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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旅游客运问题与对策分析
文/韦海林

摘要：得益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消费不断增长，并且为水路旅游客运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全

新的发展形势之下，需要注意做好现存问题的分析汇总，并且在解决现存问题的基础之上来推动水路旅游客运

模式的创新改革。笔者参照实际工作经验针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整合分析，希望能够在原有基础上推进水路

旅游客运的创新改革并且为各地提高自身的旅游服务质量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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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极大丰富了群众物质生活，带动了旅游

消费的持续增长，同时也对各地的水路旅游客运服务

提出了新的要求。通常情况下，特定地区的水路旅游

客运服务情况与当地的水系以及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如果想要实现水路旅游客运服

务的跨越式发展，各地有关部门必须发挥引导和支持

作用。本文主要从广西地区的水源分布情况着手，针

对其水路客运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回顾，进而在分析

现存问题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对应的优化改革措施，希

望能够在现有基础上推进当地水路旅游客运服务模式

的创新改革。

一、广西旅游客运服务的开发现状分析

广西历来都是海洋旅游大省，并且人口数量也

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广西还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且拥有1595公里的大陆海岸

线，海岸线上拥有数量众多的港湾，而内陆地区也拥

有大量的湖泊分布，这为广西内水路旅游客运业务的

转型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根据有关机构进行的统

计可知，广西全境共有135家以水路旅客运输为主要经

营业务的航运公司，共包括1080艘船舶、66738个运输

客位。据统计，每年广西全境能够完成约2000万人次

的水路旅客运输业务，而年旅客周转量则达到了12亿

人公里。在当地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协助之下，近几年

广西全境的水路旅游客运业务已经呈现出了井喷式的

发展态势，并且为当地旅游行业的转型发展注入了新

动力。从宏观角度分析，在高铁、航空等出行方式日

渐多样化的发展背景之下，民众出行拥有了更多的选

择，而以旅游为目的的邮轮客运、近海观光游正在成

为全新的旅游行业发展热点，选择这类游览项目的游

客数量也呈现出了不断增多的趋势。

二、水路旅游客运的发展问题分析

在当地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引导之下，广西全境的

水路旅游客运已初具行业规模，并且实际运输的旅客

数量也呈现出了逐年增加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有关

环节的改革实践也在稳步推进之中，一切正在向着稳

步向好的趋势发展，但各个细节层面却仍旧存在诸多

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一）水路旅游客运船舶质量参差不齐

虽说近几年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引导与支持之下，

广西全境的水路旅游客运模式已经呈现出了全新的

发展态势，但具体存在的船龄老、船舱规模较小、内

部设施陈旧以及卫生脏乱等问题却并没有得到有效解

决。分析行业数据可知，全省范围内的水陆客运游船

船龄均值为8.8年。其中沿海旅游线路的客运游船中有

50%的船龄在10年以上，有7%的客运游船船龄在20年

以上。有关旅游公司也想着手开展船只的更新换代工

作，苦于缺乏资金，因此这方面的改革实践始终没有

落实到位。由于参与水上旅游项目的企业大都采用的

是家庭小作坊式的运营管理模式，因此其实际企业规

模始终处于有待于拓展发展的阶段。基于控制运营成

本的目的考虑，这部分旅游企业大都会选择运营中小

型的客运船舶，其中12座位以下的船舶占到了船舶总

数量的61.8%。虽说个体化经营模式保障了当地旅游

市场的活力，但却同样造成了服务质量难以监管等问

题。船舶陈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旅游企业并未根据特

定线路或特定景点来对客运船舶进行有针对性的优化

设计，并且部分船只还缺少必要的逃生设施。如果上

述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那将难以满足游客在水上旅

游消费过程中的舒适性和安全性需求。由于客运船只

相对陈旧，再加上没有将与之对应的运维工作落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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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因此船只内的设施整体处于杂乱陈旧的状态，卫

生状况并不理想。进一步分析可知，这类问题还体现

在旅游岸线未进行系统全面的开发规划、景区与非景

区的界限不够清晰、未对游泳区和游船区进行有序划

分等方面。在上述问题的影响之下，游客的游览活动

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后续工作中需要提高对于这类问

题的关注度[1]。

（二）旅游码头的设施设备不够规范

就广西全境的实际情况分析，除桂林在当地有

关部门的帮助之下规划了专门的旅游码头，其他县市

区均未进行旅游码头的规划实践。在此基础上，实际

投入运营的旅游码头在整体规划布局之上也存在诸多

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其中最为典型的问题是停靠

点比较分散、规划布局不够合理，除个别旅游码头取

得经营手续之外，大部分旅游码头虽说由有关部门承

建，但均未取得对应的港口经营许可证。进一步分析

可知，全区范围内的旅游码头总体呈现“岸壁式少、

浮码头多”的分布状态，并且多数码头港口并未针对

船舶停靠以及游客上下船设置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此外，还有少数码头在通过自然抢滩式的停靠模式完

