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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适合中国游客行为的邮轮个性化设计的基本功能组织与设计方法。方法 以中国游客为

目标人群，运用数据分析法对中国游客邮轮消费数据进行分析与比较，发掘中国游客的显性与隐形特征，

分析中国游客在文化形式、生理预期、行为习惯等方面个性化特征。结论 通过消费行为精确大数据分

析了解中国游客的需求，从而解决现有的邮轮冲突矛盾，提供游客饮食方式、娱乐需求、消费行为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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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basic function organization and design method of cruise personal design suitable for 

Chinese tourists. It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consumption data of Chinese tourists by using data analysis method, ex-

plores the explicit and stealth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ourists, and analyzes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ourists in cultural form, physiological expectation and behavior habit. It advocates that, through the consumer behavior 

accurate data analysis to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Chinese tourists, the results can give directions and hints to solve the 

existing cruise conflict, provide catering behavior, entertainment needs, consumer behavior and aesthetic needs of per-

sonalized design basis and target personalized positioning and design method, initially construct the basic functional or-

ganization and cruise liner space setup system of cruise oriented personalized design suitable for Chinese tou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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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豪华邮轮不再局限于过去的交通运输功能，

而是发展为以船上娱乐为主的旅游休闲服务，是集酒

店、餐饮、娱乐、健康、购物、休闲等众多功能为一

体的城市综合体。在西方，豪华游轮设计是一个保密

程度高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载客量大、游客

构成多样、需求量大等原因，在邮轮设计时除了需

要考虑各层甲板的空间划分、装修风格、设施设备

等与游客的关系，还要求设计师充分了解游客特征

与行为。据国际邮轮协会（CLIA）《2016 亚洲邮轮趋

势》报告[1]，亚洲特别是中国豪华邮轮市场发展迅猛，

中国游客在邮轮体验与消费的过程中，显现出特有的

行为与习惯。相对于西方游客，这些行为与消费习惯

也反映出中国文化在游客身上的隐形特征，研究这些

特征将会为中国豪华邮轮自主设计提供依据，包括适

合中国游客的邮轮功能设置与设施配置，空间尺度与

空间组成，空间氛围与艺术符号等设计内容。2016

年上海海事大学发布的《中国邮轮行业研究报告》指

出，国外部分豪华邮轮为迁就中国游客“食量大”的行

为特征，将酒吧改成自助餐厅；中国游客的消费习惯

与国外游客不同，他们更看重购物、美食、休闲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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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邮轮的赌博文化充满了好奇感。同时，为了兼

顾年长的中国游客，将英文导视牌换成中文描述。本

文将洞悉这些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此为方向探

讨个性化设计体验。 

1 中国游客行为分析 

游客行为涵盖了游客特征与游客旅游行为两方

面内容。通过游客旅游行为了解旅客的消费习惯和动

机，为邮轮的个性化设计提供依据，确定游客与邮轮

的空间关系，见图 1。在设计中克服人为因素的影响，

帮助设计师更客观和多层面地发现问题，并获得创意

上的重要线索。 

 

图 1  游客行为分析模型 
Fig.1 The tourist behavior analysis model  

1.1   豪华邮轮中国游客特征 

从 2004 年开始，CLIA 就开始关注国际邮轮游客

的人口分布特征，每两年进行一次邮轮市场分析研

究。基于 CLIA 和国家旅游总局报告中提供的中国消

费数据，运用统计学中的数据分类归纳法，从旅客年

龄结构特征、出行结构特征和航线周期特征 3 个维度

展开分析。 

1.1.1  年龄结构特征 

国际邮轮协会发布的《2016 年中国邮轮调查报

告》显示，年龄段在 26～35 岁的为主流用户，其次

是 36～45 岁的用户群体[2—3]，见图 2。这些数据反映

出邮轮旅行在中国还属于新鲜事物，对于深受中国传

统思想“温良恭俭让”、“养儿防老”的老年人来说，新

兴的度假方式和邮轮文化既陌生又冲击着他们的传

统消费观，相对老年人来说年轻人则有更多的精力和

时间。所以做中国豪华邮轮个性化体验设计要考虑到

主流用户群体的行为习惯。 

1.1.2  出行结构特征 

邮轮出行的选择上，中国人偏好以家庭为单位的

集体出游，见图 3。国内邮轮旅客出行中已婚有小孩

的占比超过六成，这种选择反映出中国人对群体本位

极其重视，强调大家庭观念。农耕文化下，家是一个 

 

