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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邮轮旅游人才培养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张 静，姚丹丽 

(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杭州 311112) 

【摘 要】目前邮轮产业已成为现代旅游业中发展最为迅猛的行业。浙江作为一个旅游大省，兼具发展海洋旅游

的地理优势，具备了发展邮轮旅游的各项基础。分析了浙江在邮轮旅游人才培养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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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邮轮旅游是在传统远洋客轮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以海上大型旅游客船为旅游工具和主要目的地，以沿线港口为陆上

目的地和中转地的一种旅游方式［1］。这样的旅游方式始于 18 世纪末，当时的邮轮在承担各大洲之间邮件传递任务的同时，

也为长途旅客提供豪华舒适的客运服务。二战之后，随着航空业的快速发展，邮轮逐渐丧失了邮件传递和远洋客运的功能，转

而向游客提供基于邮轮本身的一系列的旅游休闲服务［2］。邮轮产 业 被誉 为“漂浮在海上的黄金产业”。随着欧美传统邮轮

旅游市场的饱和，世界各大邮轮公司不约而同地瞄准了新兴的中国市场。自从 2006 年 7 月，意大利歌诗达邮轮、美国皇家加

勒比邮轮相继开辟以上海和天津为母港的国际邮轮航线后，中国内地游客开始有机会从中国境内母港搭乘国际邮轮进行出境游，

航线主要分布在日韩和港澳台地区。近年来，抵达我国的国际邮轮数量不断增加，邮轮旅游开始逐渐成为一股新兴的时尚潮流。 

CLIA ( 国际邮轮公司联合会) 资料显示，自 1980 年以来，邮轮旅游一直以年均 8% ～ 9% 的速度持续增长，是同期国际

旅游业整体增长速度的 2～ 3 倍。上世纪七十年代，全球邮轮旅客只有 50 万人次，到 2011 年邮轮游客的数量达到了 2 060

万人次，翻了 40 多倍［3］。目前，邮轮产业已成为现代旅游业中发展最为迅猛的行业。 

1 浙江省发展邮轮旅游的现状与前景 

浙江省作为中国传统的旅游大省和经济强省，在客源市场、消费能力、港口建设等各方面对发展邮轮旅游有着非常有利的

条件。根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制定的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 ( 2013 － 2020 年) 》明确提出: 支持邮轮

游艇码头等旅游休闲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发展邮轮游艇旅游等旅游休闲产品。 

目前，除了上海、天津、厦门、三亚等城市已建立起邮轮母港的雏形，还有十余个城市相继提出规划或完成邮轮港口建设，

其中就包括浙江省的舟山港和宁波港。借鉴国际邮轮港经验，母港不仅能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可以为母港所在地创造大

量就业机会［4］。2011 年，国务院正式批复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规划》提出， “加快发展涉海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巩固提升优势服务业，培育发展新兴服务业，充分发挥海洋服务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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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转型升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发展浙江省的滨海旅游业， “加快推进海陆和岛际旅游的立体交通网络建设。开发邮

轮、游艇、探险等高端旅游产品，引进国际知名酒店管理集团、旅游代理商和旅游资讯集成商，建成我国知名的海洋文化和休

闲旅游目的地”， “建设朱家尖 ( 含普陀山)海洋旅游岛、梅东邮轮码头，允许境外邮轮公司在宁波、舟山设立经营性机构，

做大做强滨海旅游”。 

浙江省旅游局发布的 《2013 年浙江省旅游业基本情况》显示，2013 年，全省有组织出境游客 178. 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 

2% 。其中出国游累计组团人数 112. 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2. 2% ，港澳台游累计组团人数 64. 4 万人次，同比下降 6. 1% 。

全年台湾游累计组团人数 12. 8 万人次，同比下降 32. 4% 。国内出发的常规邮轮航线基本涵盖了浙江省出入境旅游主要的客

源地和目的地。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人均 GDP 达到 6 000 ～ 8 000 美元时，邮轮产业将进入快速增长期。目前，浙江的人

