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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 “近代” 是什么》

（ 【日 】 三谷太一郎 ， 曹永洁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 6月）

东京大学教授、 日本政治外

交史领域顶尖级学者三谷太一

郎， 50年学术生涯总结之作， 试

图为日本的 “近代” 寻找一个总

结性的系统阐释。 作者参照白芝

洁的 “近代” 概念， 尝试阐明日

本 “近代” 的特质， 在重视政治

和经济的关系的基础上， 关注使

日本近代国民国家形成的政治向

心力， 经谁人之手、 为什么及如

何形成； 从问题史的角度考察政

党政治、 资本主义、 殖民帝国、

天皇制这四个日本近代的主要因

素的形成过程； 并尝试解答日本

近代存在的问题， 以及日本将去

往何处。

文汇智库

自 2006 年歌诗达 “爱兰歌娜”

号首航上海以来 , 仅仅十年期间 ，

中国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

大邮轮客源市场 。 从 2006 年到

2016 年 ， 中国邮轮旅游已经连续

10 年增长速度在 40-50%或以上 ，

最高年增长速度甚至达到 82%。 根

据国际邮轮行业协会的研究报告 ，

邮轮产业为中国带来 3 万多个就业

岗位 ， 薪酬支出总量超过 60 亿人

民币 ， 综合经济贡献达到 44 亿美

元以上。

连续十多年的爆发式增长一直

持续到 2017 年才出现增速放缓 ，

这已创世界邮轮历史奇迹 。 2017

年中国邮轮首次出现了增速放慢 ，

这一状况与国际邮运布局出现了较

大调整有关。 其中， 增速放慢在华

东地区表现最为明显。 不过， 上海

邮轮客源下降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尽管如此， 中国母港客源仍跃

居全球第二 。 2018 年在上海举办

的亚太邮轮大会上发布的中国和亚

太邮轮景气指数显示 ， 2018 年中

国邮轮经济景气指数为 102.31?

2018 年亚洲邮轮经济景气指数为

102.13。 无论是中国还是亚洲邮轮

景气指数， 都位于企业家信心指数

的临界值以上， 景气度处于正常发

展状态， 说明对于中国和亚洲邮轮

经济长远发展的繁荣前景， 仍然可

以有乐观期待。

作为一种涵盖了吃 、 住 、 行 、

游、 购、 娱六大旅游要素的新旅游

形式， 邮轮旅游与一般旅游最大的

不同在于 “邮轮本身即目的地 ”，

被誉为 “海上移动度假村”。 目前，

与中国邮轮旅游驶入 “冰河期 ”，

中国大妈 “吃垮邮轮 ”， 中国邮轮

旅游是 “过路经济 ”、 “海上农家

乐” 等夸大其词的论调大相径庭的

是， 邮轮旅游供给侧改革实际上正

在促进邮轮旅游消费升级。

邮轮消费不同于普通旅游消

费， 邮轮出境游虽然造成游客消费

外流， 但也带动着一些国内的服务

消费。 邮轮旅游这一新业态不仅拉

动了旅游、 运输等服务业， 而且对

农业、 采矿、 建筑业、 制造业、 科

技、 文化娱乐服务等多个产业的经

济贡献都很大。 作为海上移动的休

闲旅游综合体， 邮轮旅游消费的主

体是邮轮、 游客及船员。

2018 年 ， 虽然本土邮轮天海

新世纪、 钻石辉煌号等纷纷退出中

国市场， 但上海依旧受到国际市场

的青睐， 迎来新的大船、 新船： 上

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有海洋量子

号 、 处女星号 、 盛世公主号等 10

艘母港邮轮 。 2019 年布局上海的

新船还有 “探索梦号 ”、 “威尼斯

号” “海洋光谱号” 等。 2020 年、

2021 年将陆续有地中海邮轮 “荣

耀号”、 歌诗达邮轮 “佛罗伦萨号”

