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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凭借着持续的邮轮市场高速增长率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邮轮客源国，上海也跃升为全球第四大邮轮母港。然而去年
上海邮轮靠泊艘次及出入境人次首次告别近年来超40%的高增长率，仅与2016年持平。预计2018年上海邮轮数据更将出现近6年
来首次负增长。市人大代表、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珏慧表示，这受制于各类政策的脱节或滞后，也因此，她
在此次两会上提出建议，将上海“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纳入上海自由贸易港区范畴，进一步支持推动上海邮轮产业发展。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邮轮母港规模不断扩大 邮轮产业对区域经济贡献仍很低 代表建议

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纳入自贸港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随着黄浦江两岸45
公里的全线贯通，全长16.8公里
的苏州河市区段如何开发成为
代表们关注的话题。市人大代
表，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筹备组
组长、临时党委书记李富荣在此
次两会上提议，可以开设水上巴
士，作为陆上交通的补充，同时
也可以打造成为观光线路。

苏州河沿岸
文化旅游资源丰富

李富荣代表告诉记者，目前
苏州河的生态环境治理已见成
效。他从上海市水务局获悉，经
过三轮十年整治的苏州河已经
消除黑臭，当前苏州河环境综合
整治四期工程也已启动。按照

“绿色、开放、共享”的整治理念，
多部门将联合打通滨水通道，增

加滨水空间，营造水陆景观，提
升生态质量，打造世界级滨水
区。苏州河沿岸地区正成为历
史人文景观和滨江绿道交汇的
风景带。

据了解，苏州河沿岸具有丰
富的历史人文景观，像圆明园路
近代海派建筑群等历史保护街
区就有 3 处，虹口、黄浦区段有
10处近代优秀建筑，还有外白渡
桥等历史名桥23座，玉佛寺等著
名宗教场所3处，四行仓库等历
史革命纪念地4处，11处像上海
第一家华商面粉厂这样的近代
产业文化景观。目前沿岸地区
都在加强苏州河滨水区的治理
和建设。虹口、静安、长宁、普陀
等区将建设沿岸绿廊和长达数
公里甚至十余公里的慢行步道，
将历史人文景观和滨江绿道建
设融合交汇。

李富荣代表表示，这都是非

常好的都市旅游资源，他建议能
在苏州河开设水上巴士，既能成
为水上交通线路，也能起到游览
观光的作用，将苏州河沿岸的水
岸风光资源利用起来。

水上巴士能为
陆上交通提供补充

他表示，苏州河水上交通是
上海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上海公共交通的空白点，具
有很大发展空间。

“当前上海公共交通总体运
力较为紧张。据近两年数据显
示，早晚高峰期间，在公交专用
道行驶的公交车平均运营时速
为 13.5 公里，71 路中运量公交
平均时速为15公里。上海地铁
工作日高峰时段列车满载率普
遍达100%，部分段面乘客饱和度
达130%。”李富荣代表说，苏州河
市区段经过上海中心城区，水面

无密集船只和障碍物，且该河段
受丰水枯水影响较小，如开通水
上巴士，可以发挥畅通准确运行
的优势。

“水上巴士的航速若能达到
12-15节，约22.5-28千米/时，远
高于现有公交车的时速，将有力
缓解陆上公共交通的紧张程度。”
同时，开设大都市水上旅游专线
也是大都市的通行做法，巴黎塞
纳河、伦敦泰晤士河、维也纳多瑙
河等都设有水上观光游船，供游
人游览沿岸都市景观带。

建议合理开发
苏州河水上交通

李富荣代表建议，可以参考
国际知名大都市沿岸都市景观
带的经验做法，认真梳理苏州河
沿岸文化资源和历史底蕴，由市
有关部门牵头，沿岸各区参与，
制定符合国际大都市定位、具有

上海特色的苏州河综合保护、开
发、利用的规划。

同时合理开发苏州河水上
交通，建议推动开设苏州河市区
段水上巴士，合理设站，统筹考
虑与陆上交通站台、运行时间的
对接，充分发挥河段船舶少、运
行准时安全等优势，填补上海水
上公共交通的空白。同时研究
苏州河北新泾起点站与虹桥枢
纽对接的交通方案，大力发挥虹
桥枢纽空中、陆上、地铁、水上的
交通集成优势，缓解上海公共交
通紧张的局面。

他还建议打造苏州河旅游
干线。集约苏州河沿岸文化历
史景观和自然景观，推动形成具
有上海特色的沿岸都市景观
带。开设苏州河水上观光游船，
利用水上巴士的交通站点，合理
设站和运行，推动苏州河旅游成
为上海旅游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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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产业对
区域经济的贡献仍很低

“中国邮轮产业经济仍处
‘过路经济’的阶段，上海虽然靠
泊艘次及出入境人次数居全国
之首，但邮轮产业对区域经济的
贡献仍然很低。”徐珏慧代表表
示，邮轮产业是种新兴业态和产
业体系，现阶段需要加快解决邮
轮产业发展面临的诸多障碍，尤
其是要在旅游、交通运输、商贸
等多领域突破现有政策瓶颈，加
速上海邮轮母港要素集聚，提升
上海邮轮母港竞争力，使上海真
正成为东北亚邮轮中心。