成停靠作业，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纵观广西全境的

水路旅游客运发展现状，多数旅游码头对应的接送客

站点都未设置专门的游客集散场所，尤其在温度较高

的夏季，旅客最基本的乘凉或饮水需求也无法得到满

足，最终影响了游客对于当地水路旅游客运服务的满

意度与认可度。

三、水路旅游客运现存问题的解决对策分析

在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大环境之下，其水路

旅游客运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由此着手分析，需

要集中精力解决好前文提到的问题，进而以推动水路

旅游客运服务模式的创新改革为前提为游客带来全新

的旅游消费体验。相关环节的问题解决措施主要包括

以下内容：

（一）理顺针对水路旅游客运服务的管理机制

建议各地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水路旅游客运

的发展现状建立相关管理部门。在此基础上，需要将

该产业运营发展中涉及的问题交由该部门统管负责，

从而保障各环节管控措施的落地实施。基于上述改革

实践，还需要注意明确经营主体单位的权责义务，重

点在于针对游客在水上游览过程中涉及的风险隐患或

突发事件提前制定应对措施，引导经营主体单位承担

起属于自己的社会职责，最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推

动水路旅游客运服务模式以及与之对应的旅游细分产

业的转型发展。

（二）将通航水域的划定工作落实到位

具体需要在现行法律法规以及行政管理机制的引

导之下将特定区域内的通航水域划定工作落实到位，

进而完成水路运输航线的开展工作。如果可以将这一

环节的工作落实到位，那就可以从源头解决好监管范

围不明确、各环节细节工作难以落实或无人落实的问

题。以此为起点，再由省属职能部门介入统筹监管，

便能够提升整体管控效果，营造“全省一盘棋”式的

水路旅游客运服务模式改革局面[2]。

（三）编制水路旅游客运发展专项规划，积极推

进旅游客运码头的建设实践

建议各地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开展水路旅游客运

码头发展专项规划的建设实践，重点需要明确码头布

置、航线选取以及运力规模管控等细节问题。由此着

手，还需要将港口的总体规划以及旅游产业的发展规

划纳入其中，进而在落实信息公开的基础之上吸引社

会力量参与到有关环节的经营发展之中。

立足于上述改革实践，建议在相关环节的改革

实践之中提升对于旅游客运码头规划建设工作的关注

度。具体需要在实际工作之中明确旅游码头的经营资

质，进而通过出台建设规范文件的方式针对具体涉及

的细节问题进行约束界定。立足于上述改革实践，还

需要在实际情况允许的前提下鼓励多元化的投资发展

方式，可以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到有关旅游码头项目的

规划建设之中，进而为有关环节的改革实践打好基

础。进一步分析可知，还应当在相关环节的改革实践

之中明确港口或旅游码头经营责任人的权利与职责，

进而从源头规避潜在的风险隐患，保障游客在有关旅

游消费活动之中的人身安全。建议在各港口或旅游码

头强制推广游客实名登记验票制度，并且对游客实际

携带的行李以及随身物品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尽力

避免潜在的风险隐患。需要明确港口或码头经营人存

在的人证不符、优惠不符等违规操作事件的处理规

定，并且需要提前制定游客丢失船票或者遗失贵重物品

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切实提升整体服务质量。

（四）进一步规范旅游客运船舶的技术标准细则

在旅游船舶或游艇需求多样化的形势之下，要注

意明确具体对应的技术标准细则，进而从船舶的设计

以及生产制造环节着手最大限度满足游客的游览观光

需求，并且需要通过合理布置安全应急设施来保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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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发生之后游客的生命安全。建议各地通过出

台相关文件以及行业规范的方式明确禁止参与水路旅

游客运服务的船舶类型，这同样可以达到规范经营主

体经营行为的效果。针对采用渔船或帆船开展水路旅

游客运服务的经营主体单位，要细化惩罚措施并且监

督其将相关环节的问题整改到位。基于上述内容，还

需要规定水路旅游客运服务过程中有关船舶的行驶路

线、具体可以停靠的站点或码头，进而解除游客对于

相关旅游消费服务的后顾之忧[3]。

这一环节的改革实践需要由主管部门牵头介入，

重点在于理顺相关环节的工作职责、梳理具体涉及的

工作流程，进而营造全新的工作格局。如果涉及法律

法规以及行政管理制度的落实，需要在实地调研的基

础上完成，以确保有关环节的细节工作能够真正落到

实处并且推动旅游服务模式的转型发展[4]。

四、结语

虽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水路旅游客运

服务模式也呈现出了全新的发展态势，但具体的相关

细节方面却仍旧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而

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则是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相关

环节的改革实践需要有关工作人员转变旧有的工作理

念，进而在梳理现存问题、文件以及法律法规的基础

之上找准有关改革实践的切入点。前文中笔者立足于

实际工作经验针对这部分问题进行了整合分析，重点

在分析现存问题的基础之上针对各环节细节工作的落

地实施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机制，希望能够营造出全新

的工作格局并且推动水路旅游客运服务模式的创新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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