等全新邮轮入驻上海港， 进一步提

升上海在全球邮轮市场的地位和影

响力。

为了争夺邮轮客源， 各大邮轮

公司纷纷在智能穿戴、 文化娱乐板

块、 信息服务上展开竞争。 这也说

明并不是中国大妈吃垮邮轮， 而是

邮轮公司要在设施、 服务、 产品和

航线上不断创新才能满足邮轮游客

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需求 。 例如 ，

海洋光谱号在娱乐板块投入了更多

资金， 在 270 度景观厅和皇家大剧

院上演全新设计和制作的三场娱乐

大秀 ， 其中 The Silk Road （丝绸

之路） 为中国游客量身打造的原创

大型演出， 融入了中国、 波斯、 印

度和罗马的文化、 色彩、 音乐和舞

蹈风格。 而在信息服务方面， 歌诗

达邮轮与微信合作， 开启邮轮体验

数字化 “微 ” 时代 ， 为游客提供

“一站式” 数字化服务 ， 全方位提

升游客度假体验。 嘉年华集团还推

出 “ 最 佳 ” WIFI 服 务 ———

MedallionNet， 该服务被集团称之

为 “颠覆性的网络连接服务， 它将

通过 SES 网络公司提供邮轮界最佳

的 Wi-Fi 体验 ”， SES 网络公司实

现了卫星信号的全球覆盖。

促进邮轮旅游消费升级， 港口

服务升级是重要举措 。 2018 年上

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新建 2 个大

型邮轮泊位 ， 已达到了 “四船同

靠” 的接待能力， 年总接待能力将

从现在的 60.8 万人次提升至 357.8

万人次。 位于黄浦江中心地带、 毗

邻外滩且与陆家嘴隔江相望的上海

港国际客运中心则重点发展高端邮

轮和游艇， 访问港邮轮及入境游 、

邮轮城的发展， 与吴淞口邮轮港实

现错位发展 。 2017 年全年在全国

邮轮市场出现下降趋势的情况下 ，

上海港国客中心的访问港油轮反而

同比增长 53%， 接待访问港游客甚

至同比增长 97.2%。

港口服务品质的显著提升离不

开顶层设计上邮轮政策保障体系的

加强。 如上海海事局出台的 《“国

际邮轮优先 ” 工作职责及操作流

程》， 明确邮轮通行 “五优先”， 更

好保障邮轮准点和安全通行。 口岸

部门创新实施 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

策和国际邮轮旅游团 15 天入境免

签政策， 首创邮轮通关条码， 以 3

秒通关速度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未来， 如果对外资进一步开放

邮轮旅游服务市场和航运服务市

场， 例如优化和简化 “多港挂靠 ”

