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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年华集团中国区主席陈然峰：

打造邮轮生态系统势在必行
人物专访·声音·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江：
旅游业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

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旅游发

展理论要和产业实践相结合，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理论
研究要更加深入到产业实践当

中去， 特别是要去关注和研究
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基础理论和

重大实践问题。 要关注业界动
态， 关注各地旅游发展的实践
创新。当前，还有不少学术研究

成果停留在文献到文献的层面， 对于产业实践有着明
显的隔膜感。 旅游学术界和产业界还是彼此陌生的两
个圈子。要有开放的思维，打通官产学研，不能我是政
府的我就以政府的思维做事， 我是学界的就只用学界
的思维做事，不能有物理隔离。

携程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
人口多可促旅游业发展

人口多反而能促进人均收

入的提高， 并且若结合旅游来
看， 人口的增加还能让出行更
便捷，让旅行更幸福。并且，人
口越多， 各种公共服务的效率
就会越高， 人均资源利用率也
越高。中国的高铁建设如今高
歌猛进， 已成为中国向海外拓
展的名片。 而早在上世纪60年

代，美国就曾讨论高铁计划，但现在依然是空中楼阁，
原因就是人口密度不够，经济合理性不大。国内飞机出
行人数的不断增加，使得机场数量严重不足，这也正成
为制约民用航空发展的关键因素。 国内机场建设进一
步提速，将成为促进投资、就业以及旅游发展的良方。

魔方生活服务集团CEO柳佳：
烧钱会使公寓企业更难盈利

一方面，公寓企业的市场
份额目前还很小，但发展空间
大，规模扩张是必然的，公寓企
业都在积极制定扩张战略。另
一方面，要看这些扩张是否能
为企业带来利润。企业只有盈
利才能存续，才能给员工一份
稳定的工作，才能给客户好产
品。但不计盈利的扩张是恶性

的，不可持续的，并且会扰乱市场秩序。公寓的租约是
10年、20年，烧钱意味着在这段时间内公寓企业都是亏
损的。此外，公寓的定价往往随行就市，品牌做得再好，
租金溢价一般也不超过50%， 烧钱过后的盈利就更为
困难。 栏目主持：左靖远

随着5月的到来，中国邮轮市场进入旺季。作为全球最大邮轮
集团，在引入歌诗达邮轮和公主邮轮后，还将再引入新的邮轮品牌
进入中国市场。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嘉年华集团便宣布与中船工
业集团成立合资邮轮公司， 该合资邮轮公司计划先从嘉年华集团
现有的船队中购入邮轮，并在华启动新的邮轮品牌。在嘉年华集团
中国区主席陈然峰看来， 未来合资邮轮公司将提升国内邮轮运用
水平，充当更多的市场角色。

将再引新船入华
北京商报： 今年是歌诗达邮轮

进入中国的第11个年头， 作为旗下
最早进入到中国的邮轮品牌， 歌诗
达邮轮是否还将继续派遣新船进入
中国市场？ 未来歌诗达邮轮在中国
将采取什么运营策略？

陈然峰： 歌诗达邮轮于2006年
便开启以中国为母港运营的航线 ，
是首个进驻中国市场的国际邮轮品

牌， 确实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好评
和欢迎， 亚洲消费者满意度能够达
到98%。 从2016年4月起， 歌诗达邮
轮·幸运号在中国市场全年运营，到
目前歌诗达邮轮在中国市场运营4
艘邮轮。 未来， 歌诗达邮轮还将在
2019年和2020年在中国市场引进两
艘新船， 这两艘船都是根据中国市
场订购的。

北京商报： 中国邮轮市场一直
是增加潜力巨大的市场，当前50%的
邮轮客流均来自上海等华东地区，
对于中国内地邮轮客源市场的开
发， 嘉年华方面未来是否将会有所
加码？

陈然峰： 嘉年华集团一直积极
开拓中国母港， 以上海带动长江三
角洲及华东市场， 以天津驱动京津
冀及华北市场， 以广州南沙辐射珠
三角及港澳市场 ， 更协同青岛 、厦
门、大连等母港，促进不同地区邮轮
客源市场的开发及全国邮轮产业的

整体发展。 现在邮轮企业也在向内
地拓展，像此前公主邮轮“盛世公主
号”2017全国巡展在2月28日从上海
启航的航次上，就进行了为期近3个
月，覆盖华北、华东、华南以及内陆

的21个重点城市推广活动。 但是在
与内地城市的合作中， 邮轮与旅行
社合作比较多一些， 因为旅行社能
够在邮轮旅游产品销售及服务体验

等方面提供支持。

打造邮轮生态系统
北京商报： 此前嘉年华与中船

工业集团成立合资邮轮公司， 并将
从合资邮轮公司订购首批由中国建
造的邮轮。 而合资邮轮公司是否还
将接受其他外资邮轮或者本土邮轮
公司的预订？ 是否意味着未来将弥
补中国建造邮轮的短板？ 能否降低
邮轮生产的成本？