图 2  2016 年中国邮轮出行旅客年龄统计 
Fig.2 2016 Chinese cruise travel passenger age statistics 

 

图 3  2016 年中国邮轮旅客人群结构分布 
Fig.3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Chinese cruise passengers in 2016 



142 包 装 工 程 2018 年 5 月 

 

基本生产单位，中国的农耕社会漫长，这是中国人家

庭观念重的最基本原因。这与西方强调个体本位、个

人边界清晰、以核心家庭为主的观念有着质的区别。 

1.1.3  航线周期特征 

综合国际邮轮协会《2016 亚洲邮轮趋势》、《北

美市场概况》的邮轮航线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见图 4。

可以看出，中国邮轮乘客在出行的周期上多选择短途

航线，旅客偏爱日韩以及东南亚这类航线。西方则与

之相反，他们更享受长途航线带来的慢文化生活方

式。这也是基于国内目前的节假日制度与中西方文化

差异造成的不同的旅行态度与选择。费孝通[4]认为，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

共同经验。西方意识形态受基督教影响深远，它直接

或间接影响着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道德、政治、科

技、文学、艺术、审美、礼仪、社会习俗等。单从传

教方式看，强调唯一性的宗教，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

征服性，与西方人的价值观不谋而合。总之，中西方

宗教信仰属于两个独立的世界观和独立的文化语言

系统，通过文化对比研究，不仅可以发现中西方文化

差异，还能更加地了解自己。 

 

图 4  航线周期对比 
Fig.4 Line cycle contrast diagram 

1.2  中国游客旅游行为分析 

豪华邮轮的游客旅游行为研究是决策行为与空

间行为的研究。保继刚[5]认为旅游者的行为不仅限于

旅游者在环境中从事的观光等活动（即空间行为），

它还包括旅游者进行空间行为之前的动机、决策过程

（即决策行为）。 

1.2.1  游客决策行为特征 

当人们的收入和时间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收集各

种有关旅游目的地的信息，然后根据自己的主观偏好

作出旅行决定，这个过程称之为旅游决策行为[6]。这

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行为过程需具备诸多的条

件，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有学者指出近年来西方学术

界进行了大量的关于旅游者行为方面的研究，研究结

果虽各不相同，但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旅游动

机在旅游决策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对旅游动

机提出了推拉理论[7]。 

从搜集的文献可知，中国人的旅游动机[8]推力因

素主要有：与家人朋友一起、身心放松、娱乐等，见

图 5。西方人则是逃离压力、身心放松等。可见，与

西方人追求个人精神愉悦不一样，中国人更重群体关

系，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特征。古代所谓“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

林”等诗句正是以家、国、天下利益为重的群体价值

取向。 

 

图 5  2016 年中国邮轮旅客出行同伴选择 
Fig.5 2016 Chinese cruise passengers travel companion 

choice 

反观拉力因素，中国人涉及去往不同地方、享受

风景、体验不同的文化、尝试不同美食等，此结论在

Hsu 的论文[9]中也被阐述。然而，中国受访者并没有

期待邮轮旅行会是一个积极的社交活动场所。从结论

与拉力因素结合分析可知，各种社交活动对中国人并

不具备举足轻重的牵引作用。反观西方人的拉力因

素，对邮轮认知程度比中国人深入。这也基于邮轮文

化在西方 100 多年的历史影响，不少人已经把它当做

生活的一部分，早已视其为一个社交场所和目的地，

热衷参与船上各种活动，享受邮轮的“慢”文化。中国

仍需经历一个漫长的培育期，毕竟多数人是首次乘

船，国内关于邮轮信息接触点的设限，更影响国人对

邮轮产品的认知程度。 

1.2.2  游客空间行为特征 

邮轮空间行为是指游客在邮轮区域范围内的空

间移动行为，它以决策行为为基础，许多特征亦是由

决策行为的原则所决定。空间行为体现的是一种动态

的人流，有序的文化规律，也是邮轮空间设计的一项

依据。如皇家加勒比高管称中国游客兴趣点更多集中

在购物，同时热衷于摄影留念、走马观花、参加各种

娱乐活动。此外，邮轮上“开启”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广

场舞；西方人则会在白天安静地享受“阳光浴”，夜晚

在酒吧畅饮[10]。这些现象可以理解为中国游客偏好使

他们较多机会出现在室内场所，而西方人的旅游动机

会牵引他们去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场所，大多出现在

室外，从现代豪华邮轮的空间设置就可以窥见一二。 

现代豪华邮轮的空间设置分为客舱、公共空间两

大类型，每层甲板又需要规划空间布局、内舾装、陈

列等，均以游客行为研究作为基础设计。以 CLIA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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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 2016 年中国邮轮邮轮住宿选择为例，中国旅客