审批流程， 对外资邮轮公司和独资

旅行社全面开放出境游资质， 可以

促进区域邮轮旅游一体化和邮轮入

境游的发展， 进一步提升邮轮消费

能级。

在过去的 10 多年里 ， 中国邮

轮入境游发展缓慢 ， 2018 年全上

海邮轮入境游客仅为 6 万多人次 ，

但访问港艘次同比上升了 25%。 邮

轮出境游航线和产品的单一也导致

中国邮轮复购率很低。 此外， 邮轮

港口运营成本高， 船票平均售价低

于欧美是造成部分邮轮公司及时止

损， 大船、 新船换旧船、 小船， 转

而到欧美布局的原因之一。

从港口建设和盈利能力来看 ，

各地盲目争建邮轮母港， 客源市场

恶性竞争等不利于邮轮旅游的可持

续发展， 全国和长三角大多数邮轮

码头闲置和亏损， 只有上海吴淞口

邮轮港在稳定盈利。 但目前的营收

也主要是靠泊收入， 其他商业性收

入和服务收入如广告费、 旅行票务

代理收入、 船供收入、 免税店等收

入占比很少。 邮轮产业上游产业链

的设计制造也才刚刚起步。

在这样的背景下， 长三角邮轮

旅游协同发展是邮轮旅游从高速发

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从单一母港转

向组合港发展的重要路径。 从国外

经验来看， 欧美成熟邮轮市场都注

重区域邮轮旅游市场的协同发展 ，

加勒比海区域、 地中海区域都有区

域邮轮旅游协同发展的成功先例 。

虽然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展不是新

鲜话题， 但长三角邮轮旅游的协同

发展还没有认真提上议事日程。

据统计 ， 上海母港出发游客

59%来自上海以外的长三角城市 ，

上海本地的游客只占 41%。 目前 ，

长三角共有 6 个国际邮轮客运码

头， 分布在上海 （吴淞口、 国客）、

舟山、 台州、 温州和连云港， 占全

国 已 建 成 邮 轮 港 口 总 数 的 1/3。

2017 年 ， 这 6 大邮轮港共靠泊国

际邮轮约 500 艘次， 其中 98%以上

是外籍邮轮 ， 接待出入境游客约

300 万人次， 其中 98%以上为中国

籍出境游客 。 其中 ， 上海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在邮轮艘次和游客人

次方面已多年蝉联全国第一 、 亚

洲第一。

目前， 长三角邮轮港之间合作

不够紧密， 各邮轮港口的水深条件

和接待能力也有很大差异。 除了上

海港以外， 其他港口也都争做邮轮

母港， 但接待能力小、 散、 弱， 航

线和产品也存在都是日韩航线的同

质化竞争。 例如温州港只能接靠 5

万吨级兼靠 10 万吨级的邮轮 ， 旅

客年通关能力只有 22 万人次 。 舟

山国际邮轮港最多也只可靠泊 10

万吨级邮轮， 目前因为净高的问题

长久闲置 ， 2018 年 ， 只有一艘访

问港邮轮， 接待游客仅 354 人。 连

云港客运泊位也可以接靠 5 万-10

万吨级邮轮 ,开通的航线也多为日

韩航线。

因此， 加强长三角邮轮港口之

间的合作不仅可以避免重复建设 ，

充分利用港口资源， 减少客源争夺

的恶性竞争， 提升区域航运和旅游

竞争力， 还可以丰富邮轮航线， 通

过探索设计开辟国内航线、 发展多

港挂靠航线和东南亚中长途航线 、

充分发挥内河游轮促进国外游客入

境游的作用， 借长江经济带发展和

海上丝绸之路契机更好地引领中国

邮轮产业可持续发展。

目前， 上海邮轮旅游市场虽稳

居全国第一的市场地位， 但邮轮产

业的相关服务和全产业链仍有较大

的发展空间， 要发展邮轮产业链上

游如邮轮设计、 建造、 维修。 对二

手邮轮购置、 租赁要有新的举措 ，

需大力发展本土邮轮船队及内河航

运? 大力发展邮轮相关服务业? 创

新邮轮供应监管模式。 其中， 发展

豪华邮轮建造是上海邮轮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里程碑， 也是上海推进邮

轮全产业链发展的重要方向和重要

内容。

豪华邮轮建造被称为造船皇冠

上的 “明珠”。 目前世界邮轮制造

业基本上被德国、 意大利、 芬兰和

法国等欧洲国家垄断， 中国在豪华

邮轮建造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邮轮

建造等上游产业链具有 1:14 的带

动效应， 对相关高端服务业的发展

及先进制造业都有很大的促进作

用。 大型邮轮建造甚至是比造航母

还要复杂的的巨大系统工程， 而完

备的配套体系是邮轮建造能否成功

实现的必要条件。

从现状来看， 上海也正在紧锣

密鼓地推进邮轮全产业链的发展 。

2018 年 2 月 ， 招商局工业集团开

始与世天邮轮开展 1+1+2 的豪华邮

轮建造合作， 标志着上海率先进军

邮轮设计+制造的邮轮上游产业链。

2018 年 11 月 6 日， 中国船舶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与美国嘉年华集团 、

