中一部分学者强调经

济系统面对冲击干扰的反应能力，也有一部分学者强调经济系统恢复至原来的发展状态或者将外部冲击

转化为机遇走上全新更优的发展路径的能力[13]。 

2.2. 相关理论 

(1) 脆弱性理论：脆弱性和韧性都是反映经济体在外部冲击和不确定因素下自身的反应和应对能力的

属性，但脆弱性主要表示的是经济系统自身的不稳定性和有限的灾害应对能力，而韧性在脆弱性的基础

之上，还包括了经济系统自身自我重组、适应新环境、跨向新的发展路径的能力[14]。 
(2) 适应性理论：适应性分析为研究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提供了新的新的视角，成为了研究应对外

部冲击、扰动时系统自身的适应力及演化出新的发展路径能力的重要工具[15]。系统适应性对于降低系统

遭受冲击时的受损程度、减轻系统敏感性、脆弱性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是在适应性

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得到的[13]。 

2.3. 定义概念 

结合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来看，邮轮经济与经济韧性两个领域相互独立，少有结合性研究。本文尝

试对邮轮经济韧性进行定义：邮轮经济韧性是指邮轮产业在面对经济挑战和不确定性时，能够适应、调

整和恢复的能力。邮轮经济韧性可以通过多样化邮轮经济结构、创新能力、弹性供应链、适应性管理和

灵活性等方面来体现。 

2.4. 基本框架 

 
Figure.1. Cruise economy resilience framework 
图 1. 邮轮经济韧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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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邮轮业与相关产业的互动关系，将邮轮产业链分为船厂造船修理发展为上游、港口配套设施为

中游、邮轮企业和市场游客需求为下游的三个区段。根据适应性理论，将邮轮经济韧性定义为邮轮行业

适应外部冲击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维持链条稳定运行修复断裂及各环节升级发展合作方式的能力，涵盖抵

御能力、恢复能力、再组织能力和更新能力四个维度。四个维度能力也表示了在面对冲击的四个阶段。

根据邮轮行业在当前发展中的实际情况，将四个分维度的能力的指标进一步探索，形成完整的邮轮经济

韧性的框架(见图 1)。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邮轮经济韧性内涵，参考程翔[16]、王泽宇[17]等的指标选取思路及信度、效度检验程序，构建

海洋船舶产业链韧性评价指标体(见图 1)，涵盖抵御能力、恢复能力、再组织能力和更新能力四个维度，

8 个二级因素，14 个具体指标(见表 1)。 
 

Table 1. Cruise economy resilie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表 1. 邮轮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因素层 指标层 指标解释 

抵御能力(B1) 
供应链(B11) 

邮轮新船发展(B111) 邮轮的交付数量 
订单量承接情况(B112) 邮轮船只的新增订单数量 

资源管理(B12) 
邮轮运力情况(B121) 邮轮所提供的床位数量 
邮轮港口规模(B122) 邮轮港口运营数量 

恢复能力(B2) 
市场适应能力(B21) 

船队在营规模(B211) 邮轮在运营的数量 
游客市场情况(B212) 参与邮轮旅游人数 

配套产品市场(B22) 船厂的修造能力(B221) 建造邮轮的数量和维修邮轮数量总和 

再组织能力
(B3) 

资本和人力(B31) 
经营财务状况(B311) 邮轮行业的生产收入总值 

就业情况(B312) 邮轮行业就业人数 

业务连续性(B32) 
未来航线布局(B321) 邮轮公司布局未来航线规划的数量 

港口发展情况(B322) 
邮轮港口泊位增加数量、面积大小，便利程度、

改造升级程度等综合评价系数 

更新能力(B4) 

社会责任(B41) 可持续发展进程(B411) 
邮轮港口使用岸电泊位数量、使用环保能源的

邮轮数量总和 

创新和技术应用
(B42) 

创新邮轮项目(B421) 
邮轮的全新航线的开辟数量与邮轮创新项目数

量总和 

科研专利情况(B422) 
邮轮在科研上的论文研究数量和在技术上获得

专利的数量总和 

3.2. 研究方法 

3.2.1. 虚拟最劣解 TOPSIS 和灰色关联度的动态评价模型 
该动态评价模型结合了虚拟最劣解 TOPSIS 和灰色关联度两种方法的优势，能够更全面地评估决策

对象在不同时间点的表现，并找出最优解或最优解的决策对象。它适用于需要考虑时间因素和多个评价

指标的决策问题，可以用于业务决策、项目评估、绩效评估等领域。 
基本步骤如下： 
设有 m 个被评价对象，n 个评价指标，按时间顺序取得的第 i 个评价对象的第 j 个指标在 tk 时刻的数

值为 ( )( )1,2, , ; 1, 2, , ; 1, 2, ,ij kx t i m j n k 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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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基于原始数据结合无量纲化处理与熵权法计算加权标准化指标值。 
步骤二：确定理想解、负理想解及虚拟最劣解。 
步骤三：计算各方案到理想解及虚拟最劣解的欧式距离。 
步骤四：计算相对贴近度 ( )i kc t 。 
步骤五：计算各个目标方案与理想解的灰色关联度 ( )i kr t+ 。 