均 GDP 已达 5 000 美元，并已经形成一批中产阶级和富裕阶级，客观上具备了邮轮旅游的物质基础。 

2 浙江邮轮旅游人才培养的现状 

2. 1 邮轮专业培养的毕业生不能满足邮轮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2007 年天津海运职业学院率先在全国创办了酒店管理 ( 邮轮乘务) 专业，随后上海、北京、广州、三亚等邮轮业发展较

快的城市已相继开设“邮轮管理” “海乘服务” “邮轮乘务” 等专业。直到 2011 年 9 月，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海

洋旅游学院正式设置国际邮轮乘务专业，成为浙江省首家开设邮轮专业的高职院校。2013 年 9 月，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和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这两家高职院校正式设置国际邮轮乘务专业。2013 年三所学校的招生计划合计只有 255 名。 

以一艘载客量为 2 000 人的邮轮为例，工作人员的数量一般在 1 000 人以上。目前院校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人数远不能满

足邮轮旅游市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2. 2 人才培养模式不健全 

由于缺少具备邮轮经验的师资和适合邮轮的专门教材，国际邮轮乘务专业的课程设置往往是建立在酒店管理的基础上。一

方面，师资通常来自于学校原有的旅游管理或酒店管理专业，另一方面，教材也不得不借用旅游管理或酒店管理的教材，例如 《饭

店管理概论》、《前厅客房服务与管理》、《旅游心理学》、《旅游市场营销》等。这些客观原因导致了邮轮专业的课程设置尚有很

大的局限性，缺乏明确的培养目标和职业面向。毕竟酒店部只是邮轮上众多部门中的一个，仅仅以酒店的培养要求只能让学生

具备前厅服务员、餐饮服务员和客房服务员的技能。而像博彩、免税店、岸上观光等邮轮上重要的赢利部门则是国内岸上酒店

不会或不被允许设立的部门，学生往往缺乏对这些部门的认知和了解。 

2. 3 公众对邮轮乘务认识不足 

邮轮旅游在国内的发展时间很短，公众对其认识较少，远远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甚至，许多人对邮轮的认识仍然停留在

电影中所描绘的 100 多年前的泰坦尼克号。事实上，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现代邮轮在其功能、吨位、速度、载客量、安

全性和舒适性等方面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对邮轮旅游缺乏足够的认识导致了对国际邮轮乘务专业的认识不足。家长和学生对于

专业的培养要求、就业方向和工作环境存在一定的误解，有的以为是类似水上巴士的服务员，而有些则以为可以一年内周游世

界。 

2. 4 实训教学条件不完善 

国际邮轮乘务是一个非常强调实操的专业，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高职院校很难具备合适的实训教学条件。首先，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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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上的部门众多，如果按部门设校内实训室将耗资巨大，单凭学校将无力承担。其次，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国际邮轮公司没

有资格在中国招聘，必须通过中介做境外劳务派遣，一个合同期通常在 8 ～ 10 个月。另外，由于浙江省目前还没有成熟的邮

轮港口，也没有本土的邮轮公司，这使学生很难在邮轮上进行校外实训教学。因此，学校不得不简化实训环节，仅保留容易实

现的实训项目，例如餐厅、客房等。 

3 浙江邮轮旅游人才培养的对策 

2008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在 《关于印发促进我国邮轮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 “人才培养是邮轮业发展的关键，我

国邮轮业刚刚起步，邮轮专业人才缺乏，应采取 “走出去” 与 “请进来”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借鉴邮轮业发达国家的经验，

引进管理人才，另一方面逐步建立、健全相应教育培训体制和机制，不失时机，抓紧、抓好对邮轮专业人才特别是邮轮码头接

待、邮轮旅游服务、邮轮市场营销、邮轮设计及建造、邮轮检验等方面人才的培养”。 

目前，我国邮轮业面临重要的历史机遇期，从渤海湾到长三角再到珠三角，沿海各个省区都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性举措，