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在沪正式签订

“邮轮大订单”， 合作设计建造 2+4

艘 13.5 万总吨 Vista 级大型邮轮 ，

这是中国首次签订真正意义上的大

型邮轮建造合同。

总的来看 ， 经历了 12 年的爆

发式增长， 中国邮轮旅游从 “高速

增长 ” 时代迈入 “品质增长 ” 时

代。 在两到三年的 “调整期 ” 中 ，

抓紧对邮轮经济全产业链的科学规

划和设施， 抓紧对邮轮市场的进一

步建设和规范， 抓紧对邮轮文化和

邮轮消费理念的培育 ， 在 “调整

期” 后将会迎来一个从邮轮旅游到

邮轮全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的跨越。

未来十年是上海邮轮经济转型

升级的关键时期 。 2019 年 8 月 ，

文化和旅游部批复上海创建中国首

个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 这是上海

2012 年获批中国首个邮轮旅游发

展实验区的全面升级。 通过创建邮

轮旅游发展示范区， 努力建成亚太

地区邮轮旅游枢纽港、 世界一流邮

轮母港和邮轮旅游目的地， 建成亚

太邮轮企业总部基地和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邮轮经济中心， 上海将更好

的代表国家参与全球邮轮合作与竞

争， 打造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国样

板， 进一步增强服务国家战略能力。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

经济研究所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

主任）

发展邮轮经济的 “龙头”