( ) ( )
1

1 n

i k ij k
j

r t r t
n

+ +

=

= ∑                                     (1) 

步骤六：将相对贴近度和关联度合并得到综合评价值。 

( ) ( ) ( ) ( )1i k i k i kh t c t r tα α += + −                               (2) 

式中： [ ]0,1α ∈ ，反映决策者对位置和形状的偏好程度，本文α 取 0.5。综合评价值 ( )i kh t 越大，表明韧

性水平越高。 

3.2.2.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际邮轮协会(CLIA)官方网站的历年公开报告，我国邮轮绿皮书系列图书

数据，官方邮轮平台公开的邮轮发展报告，和《中国统计年鉴》。作者通过整理得到连续的邮轮数据，

其中所有数据范围在 2013 年~2022 年。 

4. 结果分析 

邮轮经济韧性评价结果 

根据公式(1)、(2)，计算全球及三邮轮 2013~2022 年邮轮经济韧性评价值(见表 2)，结合邮轮经济韧

性变化趋势图(见图 2)，总的来看，2013~2022 年邮轮经济韧性呈现先上升再大幅跌落趋势又快速上升的

趋势，出现大幅度下跌的情况是受突如其来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邮轮业停摆，使得邮轮行业受到重创，

邮轮全产业链受到严重打击，故邮轮经济韧性呈现直线下降的状态。在此之前 2013~2019 年是邮轮经济

韧性以相对平稳的速度向上发展。在疫情前，中国邮轮经济的发展每年的都在以较高的增速发展，成为

最具潜力的邮轮市场，但是疫情的冲击使得我国邮轮行业停摆，我国的邮轮复航的速度对比国际上邮轮

复航的速度较慢，但在未复航的期间，我国邮轮业蓄势待发，在邮轮建造和环保方面大大突破，尤其是

自主研发的国产大型自制邮轮建设，实现邮轮建造市场质的飞跃，从零突破，带动邮轮韧性的快速回升，

更好的促进了邮轮高质量发展。 
 

Table 2. Cruise economy resilience evaluation index 
表 2. 邮轮经济韧性评价指数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中国 0.19085 0.24346 0.27299 0.36201 0.41629 0.42871 0.46686 0.15069 0.52812 0.62601 

 
Table 3. Dimensional evaluation of cruise economy resilience 
表 3. 邮轮经济韧性分维度评价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抵御 0.13368 0.15694 0.29636 0.37691 0.40732 0.41576 0.48470 0.22927 0.49379 0.61563 
恢复 0.16517 0.18501 0.22517 0.35918 0.51476 0.57415 0.65638 0.08498 0.24137 0.49186 

再组织 0.24261 0.34134 0.38675 0.63118 0.67298 0.71928 0.79763 0.02064 0.32991 0.47595 
更新 0.08449 0.09568 0.11349 0.15870 0.22289 0.28289 0.32755 0.03357 0.40454 0.5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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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trend of average changes in cruise economy resilience evaluation values 
图 2. 邮轮经济韧性评价值变化趋势 

 

 
Figure 3. Dimensional evaluation of cruise economy resilience 
图 3. 邮轮经济韧性分维度评价 

 
基于邮轮经济韧性分维度评价值(见表 3)与邮轮经济韧性分维度评价图(见图 3)来看，在 2020 年疫情

前分维度能力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说明在疫情前我国的分维度能力发展不均衡，其中更新能力处于低

位，再组织能力发展最快，在 2019 年达到顶峰值，高于其他分维度能力水平；在经历疫情后，抵御能力

与更新能力恢复情况超过疫情前水平，展开来看，更新能力经过疫情后发展恢复速度加速显著，明显超

过疫情前发展速度，抵御能力在经历疫情时下降最少，并且在疫情后增速加快，抵御能力水平达到最高

点。总的来看：疫情前再组织能力和恢复能力较为突出，疫情后抵御能力和更新能力的恢复表现更为突

出。观察疫情前后的分维度能力图表间的差距可以发现，对比 2020 年前，疫情后四个分维度能力评价值

差距缩小。 
将分维度能力图表呈现的状态和现实中邮轮业的发展结合分析，在疫情后再组织能力从原来最高水

平跌至最低的水平，但是抵御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成为疫情后最高分维度能力，原因是在经历疫情阶

段，我国邮轮经历了长期停航，邮轮对外开放水平低，比国际上复航所用的时间更长，导致邮轮企业的

发展的受到很大的限制，邮轮企业经营的状况和航线的布局在此期间受到重创，严重的影响了再组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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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发展；但在抵御能力上我国在制造大型邮轮上得到重大突破上，首制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邮轮旗下“魔