纷纷投建邮轮港口。在未来的几年，各个省区的港口之间必然会出现激烈的竞争。为了更好地应对这种竞争，我们亟需提高浙

江省邮轮旅游人才的培养质量，解决人才培养的瓶颈问题。 

3. 1 加强区域合作 

旅游业是一个无边界的产业，同样，旅游人才的培养也不应该局限于某个地区。我们不仅可以向邮轮业发展成熟的国家或

地区学习人才培养的机制，而且也应该向国内走在邮轮旅游发展前沿的地区学习，例如，同处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早在 2004 年，

上海市南湖职业学校就与丽星邮轮 ( 香港) 有限公司合作，开办 “云星国际邮轮管理专业”； 2011 年，上海国际邮轮旅游人

才培训基地正式成立； 2012 年 4 月，上海海事大学亚洲邮轮学院成立，成为国内首家具有学位授予资格的邮轮学院［5］。因

此，在师资培训、教学资源共享等方面加强区域合作，有利于我们学习邮轮旅游人才培养的理念，获得专业教学的经验，完善

人才培养模式。 

3. 2 加大邮轮旅游的宣传 

邮轮旅游人才的培养是以邮轮产业的发展为基础的，而邮轮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专业全面的营销宣传。2013 年 5 月 23 日

至 6 月 18 日，上海举办了以“邮轮生活、精彩无限” 为主题的 2013 上海邮轮旅游节，吸引近 10 万中外游客、上海市民

参与，使更多人有机会了解邮轮文化和邮轮旅游的独特乐趣。只有进一步提升邮轮旅游消费的认知度，才能吸引更多高素质的

年轻人从事邮轮旅游的工作，理解邮轮工作所需要的职业素养。 

3. 3 建立校际培养联盟 

高职院校作为邮轮旅游人才培养的最系统最可靠的基地，应充分利用原有的专业优势，建立校际培养联盟，互通有无，相

互补充。2012 年 11 月，中国高等院校邮轮人才培养联盟 ( China Alliance ofCruise Tal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简 

称 为 CACTET) 在天津海运职业学院成立，2013 年美国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公司在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建立国内唯一邮轮人才培

训中心，从 2014 年开始 CACTET 内的院校成为皇家加勒比在中国的员工招聘的唯一途径。浙江省有特色鲜明的交通类院校和旅

游类院校，可以在师资培训、教材建设、实训基地共享等方面开展有效的合作，不仅可以节约教学资源，而且可以取长补短，

形成规模效应。 

3. 4 加强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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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学校的人才培养能符合邮轮公司的人才需求，应该邀请邮轮公司全面参与学校的人才培养过程，建立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首先，在确定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时可以咨询邮轮公司的管理人员或资深员工的意见，或者邀请他们的资深员工和

培训人员担任学校的兼课教师； 其次，定期选派教师到邮轮上进行实地培训或实习，了解第一手信息，更新教学内容，共同开

发教学资料； 最后，为学生提供上船实习的机会，并输送合格学生到邮轮公司就业。 

3. 5 依托学校和邮轮公司开办职业培训 

不同的邮轮公司、不同的邮轮部门需要不同层次的管理和服务人员，因此，邮轮旅游的人才培养也可以不拘一格。除了传

统的全日制教育外，也可以依托学校和邮轮公司共同开展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吸引社会上对邮轮行业感兴趣或者有酒店、餐

饮、旅行社等相关经验的人员。通过三到六个月的职业培训，培养邮轮服务技能和英语应用能力，获得从业资格。 

4 结 语 

从目前邮轮旅游的发展趋势看，邮轮旅游对人才的需求日趋庞大。但目前国内对于此类人才的培养还处于初级阶段，并暴

露了一定的问题。浙江作为一个旅游大省，借助发展海洋旅游的优势，相信通过院校、企业等多方多层次的合作和课程开发，

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从而培养更多的适合邮轮旅游发展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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