陈然峰：2017年2月， 嘉年华集
团、 中船工业集团和芬坎蒂尼的管
理层分别代表合资邮轮公司和造船

合资企业签署了全新合作备忘录 。
嘉年华集团在华合资邮轮公司将向

中船集团和芬坎蒂尼合资设立邮轮

设计建造公司订购两艘全新建造的

邮轮，同时还可选择增订4艘 ，由该
邮轮建造公司生产的首艘中国制造

邮轮预计于2023年交付。
实际上， 这是为促进邮轮产业

平衡、全面发展，我们需要建设一个
健康的生态系统。 这个生态系统涵
盖整个产业的方方面面， 包括最上
游的船的设计单位、造船厂，到邮轮
公司，再到销售、分销、旅行社，以及
港口、船供、船的维修、船上船下服
务，甚至还包括“一关两检”等政府
相关部门，这是一个整体。只有建设
了一个强健的生态系统， 才能使邮
轮产业健康、可持续地发展。而随着
邮轮在中国的建造， 它会对邮轮产
业经济、 当地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

促进作用。

邮轮市场细分成趋势
北京商报：对于航线设置，据了

解， 中国市场当前80%-90%的邮轮
航线都是日本航线， 去年歌诗达46
天环南太平洋的航线让人耳目一
新， 未来是否将针对中国市场开辟
更多的环岛航线和多目的地港口航
线，以满足中国游客的出行需求？

陈然峰： 随着中国邮轮市场的
快速发展，风格各异的邮轮品牌涌
入市场，消费者对邮轮产品的细分
需求也愈加明显 。而差异化的品牌
定位是邮轮企业能够在竞争激烈

的行业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在航线
创新方面 ， 实际上 ，2015年歌诗达
邮轮推出的首个中国出发环球邮

轮航线 ， 将中国邮轮带入环球时
代 ， 此后 ，2016年歌诗达邮轮再推
“46天环南太平洋”航线 ，这些都是
非常规线路产品 ，对于多目的地我
们也在考量。

除了航线设置的创新， 船上体
验的差异化也是邮轮度假体验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 比如歌诗达邮轮定
位海上意大利风格， 而公主邮轮则
主打旅行体验， 其实我们想要强调
的就是差异化的邮轮体验。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边走边谈 海涛旅游的蝴蝶效应

海涛旅游，上周占据了旅游圈的头条位置，在整
个旅游业界中， 众多同行也纷纷表达了对于海涛旅
游的同情。

4月19日，一条海涛旅游旗舰店门口集体维权讨
还资金的消息瞬时将海涛旅游推上了舆论的风口，
这个曾经被誉为“行业公敌”的企业几乎在一夜间失
去了光环。

对于引发资金受困的原因， 海涛旅游董事长许
涛声称主要是由于韩国旅游停团所造成近1亿元的
亏损。然而，韩国游的停摆对于海涛旅游来说，恰恰
只是煽动海涛旅游金融风暴的蝴蝶而已。

日韩业务是海涛旅游的根基，以低价冲击市场，
随后让海涛旅游成为韩国市场上的大赢家。 在旅游

行业的微利时代，利用开创性的“押金式旅游”，海涛
旅游曾经风光无限，彼时也给北京、天津众多中老年
人带来了诸多实惠。 几乎免费旅游的方式吸引了大
批游客的资金， 而海涛旅游正是利用这样“轻而易
举”得来的资金池玩起了金融的把戏，甚至一度成就
了“海涛模式”。

所谓成也模式，败也模式。有业者与笔者曾经谈
到过，海涛模式让企业现金流一直处于高风险状态，
一旦出现状况，损失就比较大。今年初，韩国游的停
摆就一下让海涛旅游陷入困境。 而这种模式伴随而
来的不是别的，是挤兑，正是挤兑效应让这座大厦面
临倾覆的危机。

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商

品按照价值相等的原则相互交换，这叫价值规律，旅
游产品亦是商品，当然也要遵守价值规律。

北京旅游市场有个“老大难” 问题，“非法一日
游”为何屡禁不止，原因就在于市场有需求，而需求
又流向低价。

同样的产品选择低价，是人的本性，价格是最直
观的，海涛旅游的产品也是如此。

在许涛的焦虑中我们看到了海涛模式的褪去，
在许涛的整改方案中， 海涛旅游即将回到那个买与
卖的市场。虽然面对危机，许涛并未退缩，但企业如
今却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挽回。

未来海涛之路依然前途茫茫，而在这次危机中，
无论给顾客还是给企业留下的恐怕都是悔恨。

关子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