都”号如今已经完工，同时中国第二艘国产邮轮也在制作中，在邮轮建造方面实现零的突破带动抵御能

力的突围上升。除了再组织能力和抵御能力的变化，更新能力在疫情后也加速发展，超越疫情前水平，

更新能力随着邮轮的研发设计带动了创新能力而得到提升，加上在邮轮业在疫情期间的谋划发展，在邮

轮港口环保方面取得发展，岸电项目正在加紧布局，整体推动更新能力的提升。针对恢复能力和再组织

能力的回升，经历疫情后恢复能力和再组织能力在 2021 年处于分维度能力中的低位，但是也是从上升的

趋势来看，回升趋势良好，因为伴随着我国首艘五星红旗邮轮“招商伊敦”号的运营启动，我国邮轮业

在中国范围内开始重启，带动了一部分的就业，同时给邮轮市场带来信心。总体来看在疫情后，邮轮业

在很多方面得到了进展，推动了邮轮经济韧性的发展，让邮轮经济韧性得到回升以及突破。 

5. 研究意义与建议 

5.1. 研究意义 

研究邮轮经济韧性可以深入了解邮轮产业在面对不确定性、冲击和变化时的适应能力以及恢复和发

展的能力。这项研究对多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1) 理论意义：填补邮轮行业对邮轮经济韧性的研究空白，通过分析邮轮产业的案例，可以更好地理

解韧性的构成要素、适应策略和恢复机制，推动韧性理论的发展。 
(2) 现实意义：邮轮产业面临自然灾害、健康危机、政治冲突等多种冲击。研究韧性有助于揭示该产

业如何在危机中保持持续运营，减轻损失，并在适当时机迅速复苏。这有助于提高产业的可持续性，保

护就业岗位，维持供应链的稳定。 
(3) 对全球及中国邮轮产业的意义：邮轮产业是全球性产业，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研究韧性有助于

不同国家之间分享应对策略和最佳实践，提高全球范围内的协调和合作。研究邮轮经济韧性有助于中国

了解如何在面对各种冲击时保护本国产业，同时也能够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提升自身产业的韧性，实

现可持续的发展，更加符合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4) 邮轮业发展的意义：研究韧性可以为邮轮产业提供战略指导。通过了解产业的脆弱点和强项，产

业可以制定更加灵活和可持续的发展战略。韧性研究还可以帮助产业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技术创新以

及政策调整，确保产业始终保持活力。 
本文主要研究邮轮经济韧性的框架和评价指标体系的进一步等数据充实之后进行优化。在研究的范

围上可以继续扩大，可以研究具体区域的邮轮经济韧性，也可以研究全球大区域的邮轮经济韧性，在增

加研究范围后，可以在引进空间的演绎变化，结合区域更加全面的分析邮轮经济韧性的发展趋势。邮轮

经济韧性可以进一步加深研究。 

5.2. 针对我国邮轮经济韧性发展的建议 

新冠疫情及“逆全球化”背景下，立足“高质量发展”、保持邮轮经济韧性安全稳定是维护邮轮经

济安全的关键抉择。结合以上研究，本文提出增强我国邮轮经济韧性的建议： 
(1) 多元化目的地和航线：在中国邮轮业中，过于依赖单一目的地或航线容易使业务受到地理或政策

风险的冲击。为了提高韧性，我国可以积极推广多元化的目的地和航线，减少对单一目的地的过度依赖，

同时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以确保更多的选择和机会。 
(2) 增强安全和健康措施：疫情爆发对邮轮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因此提高安全和健康措施至关重要。

同时在未来邮轮行业也会面临着各种未知的风险存在，中国可以加强监管，确保邮轮公司采取必要的应

急防护措施，并建立紧急预案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健康危机和其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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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国际合作：邮轮业是国际性产业，因此我国可以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邮

轮公司、港口管理机构合作，共同应对行业挑战，分享经验和资源，提高韧性。 
(4) 投资先进技术和船队：邮轮业需要不断升级和更新船队，以提供更安全、环保、高效的服务。我

国在现有制造大型邮轮的基础上可以继续深化，提高我国船厂的邮轮建设综合实力，同时中国可以鼓励

国内企业投资于新一代邮轮技术，包括更环保的动力系统、智能化设备和节能技术，以提高邮轮业务的

竞争力。 
(5) 推动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邮轮业的运营效率和客户体验。中国可以鼓励邮轮公司投

资于数字技术，包括在线预订、电子支付、智能船舱等，以适应现代旅游市场的需求。 
(6) 加强人才培养与提高服务质量：我国可以加强培养和吸引与邮轮业相关的专业人才，包括船员、

酒店管理、船舶维护等方面的人才。拥有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可以提高业务的韧性和竞争力。积极鼓励邮

轮公司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包括餐饮、娱乐、舒适性等方面的提升，以吸引更多游客并提高他们的满

意度。 
(7) 促进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全球邮轮业的一个趋势，也是提高韧性的重要因素。我国可以鼓

励邮轮公司采取环保措施，减少废弃物排放，推动清洁能源的使用，以适应未来的环保要求，促进碳达

峰碳中和及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积极推进国际海运温室气体减排。 
总之，提升中国邮轮经济的韧性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措施。通过多元化航线、投资技术、加强安全

和健康措施、提高服务质量、数字化转型、培养人才、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等途径，中国可以更好地

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提高邮轮业的抗风险能力，实现可持续增长，推动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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