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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初来三亚时，胡笑铭决计想不到，能见到如今这般千帆竞发的海上胜景。他清晰

记得，16年前，三亚游艇寥寥无几，如今超1400艘游艇齐聚，一年带百万人次游客赏

海玩海——三亚已跻身中国游艇旅游头部城市行列。借助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与市

场发展新机遇，“千艇之城”如何再出发？

见证三亚修成“千艇之城”
的过程中，胡笑铭的角色也发生
了转换。他从一名游艇企业资深
从业者，到三亚游艇产业发展政策
制定和顶层设计的参与者，对海南自
贸港建设带来的产业机遇有了更清
晰的认知——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明确提出“设立游艇产业改革发
展创新试验区”，而三亚中央商务区
的主导产业之一就是邮轮游艇产
业。但同时，胡笑铭也看到了三亚游
艇产业亟待提升的短板之处。

“游艇产业链上游包含设计、制
造，中游围绕销售、消费提供服务，
下游涵盖保养、维修、金融服务
等。”胡笑铭指着一份三亚游艇产
业链地图分析道，“目前我们的强
项是中游环节，游艇消费和交易两
旺，其次是下游环节，最弱的是上游
设计制造环节”。

短板不仅存在于三亚。从全省
来看，我省游艇修造产业尚处于起步
发展阶段，游艇修造企业、零配件配
套企业的数量和产值规模，相较珠海
等国内成熟游艇制造地区还有较大
差距。

目前，有5家游艇制造商分别落
户海口、儋州、临高等市县。

“企业入驻临高金牌港开发区
后，制造产能稳步攀升，订单不断增
加，今年产值有望超过1亿元。”临高
海荃新能源游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吴燕锋说，海南自贸港发展游
艇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但要吸
引更多游艇制造企业落户，还需加强
产业配套水平，以及用地、用海资源
要素保障，“希望钢板、油漆等原材料
可以实现岛内供应，同时，建设适宜
的避风港、游艇停泊区，免去企业的
后顾之忧”。

有业界人士分析，我省工业基础
较薄弱，导致游艇制造业发展缓慢，
加上游艇修造企业通常需要临海建
厂，但市县游艇产业规划与国土空间
规划衔接不足，相关资源要素往往保
障不够。

在游艇产业的上游环节中，设计

业的发展与制造业紧密相关。海南
游艇设计领域目前存在人才储备不
足的情况。胡笑铭说，海南游艇设
计建造和木作、水电、玻璃钢、钣金
喷漆、机电安装调试、技术测评等专
业技能人才短缺，亟须加快人才引
进培养。

“即使是在我省游艇产业强项的
中游环节，也存在不少薄弱点。”三亚
邮轮游艇协会秘书长左志勇走过三
亚所有的游艇码头，访问过数十家游
艇相关企业，发现三亚游艇旅游火热
的背后，经营成本一直受高昂的泊位
费制约。例如，三亚一家拥有9艘游
艇的老牌游艇俱乐部，每年光泊位费
就达百万元。

虽然三亚拥有游艇泊位近千个，
但是超九成都是企业私有，停泊费
较高，而收费较低的公共泊位则供
给不足。

一方面是经营成本居高不下，
另一方面，旅游市场上的价格战也
困扰着三亚游艇从业者。“这两年网
上有一些中介打出了‘骨折价’，一
个人四五十元就能乘游艇，三四百
元就可以包一艘豪华游艇，实际乘
坐的游艇和网上图片大相径庭，等
游客到了海上，他们就开始推销付
费游玩项目。”三亚市岩磊国际游艇
服务有限公司运营人员杨可说，中
介的价格甚至低于成本价，公司不
愿意加入这种恶性竞争，“希望多部
门联动开展专项整治，打击不合理

‘低价游’，防止劣币逐良币，营造游
艇旅游的良好环境”。

视频画面中，办公室里的年轻设
计师轻点鼠标、敲击键盘，在电脑上进
行数字建模，游艇模型渐渐映入眼
帘。视线转场，3D打印设备正有序打
印船体、甲板、驾驶台、船舱等各式构
件。最终，一艘私人订制游艇亮相！

这段游艇创意设计+3D打印+柔
性制造的未来场景，就保存在胡笑铭
的笔记本电脑上。深耕游艇行业16
年，瞄准产业链上游存在的短板，他确
定了新的奋斗目标：在三亚创建国内
一流的游艇产业创新中心，引进和赋
能更多创业团队及新锐设计师。

在前期与国内许多优秀游艇设计
创业团队接触后，胡笑铭发现，这些团
队大多是中小微企业，有好的设计，但
缺乏好的产业孵化加速载体。

“精准的资金支持是吸引设计人
才和创业团队落户海南的关键。”胡笑
铭期望，海南可以发挥政府引导基金
的撬动作用，引进市场化投资机构，共
同设立海南游艇产业引导资金，精准
引进和“浇灌”设计创业团队，培育壮
大游艇行业的新质生产力，推出更多

“海南设计”“海南品牌”。
在游艇设计与制造方面，谢莉走

在前列。拥有15年从业经验、曾是游
艇企业金牌销售的她，如今担任海南
澜海之星海岛旅业有限公司和黛尔蒙
派对游艇（海南）有限责任公司两家企
业的总经理，创立了海南首个自主游
艇品牌——黛尔蒙派对游艇。

“我们专注于时尚派对游艇的设
计与制造，将‘酒吧’搬到海上，可为出
海游玩者提供全新的社交体验。”谢莉
说，公司发展势头良好，设计制造并售
出了第一艘黛尔蒙派对游艇，订单还
在逐步增加中。