我国豪华邮轮市场在世界经

济不景气 、 不稳定的大背景下 ，

依然独占鳌头、 扶摇直上 。 短短

的十余年时间， 中国已经跃升为

世界邮轮第二位客源市场。 为此，

国际著名邮轮公司为抢占中国邮

轮市场的高地， 纷纷将设施最新、

吨位最大的豪华邮轮首先投入到

中国及上海运营。 邮轮旅游丰富

了市民的出行， 邮轮文化满足了

市民的愿望， 邮轮运营也带动了

我国沿海多个大中城市港口的建

设， 邮轮产业更期待着成为经济

发展新的增长点。

究其原因 ， 当然是近二十年

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驱动所

致， 也是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和生活质量需求不断增长的必然

趋势。 我国现代邮轮市场的启动、

发育到成熟的过程是由 “开放倒

逼改革” 的发展历史。 十多年前，

“邮轮现象” 冲击着我们的观念 、

拓宽了我们的视野、 打开了我们

的思路、 丰富了我们的文化 ， 也

为社会注入了新的生活方式 。 12

年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

同志就指出， 要依托上海国际客

运中心建设， 发展邮轮经济 ， 做

好规划， 形成品牌， 拓展新的增

长点。

12 年过去了， 当我们积极地

制定各种优惠政策， 努力拓展邮

轮市场， 为上海成为亚洲第一邮

轮母港而庆贺之时， 我们再深思

一下邮轮市场为我们发展邮轮经

济带来了什么？ 邮轮经济全产业

链的突破口又在哪里？ 十多年来，

上海始终领跑着中国邮轮市场的

增长， 今后更要领跑中国邮轮经

济产业链的发展。 这个领跑的优

势就是充分地依靠科技创新和市

场机制的作用， 充分发挥 “上海

服务、 上海制造、 上海购物 、 上

海文化” 品牌， 使中国的邮轮客

源大国发展为邮轮运营和管理 、

邮轮修理和建造大国 ， 推动邮轮

产业链的发展。

要跨入邮轮强国的行列 ， 必

须要敢于摘取造船行业的 “皇冠

明珠 ”， 邮轮建造由于科技含量

高、 资金投入大， 无论在舾装或

内装方面的工艺设计复杂 ， 始终

是造航行业高端领地 。 所以 ， 世

界上邮轮建造集中在欧洲的为数

不多的几家百年造船大厂 ， 连美

国和日、 韩造船企业也望而却步。

可喜的是， 邮轮建造作为重大装

备制造列入了国家发展战略 ， 中

船重工外高桥造船厂和招商重工

江苏海门船厂相继拉开了邮轮建

造的帷幕， 国产化率将争取达到

85%。 据不完全统计 ， 今后十年

世界邮轮建造的订单将突破 100

艘， 邮轮建造将是一个巨大的潜

在市场。

上海作为中国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的中心 ， 具有良好的

科技创新能力， 长三角地区更是

集聚了众多的重大设备建造 、 完

整的装饰装修配套 、 国际水准的

船舶设计院以及雄厚的人才 、 信

息等航运要素资源 。 中国已经具

有造船工业的坚实基础 ， 依靠科

技创新的能力， 新设备、 新材料、

新工艺将层出不穷 ， 如果我们迈

进了豪华邮轮建造的行列 ， 就会

牢牢地把住邮轮产业发展的 “龙

头”， 标志着中国就是造船工业的

强国。 我们相信 ， 上海必然会不

负众望， 继续为中国邮轮产业的

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也为世界邮

轮明天的辉煌增添强劲的动力。

（作者为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
会副会长、 邮轮经济服务专业委
员会主任）

■ 孙卫国

造豪华邮轮是构建邮轮全产业链的突破口

【核心观点】

《双向投资中的战略协同》

（赵蓓文等 著 ， 人民出版社 ，

2019 年 6 月）

双向投资布局是国家的大

战略 ， 也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

展的新的历史阶段 ， 必须从顶

层设计意义上进一步推进系统

研究 。 本书从宏观总量 、 整体

战略 、 中央地方 、 产业战略和

国际战略等多个方面 ， 国内战

略协调、 国际投资谈判 、 中国

的对策和战略转型等多个层

次 ， 涵盖理念创新 、 战略思考

与政策设计等多个主题 ， 对中

国推进双向投资布局的开放体制

创新与内外战略协同进行研究。

《先进制造 ： 美国的新创
新政策 》 （【美 】 威廉姆·邦维
利安 / 彼得·辛格 著， 沈开艳
等 译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2019 年 3 月）

本书中， 威廉姆·邦维利安

和彼得·辛格探讨了如何重构创

新和再次激活美国制造业的方

法 。 他们认为 ， 发展那些在生

产流程中应用了诸如 3D 打印 、

先进材料 、 光电子和机器人技

术的先进制造业至关重要 。 他

们探讨了能够提高效率和降低

成本的新生产方式 ， 描述了与

之相符的新的生产工艺流程和

商业模型 ， 研究了初创制造业

公司可资利用的融资模式 。 他

们审视了主流经济学对于制造

业的不同观点 ， 金融危机之后

有关美国先进制造业的政策 ，

以及美国发展新先进制造研究

所提供的经验教训。

论 道

锐 见

◆供给侧改革促进邮轮旅游
消费升级 。 邮轮公司在设施 、

服务、 产品和航线上不断创新
才能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

◆长三角邮轮港口之间的
合作不仅可以避免重复建设 ，

减少恶性竞争， 还可以丰富邮
轮航线， 发挥内河游轮的作用。

◆要实现从邮轮旅游向邮
轮全产业链的跨越。 发展产业链
上游如邮轮设计、 建造、 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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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促邮
轮旅游消费升级

推进长三角邮轮
旅游的协同发展

从邮轮旅游向邮
轮经济全产业链跨越

经历了 12 年的爆发式增长， 中国邮轮旅游从 “高速增长” 时代迈入 “品质增长” 时代。 2019 年 8 月， 文化和
旅游部批复上海创建中国首个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 这是上海 2012 年获批中国首个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的全面升
级， 将助推上海在邮轮旅游政策创新、 辐射范围、 发展格局、 服务能级等方面实现重大跨越。 打造邮轮经济高质量
发展全国样板， 上海应着重从哪些方面发力？ 本期文汇智库特刊发此文， 以飨读者。

■ 李小年

上海如何打造邮轮经济发展“全国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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