偏爱海景房和阳台房，因此 2017 年 6 月份在青岛首

航的喜悦号邮轮就增加了大量海景房和阳台房满足

中国游客需求，见图 6。同时，报告还显示大部分中

国旅客喜欢在邮轮上娱乐和休闲，依据中国游客习

惯，在原来的设计基础上增设更多的商场、博彩设施

以及餐厅。一家以“功夫熊猫”为主题的面馆取代了原

本在邮轮上常见的汉堡餐厅，将购物区域扩大。为了

配合中国市场的需要，船上不但所有的导视系统都配

上了中文指示，并且提高中文的服务人员配比，使旅

客没有语言障碍。许多餐厅特地请来了中餐大厨。船

上的娱乐活动也做了大幅度的调整，为了减少语言障

碍，设置更多歌舞表演、魔术等节目。完善贴心的公

共服务和设计更迎合中国客人的心理需求。可见，不

同空间划分会直接影响游客的空间流动表现。建造中

国的豪华邮轮时，大到邮轮空间设计小到产品设计，

均要求设计师依据游客特征及偏好与使用者建立信

赖关系。 

 

图 6  2016 年中国邮轮旅客住宿选择及行程安排 
Fig.6 2016 Chinese cruise passengers accommodation options 

and itinerary  

2  游客行为在邮轮空间设置中的应用 

通常一艘功能多样的豪华邮轮往往聚合了几十

家设计公司，他们之间相互协同设计船上的建筑、景

观、室内等场所，分工细致、高度专业化。一般将邮

轮空间设置为餐饮、文娱、商务、客舱、船员与设备

舱室系统，从游客属性角度深入邮轮空间设置是解决

邮轮个性化设计的关键点，见图 7。 

 

图 7  邮轮空间设置系统 
Fig.7 Cruise function organization system 

2.1  游客特征与空间设置关系 

2016 年上海海事大学发布的《中国邮轮行业研

究报告》指出，由于中国游客“食量大”的行为特征，

在邮轮就餐高峰期出现部分餐厅供不应求的现象。同

时 CLIA 发布的 2016 年中国邮轮旅游调查报告表明，

国内游客在选择邮轮出行中关注度最高的分别是餐

饮和客舱设计[11]。针对中国游客特征，邮轮空间设置

的关键问题在于餐饮与客舱系统设计。探其背后的原

因可能是：（1）游客在邮轮所呆时间过长，需要对住

宿品质有一定要求，这样才能保证出行旅游居住的舒

适度；（2）大部分豪华邮轮都是有免费自助餐的，免

费自助的特点让国内游客“食量大增”；（3）中国人对

于吃是极用心、极讲究的，自成体系的色、香、味缔

造了八大菜系与饮食文化。聚食制的饮食习惯，加上

家庭游的出行习惯，反映在餐饮系统设计时要密切考

量餐厅家具及配件的设置、人员与空间关系，契合中

国人就餐习惯[12]。如多座椅的圆桌为大家庭出游的乘

客提供了宾至如归的就餐环境。圆桌对于国人不仅是

方便饮食的家具，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是传递

中国群体文化、酒文化的桥梁。由于中国人含蓄、婉

转的性格特征，饮食空间的需求呈现多样性，在餐厅

设计时需要中国化地提供半私密和高私密性空间。 

客舱系统设计，根据中国游客出行习惯，客舱设

计时以家庭为主的舱房数量在整体舱房比例中的占

比应适当增多。除此之外，从游客特征结论得知中国

的老年人市场极具开发潜力，前瞻性地尽可能完善邮

轮的公共服务设计，例如洗漱间设置无障碍扶手，产

品、卫生等细节精细化。国际邮轮的客舱都是标准化

设计，缺乏个性化设计语言，而游客对出行的房间是

抱有期待。由于中国旅客旅行期望属性包括体验不同

文化，不妨将舱房设置为风格迥异地主题，如哥特式

风格舱房：把现代设计语言与欧洲文化连接，提取欧

洲传统文化元素，通过材料、色彩、家具、软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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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等设计手法营造哥特式风格舱室，引导并激发游

