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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邮轮经济与旅游教育的关系 

——以重庆高校为例关于设置邮轮专业的思考 

吕 飞 

重庆交通大学国际学院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现有邮轮经济发展的现状，基于邮轮产业发展的良好前景和人才缺乏问题，提出了重庆

市高校开设邮轮专业的一些思考。首先从重庆市高校开设邮轮专业的几大优势出发，根据现有的专业特点和师资力

量，提出了重庆高校设置邮轮专业的策略和加强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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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和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现状及其问题 

1.1世界及中国邮轮发展现状 

世界邮轮业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上半叶，由于欧洲和美洲间的邮件等物资及人员流动增多而出现。到了 20 世纪二三十

年代后，远洋邮轮开始在船上提供更多的娱乐消遣服务，以吸引更多的中产阶级旅客。随着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跨洋旅行需求的

增长，邮轮旅游市场开始显现。20世纪 70 年代，由于喷气式飞机的出现使邮轮作为一种交通工具成为历史，邮轮公司为了生存

将邮轮上的硬件设施升级为旅游休闲服务。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人们对邮轮认识的提升和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世界邮轮旅游又进入成长拓展时期，北美、欧洲

和亚洲各大市场纷纷出现一些实力较强的邮轮公司，使得旅游市场逐渐发展和扩张。到 21 世纪前 10 年，邮轮旅游市场更是朝

年轻化和大众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客人也加入了邮轮旅游的市场。 

中国由于海岸线漫长，江河众多，旅游资源丰富，港口分布密集且配套设施完善，发展邮轮旅游有着天然的条件，越来越

多的国际邮轮公司在中国设立了分公司或办事处，并开设了邮轮旅游定期航线。 

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收入的提高，使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加入到世界邮轮旅游市场的大家庭中去。 

1.2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的问题 

经过近 10年的迅速发展，中国邮轮旅游存在诸多问题，如港口设施不足、港口软环境的缺位、政治因素的影响、邮轮制造

业文化底蕴缺乏、居民旅游消费意识相对较弱等[1]，但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邮轮专业人才的缺失。邮轮产业的国际性和服务的

复杂性，使得相关的从业人员需要具备较高的外语水平和旅游、航运相结合的经济管理知识，而本土人才的缺失只能大力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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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高级邮轮管理人才。 

同时，邮轮的服务人员目前也缺乏高素质的人才，目前从事国际邮轮的我国从业者多为 20岁出头的年轻人，普遍学历不高，

高中毕业短期培训就上岗，学历较高的也只是旅游管理专业或酒店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外语基础尤其是口语交际能力非常低，

服务意识淡薄，专业技能差，几乎不了解航运专业及国际海事航运法规等相关知识。 

总之，专业管理人才和服务人才的缺乏是中国邮轮旅游发展滞后的“瓶颈”。 

2 重庆市高校开设邮轮专业的条件及优势 

2.1重庆市发展邮轮旅游经验丰富 

重庆市地处中国西南部，位于中西部地区的结合处，最为得天独厚的是依靠着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

开始，凭借着长江及长江三峡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吸引了大量的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为了接待要求较高的海外游客，

开始依照陆上星级酒店模式及功能，把主要用于载人运输的轮船交通工具升级改造。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游客数量的逐年增长，长江上的邮轮迅速升级换代，现已经升级到第五代邮轮，比如近一两年下水

的黄金长江系列，总吨位已经达到万吨以上。重庆邮轮旅游的品质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客源市场也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扩张，重

庆邮轮旅游已成为世界内河邮轮旅游的标杆。 

2.2重庆航运人才优势明显 

重庆由于地处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由于地理的原因和传统高校学科的特点，航运人才优势明显。据统计，重庆航运企

业未来几年将达到 900 余家，货运量和港口吞吐量将超过一亿吨，目前来看，船舶平均载重吨位、货运周转量、运输距离、单

位能耗低等列国内内河第一，航运人才达到 9.5万人[2]。重庆高校诸如重庆大学、重庆交通大学设立轮机工程、航海技术、航运

管理、邮轮设计与建造等航关专业历史悠久，培养了大量管理型和技能型人才。 

高校与企业在专业实践运用、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合作经验丰富。而邮轮旅游的专业人才，也需要诸如航运等相关专业的知

识，重庆高校在这方面的优势，奠定了其开设邮轮专业的必然性。 

2.3国家及重庆市政府重点扶持邮轮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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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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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相应教育配需体制和机制，不失时机，抓紧、抓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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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庆市政府日前出台《加快发展长江邮轮旅游经济的意见》，指出要重点培育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等三大品牌，从税费

优惠、项目倾斜和旅游奖励三个方面对邮轮提供政策优惠[4]；重庆市旅游局在启动“十大旅游人才培养工程”中也提出，“多形

式、多渠道培养邮轮、游船、游艇人才”[5]。 

国际及地方的相关扶持邮轮产业发展文件的出台，为重庆市高校开设邮轮旅游专业提供了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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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校邮轮专业设置策略 