她表示，上海拥有宝山、虹
口两个“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
区”。虽然上海已经制定了中国
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与上海自
贸区联动发展的实施意见，但其
政策效力有限。比如邮轮的船
舶、物料供应，分为全球采购和
母港采购两种。以邮轮“转关供
应”为例，假设一批邮轮货物从
迈阿密上船海运，抵达邮轮位于
日本的始发母港进行上货，在此
期间该批货物一直处在“转关保
税”状态，不需要经过进口再出
口的流程。这样的邮轮转关供
应在全球包括相邻的日本、韩国
都能做到，在上海却无法做到。

徐珏慧代表说，目前以上海
为母港的邮轮，其全球采购的货
物都不能在上海港口上货，而需
在邮轮航线中的挂靠港进行上
货。“首先，母港以外的挂靠港在
突发天气情况下很可能不停靠，
会对邮轮供应造成影响；其次，

邮轮货物供应分为全球采购和本
地采购。一个邮轮四五千人，一
趟行程下来物资供应量非常大。
如果能实现母港供货，将极大地
带动本地采购量，如牛奶、水果、
蔬菜及酒店用品等供应，都能在
本地建立起长期的供应链。“这也
是我们希望发展邮轮经济链，拉
动区域经济的很重要的途径。”徐
代表告诉记者，根据测算，在母港
范畴下的邮轮经济，会对区域经
济有1：8的拉动作用。

担心产业链发展脱节
代表提出新建议

2018年，预计吴淞国际邮轮
港二期开港后，将形成四船同
靠、年接靠国际邮轮800至1000
艘次的运营能力，始发邮轮游客
预计达到500万人次，母港邮轮、
访问港邮轮数量均达到 20-30
艘，不少邮轮从业者担心，随着
邮轮母港的规模不断扩大，相应
的产业链发展却继续脱节。

徐珏慧代表因此建议，将上
海“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
纳入上海自由贸易港区范畴，进
一步支持推动上海邮轮产业发
展，以实现邮轮贸易便利、投资
外汇以及通关等方面的创新。

如在贸易便利化方面，供外
籍邮轮的转关货物入境、存储、
供船不受限制，在上海自由贸易
港区间实现便利流转，在区内可
自由拆拼，并允许对货物进行一
般商业性加工，鼓励设立国际邮
轮船供物资配送中心。外籍邮
轮需要维修的设备、配件等以及
储存、维修、供船不受限制。鼓

励免税品销售，与邮轮、游艇相
关的保税展示交易，跨境电子商
务等在区内的创新发展。

在服务贸易方面。鼓励邮
轮、游艇相关的金融、保险、信
息、代理、旅行社、咨询和燃料销
售等相关服务与产品创新。在
投资及外汇管理方面。允许外
汇兑换自由，资金进出自由，对
于注册在区内的中外合资邮轮
企业股比不设限制并在融资、购
买、税收政策、建造、专业人才引
进等方面给予扶持。对于中资
方便旗船舶登记、航线申请（公
海游、沿海游）、运营管理给予相
关的政策便利。在通关监管方
面。对于邮轮通关联检、旅客出
入境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提升
服务效率及便利化程度。

针对安全建议
抓紧起草专项应急预案

市人大代表、交通运输部东
海救助局局长、党组副书记肖跃
华则对邮轮安全提出了建议。
他表示，随着邮轮旅游等产业的
持续高速发展，大型邮轮安全事
故风险也不容忽视，长远来看邮
轮运输仍存在较多问题，迫切需
要全面加强邮轮事故搜救能力
建设，建立健全邮轮突发事件专
项应急预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切实提高邮轮安全管
理和应急救援水平。

近年来，邮轮重大和突发事
件不时发生，安全问题严峻，邮
轮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大量
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对海
洋环境和海上交通也存在巨大

威胁。肖跃华表示，邮轮海上突
发事件多为一连串紧急情况引
起，邮轮的搁浅、触礁、翻沉等事
故往往不止一个诱因，而是多个
的因素叠加导致的。大型邮轮
海上事故救援面临着多重难点，
由于邮轮人员众多，船上游客缺
乏专业逃生训练，一旦发生海难
事故需要大规模人员撤离转移
时，短时疏散有较大困难。若邮
轮船体倾斜时，还存在舱内被困
人员救援，以及船舶翻沉后，水
下救援等诸多难题。

目前，我国颁布了《国家海
上搜救应急预案》和《水路交通
突发事故应急预案》等应急预
案，并实施了“客船与搜救中心
合作计划”。上海市颁布的《上
海海上搜救应急预案》和《上海
市处置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也对邮轮险情事故或邮轮滞留
事件建立了应急处置机制。但
是目前的有关预案难以满足大
型邮轮事故对搜救应急反应行
动的迫切需求，在大型邮轮发生
重特大事故等突发事件时，无法
迅速、高效地指导救助力量组织
应急反应行动。

肖跃华代表因此建议，由上
海海上搜救中心牵头，有关搜救
中心成员单位配合，在认真总
结国内外邮轮险情事故的经验
教训基础上，抓紧起草“上海市
邮 轮 突 发 事 件 专 项 应 急 预
案”。在应急预案中明确各级
搜救专业指挥机构、专业救助
力量、社会力量的具体工作职
责、各类险情事故应急处置程
序等内容，增强预案的实用性、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合理开发苏州河水上交通 打造苏州河旅游干线

人大代表徐珏慧。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