客的参与性[13]。 

2.2  旅游行为与邮轮空间设置关系 

中国游客的饮食行为、娱乐需求、消费行为和审

美需求构成了中国游客邮轮旅游行为的特殊性。分析

这 4 点有助于人流动线设计，避免出现无序杂乱地空

间，有助于空间设置的合理规划与设计，有助于提高

公共服务能力。 

2.2.1  饮食行为 

中国游客对邮轮的饮食风格有独特的要求，并且

依据 CLIA 的调查报告显示部分豪华邮轮公司开始把

邮轮的部分酒吧改为中式餐厅以满足中国游客的饮

食需求[14]。中国游客偏爱邮轮免费的自助餐厅，现有

邮轮的餐厅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可以适当的将空间

比例调整，扩大餐饮场所的同时，建议设置积极地开

放空间益于整体人流调节。同时，可以增加餐厅的多

样性，由于 25～35 岁的游客占多数，这部分游客又

偏爱西式餐饮，所以在餐厅多样性方面可以有所增

加。同一风格的餐厅空间位置要聚类，便于旅客去喜

欢种类的餐厅就餐。 

2.2.2  娱乐需求 

中国人爱热闹，偏好聚集型环境。中老年女性在

邮轮上自发组织跳广场舞，独有的茶文化与中式棋牌

娱乐是中国人不可缺少的娱乐项目。空间设置时可根

据此特性将一些活动场所设计得更具有多功能灵活

性，同时也减少邮轮空间使用压力。赌博属于邮轮娱

乐休闲的组成部分之一，由于多数游客对邮轮赌博充

满好奇感，可以正确适度的引导游客去了解邮轮赌博

娱乐。由于大部分中国游客在邮轮旅游中都是选择亲

子或者和情侣一起出行，因此在娱乐空间设计中，要

多增加亲子互动娱乐以及情侣参与感强的娱乐设计。

娱乐休闲是邮轮度假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空间位置

的设置要考虑到主流用户的行为特征，可以和从客舱

室出来就餐的游客出行路径相结合。 

2.2.3  消费行为 

中国人在消费时，早已摆脱了生理层面的需求，

更多关注于社会面子的尊重需求。基于此，随着经济

发展，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世界有目共睹。在邮轮上，

中国人也是一掷千金。因此，邮轮设计时要着重考量

休闲与娱乐方式的多样性、趣味性，增加设计档次与

文化高度满足心理需求。 

2.2.4  审美需求 

现有豪华邮轮都有公共艺术展区位于甲板中层

购物附近，展示邮轮所属国家的风土人情[15]。基于中

国游客对西方不同文化的好奇与欣赏，可以在公共艺

术展示区域多增加不同国家的文化特色，让中国游客

感受到不一样的文化氛围。邮轮中的免税店对中国游

客有很大的吸引力，应该增加购物区域的物理空间，

把公共艺术展示区域放置于娱乐休闲空间周围。 

3  结语 

豪华邮轮的舒适、休闲等特点，已经成为中国游

客出行的重要选择之一。邮轮最初是国外游客青睐的

交通工具，进入中国市场时间较短，在对中国游客的

行为习惯和娱乐休闲习惯的把握上还做的不够深入，

很多设计方式都是基于国外游客的习惯而考虑的。因

此发展中国式邮轮，就分析中国游客行为个性，同时

对比其他地区游客差异，总结游客生理及心理需求。

结合不同游客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及文化上的差异

因素，在邮轮设计制造时才能有的放矢，才能更好的

服务于游客。只有通过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将游客行

为作为邮轮设计的研究基础，才符合邮轮发展的科学

规律。 

在豪华邮轮个性化设计中，信息技术对消费行为

精确大数据分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基于大数据分析

得到的数据，功能的适应性调整、个性分级更加细化、

健康引导式的新生活方式个性化设计以及个性化文

化消费的自然导入成为了豪华邮轮设计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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