业内补链、强链的共识在凝聚，相
关行动也在不断“上新”。

三亚正加快推动公共码头和泊位
建设，新建成的三亚南边海国际游艇
码头拥有253个泊位，正在建设的肖
旗港游艇码头拥有464个泊位。新码
头投入使用后，将显著提升三亚游艇
泊位的供给水平。

周路明建议，其他地区可有序用
好休闲渔业码头等资源，因地制宜增
加游艇公共泊位数量，完善全省游艇
泊位布局。

今年3月，海南鸿洲游艇产业发
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进行校企合作签约，双方将建
设全国首个游艇产业多功能教育平
台——鸿洲国际游艇现代产业学院，
致力于打造一个集教育、科研、技术
创新、企业服务、学生创业和继续教
育为一体的多功能教育平台，为游艇
产业培养更多专业人才。

要将游艇旅游打造成海南旅游王
牌，不断开发更多特色旅游项目势在
必行。如三亚将游艇旅游与冲浪运动
结合起来的尾波冲浪，是近年来广受
欢迎的水上运动项目。去年，省旅文
厅、省游艇旅游协会以及海洋文旅专
家，组成环海南岛游艇旅游线路开通
试点调研小组，深入调研全岛12个市
县及洋浦经济开发区。调研成果将为
游艇旅游消费者提供实用的游玩指
南，为海南游艇旅游发展提供可行性
指导。

近日，国内海洋经济专家、海南热
带海洋学院教授廖民生带领团队，撰
写出版了国内学科领域第一本游艇经
济学专著《游艇经济学》。他提到，中
国沿海城市众多，假设每座城市拥有
100艘游艇，仅算游艇本身价值，就已
达千百亿元规模。游艇产业又关联着
旅游、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教育等领
域的各种消费场景，万亿元的市场规
模可期。

在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和系
列产业促进措施的推动下，海南已成
为中国游艇产业发展最具活力的省份
之一，游艇数量、旅游人数处于国内头
部城市位置。而放眼万亿元规模潜力
的中国游艇消费市场，海南如何不断
力争上游？

“加快打造‘链主’城市，迈向亚太
游艇之都，是我们持续努力的奋斗目
标。”胡笑铭说，2022年，三亚印发了
《推进三亚游艇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
作方案》，以“2866”行动计划为主要
任务。当前，三亚正延续计划目标，统
筹搭建2个平台，建设8个重点项目，
争取6项政策支持，擦亮6个游艇文
化活动赛事品牌，补齐补强产业链条，
推进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三亚5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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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
资源，三亚气候条件更是全年皆
可玩海，可谓游艇旅游的“天选
之地”。

在三亚，就有这样一道风
景，全岛独家、国内罕见——海
上早高峰：伴着晨光，一艘艘游
艇鱼贯而出，竞相激起白色浪
花，排队穿过三亚河入海口，奔
向蔚蓝大海，形成城市水路中的

“堵游艇”奇观。
壮观、时尚、独特，“千艇之

城”的既视感扑面而来。要想
直观欣赏这样的风景，鸿洲国
际游艇会码头是绝佳的取景
点。这里是目前海南规模最大
的专业游艇码头。对这里，三亚
中央商务区管理局特聘顾问、海
南国际游艇交易有限公司总经
理胡笑铭再熟悉不过——多年
前，他全程参与了鸿洲国际游艇
会码头的建设，如今，这里已经
有450个泊位，成为海南首个达
到国际标准的专业游艇码头。

从三亚出发，全省游艇业经
历了多个发展期，如今，随着海
南自贸港建设，我省游艇业又
迎来了新一轮发展机遇。近年
来，我省陆续出台《海南自由贸
易港游艇产业促进条例》《海南
自由贸易港“零关税”进口交通
工具及游艇管理办法（试行）》
等法规和政策制度，相关主管
部门推动出台了《海南省游艇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纲 要（2021—
2025年）》《海南省促进游艇修
造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2022—2024 年）》《海南自由
贸易港游艇操作人员培训、考
试和发证办法》等政策措施文
件，从多个方面引领支撑游艇
产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全省游艇相关企业有
1.3万余家，已建成运营13个游
艇码头，游艇泊位超过2300个，
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和相对
完整的游艇产业链。其中，三亚
就集聚了7300余家游艇企业，
占全国游艇相关企业总数的
22.7%，游艇登记注册保有量超
1400艘，成为远近闻名的“千艇
之城”。

随着码头泊位等硬件设施
的完善，以及游艇保有量的增
长，海南游艇旅游的大众消费市
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今年，三
亚成就了海南史上“最忙游艇春
运”。据三亚海事局统计，春节
假期，三亚游艇日均开航约900
艘次，日均接待游客约6000人
次。为期40天的春运期间，三
亚游艇进出港达30944艘次，接
待旅客达212154人次，突破历
年春运期间最高纪录。

刚过去不久的“五一”假期，
三亚游艇进出港3500艘次，接
待旅客达20000人次。眼下进
入旅游淡季，每天依然有300多
艘次游艇、2000多人次出海游
玩。近年来，三亚先后获评年度
最佳游艇发展城市、最佳游艇旅
游城市，游艇旅游热度位居全国
第一方阵。

“海南拥有全国最多的游艇
旅游消费客群，游艇旅游已处于
全国领先水平。”省游艇旅游协
会会长周路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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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亚河入海口，众多游艇出海
游玩，形成了独特的“海上早高峰”景
象。 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在海南陵水，游客乘游
艇驰骋，体验水上游玩项
目。 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在临高金牌港开发区一间游艇
生产车间，工人正在建造游艇。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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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曹马志

三亚跻身中国游艇旅游头部城市——三亚跻身中国游艇旅游头部城市三亚跻身中国游艇旅游头部城市————

如何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