3.1课程设置专业性强 

在高校邮轮专业设置的过程中，要特别突出邮轮专业的特点，切勿把邮轮专业与旅游管理或者酒店管理相提并论，虽然这

些专业之间的确有某些共性，但邮轮专业更突出的是它的专业性，主要体现为邮轮上的工作人员与酒店不同，需要具备航运业

与酒店业、旅游业的复合知识理论和技能。邮轮产业是国际性程度非常高的产业，所面对的客户及旅客来自世界各地， 

因此，工作人员还必须具有相当高的外语交流能力及服务意识，具备应急处理能力和灵活应变能力。 

同时，邮轮专业与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专业也有一定的联系，应建立起以邮轮业和旅游业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一体的复

合型专业，课程设计门类更为齐全而又紧密联系。 

3.2邮轮专业层次分明 

邮轮专业在设置的过程中，要注意专业层次的问题。一般来说，邮轮从业人员可以分为技能型、应用型和管理型三种层次，

因此邮轮专业在设置的过程中，也可以按照实际市场的需求设置三种层次分明的人才教育培养体系。本科高校可开设国际邮轮

管理专业，如重庆交通大学国际学院近年来开设了国际邮轮管理专业，与国外高校合作办学，邀请国外高校专家定期来校讲学，

并且聘请长江邮轮一些经验丰富的管理专家开设相关课程或者讲座，就是一种有益的专业办学尝试，其培养的学生不仅具备良

好的技能水平，还有着较强的管理意识，对于学生今后逐步走上管理岗位奠定了基础。 

除本科院校开设邮轮专业培养管理型人才以外，高职学院是培养大量邮轮人才的主力军，主要培养技能型和应用型的邮轮

服务，即“海乘”及初级管理人才，此外，在专业课程设置的过程中，也要与本科院校有区别，更加侧重于基本技能的培养和

服务意识的提高。 

3.3课程设置侧重专业技能和语言类应用能力的培养 

邮轮专业在专业设置的过程中，要侧重于专业技能的培养。邮轮业是一个多行业相结合的产业，除了具备扎实的邮轮理论

基础知识以外，还特别要注重专业技能课程的设置，技能的培养不仅仅表现为实际的操作能力，还应该涉及相关的应变能力和

沟通交际的能力。 

比如可以适当地开设心理学、逻辑学和交际学等相关的理论课程，和演讲学、沟通技巧等实践性课程，提升学生口语交际

方面的能力。 

同时，适当增加语言类课程的比例。在课程设置时，除常规注重英文的学习以外，可以根据邮轮市场主要客人的来源，适

当开设粤语、闽南语等特色方言和第二外语，如日语、法语等常见外语课程。 

此外，有外语能力的教师可以通过双语或全英文授课的方式，在提高学生基本知识理论的基础上同时提高语言应用能力。 

3.4加强教学外的邮轮专业在职培训 

由于邮轮专业实践性较强，邮轮部门众多，对从业人员培训要求高等特点，高校可将邮轮专业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在职

培训相结合，提供不同培养层次、不同培养时间、不同培养方式的各类培训，以适应邮轮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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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由于我国邮轮旅游发展时间较短，相关从业人员在专业知识、外语和计算机水平等方面都较差，无论从邮轮企业可

持续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员工自身职业生涯规划的角度，都有进行系统的在职培训的需要。 

各类院校可以与国内外邮轮专业机构联合开展职业资格培训与认证，一方面，可以加强与国内外邮轮行业的联系和合作；

另一方面，可以为在校生提供获得邮轮从业资格证书的机会，开创邮轮旅游学历教育与在职培训相结合的新模式，如通过国际

邮轮协会(CLIA)的培训，就可以获得注册邮轮旅游顾问(ACC)或高级邮轮旅游顾问(MCC)，成为邮轮旅游的专业代理人才[6]。 

3.5加强邮轮校企合作与活动，实现订单式培养 

在开设邮轮专业培养人才的同时，要紧跟国际旅游和邮轮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潮流，充分利用重庆当地及中国和国际上的社

会资源，加强邮轮校企合作办学，通过“校企合作，顶岗实习，工学结合”的办学模式，研究多渠道、多机制的办学途径，为

邮轮旅游输送高素质的管理及服务人才[7]。 

在办学过程中，高校应当与相关邮轮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聘请邮轮企业专家担任学校兼职教师，在假期及毕业

实习期间，定期输送邮轮专业的学生到邮轮的各个部门进行定期或长期的实习培训，最终建立起“订单式”培养机制。 

3.6加强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和专业教材的编写 

重庆目前在邮轮专业上缺乏较专业的教师，大部分教师都是直接从旅游管理或者酒店管理专业转来教授邮轮专业的学生。

除一些航运专业的教师以外，绝大多数教师不熟悉邮轮业，甚至没有乘坐过国际大型邮轮，更谈不上行业实践经验，其教学理

论跟实践结合较少。 

因此，邮轮专业教师除了多专研邮轮的专业知识以外，还应该到企业进行顶岗实习，有条件的院校可以将骨干教师送出国

进修并实践，从而加强邮轮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 

此外，邮轮专业在专业教材的选择上也是空白。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套完整的邮轮专业教材合辑，多为一些关于邮轮旅游闲

读性或概论性方面的书籍，没有形成专业体系的教材丛书。 

在教材的编写方面，也应该多进行行业实地调查，吸收有经验的邮轮从业人员参与编写，使其教材更具有实践性和专业性。

同时，高校应与出版社合作，组织专家及高校教师翻译一批适合国内邮轮专业人才需要的国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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