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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艇产业发展的“海南路子”

出海“堵船”，这是三亚旅游旺季时

常出现的情况。坐游艇出海玩，是许多

人到三亚旅游的体验之一。

海南作为首个游艇产业改革发展

创新试验区，从制度创新、市场培育等

方面下足了功夫。自2018年起，国家将

海南游艇产业升级纳入战略布局，多份

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放宽游艇旅游管

制”“拓展旅游消费空间”等核心任务。

“这种‘政策高地’优势，使海南成

为全国游艇产业政策最开放、支持力度

最大的区域。”张春宇介绍，去年海南游

艇进出港达 22.4 万艘次、接待游客

147.7万人次，全省已建成11个游艇码

头，拥有2385个泊位，注册游艇有效保

有量超1780艘。

游艇产业发展的主战场，是三亚。

作为“中国游艇之都”，三亚登记游艇总

量达1415艘，是名副其实的“千艇之

城”，集聚了7300余家游艇相关企业，

占全国总数的22.7%。

“我们率先落地全国首个‘入境免

担保’‘零关税游艇’‘五年以内游艇进

口’三重政策。”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

是以邮轮游艇产业为特色产业的海南

自贸港重点园区，该管理局副局长钱晓

明介绍，三亚在全国率先开展租赁游艇

夜航试点，在出海旅游报备的便利化提

升等方面持续发力，着力培育游艇旅游

消费产品。

从游艇出海到“花式玩海”

游艇出海玩什么？潜水、海钓、拖

伞……各类水上项目依托游艇开展，催

生出多元游艇生态新图景。

据了解，目前海南正积极探索“游

艇+”产业发展，推动游艇产业与旅游、

教育、体育等新业态深度融合发展。

“游艇行业是外向型产业，关联企

业多，旅游消费拓展的空间较大。”上海

海事大学副教授程爵浩认为，海南可将

游艇与度假、消费、运动、金融、研学等

领域融合发展，通过打造游艇生态体

系，推动游艇深入到海南旅游经济的闭

环中，赋能海南旅游品牌，助力海南打

造全国性游艇消费中心。

目前，海南已经开展游艇夜航，通

过划定租赁游艇夜航区域，扩展游艇旅

游新型场景，带动夜间经济消费。

“海南在游艇行业发展上还有广阔

的发展前景。”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邮轮

游艇分会会长宋德星说，海南可充分利

用自贸港政策的赋能、产业发展基础优

势，探索打造游艇超级运营中心，作为

运营主体吸引全球游客来体验游艇，并

加强与我国沿海省份和亚太地区的联

动，扩宽“海洋旅游圈”。

从一艘游艇到一条产业链

游艇生态不仅局限于消费端，如何

打造全产业链闭环，是游艇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必答题。

张春宇坦言，海南在游艇维修保

养、零部件供应、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

还存在不足，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能

力有待提高。

目前，三亚已基本形成包括驾驶培

训、托管办证、进出境服务、游艇租赁、

游艇销售、码头停泊、维修保养、赛事展

会、资产评估等9个品类的产业链条。

“游艇的产业链比较长，海南在目前游

艇保有量、消费人数创新高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进一步完善产业链的布局。”

程爵浩建议，海南可以从游艇设计和游

艇制造方面入手，通过引进国际高端设

计机构和人才，依托高校资源，设立游

艇学院等，加强与国外机构和高校的联

动，培养游艇设计和制造人才。

“我们将通过‘强龙头、补链条、聚

集群’的方式，完善产业链下游生态，不

断扩大海南游艇品牌影响力。”省交通

运输厅总工程师张越佳介绍，下一步将

聚焦关键环节，强化游艇产业用海用地

保障、综合应急救援体系构建、复合型

人才引育、产业金融赋能等关键环节，

打造游艇产业链闭环。

此外，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过

建春在2025年中国航海日活动平行论

坛的发言中也提出倡议，海南可依托自

贸港政策优势，打造全球游艇产业枢纽，

构建全球游艇产业生态圈，并聚焦研发

设计、智能制造、交易服务、维修保养等

关键环节，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提

升国产游艇的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在世

界舞台上打响“海南游艇”品牌。

海南自贸港
服务对接座谈会
儋州专场举行

南国都市报7月12日讯（记者苏桂
除）7月12日上午，“航向世界 运行未

来”海南自由贸易港服务对接座谈会（儋

州市专场）在博鳌亚洲论坛金海岸大酒

店新博鳌厅举行，围绕深化航运产业合

作、国际航运枢纽建设、“中国洋浦港”船

舶登记等方面进行招商推介，现场签约

航运产业项目金额达20亿元。

会议现场，国际航运组织代表、知名

专家学者、相关企业负责人等200余人

齐聚一堂。洋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

港航局负责人详细分析洋浦港高质量发

展面临的机遇，洋浦国际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则围绕洋浦港口区位优

势、海南自贸港航运优势政策、船舶登记

和融资租赁便利化举措等方面，推介海

南自由贸易港航运产业。

会上，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武汉理

工大学和湖北东湖实验室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儋州市政府（洋浦管委会）

与北京首创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5

家重点企业达成多项投资协议，项目总

投资达20亿元，为航运产业发展注入

新动能。

“我们的实验室拥有新能源船舶充

电、智能驾驶、智能煤电网、磁悬浮推

进等一系列国际领先技术，具备全系统

设计、核心设备研发、系统集成、联调

联试能力，这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

需求高度契合。”湖北东湖实验室主任助

理王炳表示，此次签约的项目主要瞄准

海南琼州海峡新能源船舶应用及洋浦港

绿色港口、新能源供电网等方向发力。

“签约内容涵盖了科技合作、人才

培养、人员交流三大核心领域，为推进

海南航运高质量发展具积极的有促进作

用。”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科技和信息化

处有关负责人说，海南将重点围绕琼州

海峡智能行业以及高效运行的行业体

系，与湖北东湖实验室开展相关的技术

攻关，着力打造航运行业体系方面的研

究生实验基地，促进人员交流，建立专

家互聘互派机制，推进海南海运体系人

才建设。

本次专场活动不仅搭建了政企对话

的高端平台，更以62条航线织就的全球

航运网络、1000余家市场主体汇聚的创

新生态、15项船籍政策突破的制度型开

放实践，彰显了海南自贸港“运输往来自

由便利”核心政策的落地成效。儋州市

政府负责人表示，儋州正不断织密航线

网络、扩大港口“朋友圈”，同时利用“中

国洋浦港”船籍港等一系列含金量极高

的开放政策，大力发展海上风电等清洁

能源，探索船舶用能的绿色低碳转型，打

造完备且充满活力的航运生态。新生

态、15项船籍政策突破的制度型开放实

践，彰显了海南“运输往来自由便利”核

心政策的落地成效。

一艘游艇如何撬动
海南消费市场“新蓝海”

今年5月，游艇“海道号”从
三亚鹿回头广场公共游船游艇
码头鸣笛起航，这艘游艇的乘员
突破了原来12人的定额，增至
26人，标志着海南自由贸易港
放宽游艇乘员定额数的试点工
作正式启动。

“人数的增加，意味着一艘
游艇上可开发的旅游消费产品
更多，消费场景越来越丰富。”在
2025年中国航海日活动的平行
论坛上，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水运
处处长张春宇说，海南正大力培
育“游艇+”发展模式，推动游艇
产业与各类新业态深度融合发
展，拓展消费市场“新蓝海”。

南国都市报记者谭琦

三亚附近海域聚集了各式游艇，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游艇出海游玩。记者李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