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提 要要：：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现代邮轮旅游作

为一种休闲度假方式，已经成为欧美国家中产阶级出

游的重要选择之一。深入了解中国邮轮旅游者的特点

并进行市场细分，有助于推动中国邮轮旅游市场开

发。本研究根据顾客终身价值理论，测算了邮轮旅游

者的未来价值，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

分析研究了邮轮旅游者的消费偏好，建立了邮轮旅游

者未来价值评估模型。基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邮

轮旅游者的相关数据，通过AMOS21.0对邮轮旅游者

未来价值模型进行了检验，发现了对邮轮旅游者未来

价值有显著影响的因素；通过R13.0软件进一步对显

著影响邮轮旅游者未来价值的因素进行了潜类分析，

识别出了未来价值较高的邮轮旅游市场，进而为有效

地市场开发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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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modern cruise, as a leisure vac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options

for middle-clas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customer lifespan value, our re-

search estimated the future value of cruise tourists, and upgraded the previous research scale of foreign

cruise tourists' preference by exploratory factors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s analysis, in order to build

the model of cruise tourists' future value. Based on the dataset of cruise tourists from China mainland, Hong

Kong, and Taiwan, the measurement model of cruise tourists' future value was tested through structural equa-

tion modelling in program of AMOS21.0. Ultimately, our study found some significant impact factors of

cruise tourists' future value and applied the empirical result into cruise market segmentation, using of R13.0

to do latent cluster analysis of the significant determinants of cruise tourists' future value, in order to recog-

nize the most valuable segment and efficient marketing strategy.Specific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uise tourism

income level, revisit frequency, the route length, consume preference for infrastructure and recreational facil-

iti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future value of cruise tou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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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最近 10多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中国旅

游者消费理念的不断发展，中国成为最具开发潜力的新兴

邮轮市场。自意大利歌诗达邮轮公司 2003年开通第一艘运

营中国航线的邮轮以来，世界各大知名邮轮公司开始陆续

抢滩中国市场。根据世界邮轮协会 （CLIA） 公布的数据，

2015年全年，亚洲航线上邮轮游客预计达到217万人次，且

95%的邮轮游客来自于亚洲地区，中国是亚洲地区主要的邮

轮客源地①。中国作为新兴的邮轮旅游市场，从邮轮旅游者

需求的角度，探索邮轮旅游者的未来价值及其影响因素，

有助于有效地市场细分和市场开发。本研究涉及两个主要

问题： ① 中国邮轮旅游者的未来价值及其影响因素； ②
中国邮轮旅游市场结构及其细分市场价值。本研究通过计

量模型评估了中国邮轮旅游者的未来价值及其影响因素，

并根据潜类分析和波士顿成长矩阵识别出了最有价值的细

分市场。

2 理论背景

顾客未来价值，又称为顾客潜在价值，源于顾客终身

价值，即客户整个生命周期内对管理费用和利润贡献的净

现值[1,2]。P.C. Verhoef和B. Donkers将顾客终身价值细分为当

前价值和（未来）潜在价值[3]，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衡量顾客

终身价值的CV—PV评价体系，应用最广泛的是RFM模型

（Recency-Frequency-Monetary model） ②，即假定未来价值

可以通过消费者过去或当前的消费行为进行测量[4-7]。RFM

模型的具体测量技术，是通过顾客先前的消费行为估测其

未来重复消费的概率[8-10] ，并将顾客的消费意愿作为测量因

子建立未来价值模型[11-14]。

从已有文献看，对于中国邮轮旅游市场的系统研究相

对薄弱，主要集中在邮轮旅游者消费动机方面[15-18]。随着邮

轮旅游在中国的不断普及推广，邮轮旅游者消费行为的研

究进一步深入：郑慧对潜在邮轮旅游者的邮轮认知和产品

需求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19]；陈梅对中外邮轮旅游者

在邮轮旅游设施的重要性和满意度方面的差异性进行了评

估[20]；吴春艳综合分析了经济、文化、心理、社会和营销刺

激等因素对邮轮旅游购买决策的影响，并比较了不同人口

统计特征和忠诚度的邮轮旅游者在购买决策方面的差异[21]；

张维亚等指出动机、机会和能力对邮轮旅游者消费决策具

有积极影响[22]；周依晨认为文化价值观、风险感知对邮轮旅

游购买意愿具有显著影响[23]。最近两年，中国新兴邮轮市场

的极大发展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贾鹏等对中国旅游

市场规模进行了预测[24]；张言庆等和倪菁比较了成熟邮轮市

场与新兴邮轮旅游市场的特征差异[25,26]。

潜类分析法是潜变量理论与分类变量理论的有机结

合，可作为旅游市场细分研究的重要方法。刘精明和李路

路通过客观阶层位置分析指出，我国居民在居住空间、生

活方式、阶层意识等方面存在着阶层分类趋势[27]；卢春天和

成功发现教育程度、职业、性别等客观社会分类因素会影

响居民闲暇活动频率[28]。现有的邮轮旅游研究往往将消费行

为与市场细分剥离，鲜有基于旅游者行为视角的旅游细分

市场研究，旅游者出游行为的多样化和消费水平的差异性

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其价值评估的复杂性。

图1 邮轮旅游者未来价值的理论模型

Fig.1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Cruise Tourists' Future Value

考虑到邮轮旅游产品价格比较稳定，邮轮旅游者对邮

轮出游时间和消费额度比较有计划性，且邮轮旅游具有高

重游率，满足RFM评估模型的条件。图 1建立了邮轮旅游

者未来价值的理论模型，以期为旅游者价值量化评估探索

作出贡献。模型观测变量包括旅游者的社会人口因素[29-31]、

消费偏好[32]、消费经验[33-36]、重游意愿[37-40]以及邮轮航线长

度。因为邮轮航线的长度通常会影响邮轮产品的价格，间

接与邮轮旅游者的未来价值相关，所以在邮轮旅游者未来

价值模型中增加邮轮航线长度因素，得到4组理论模型假设

和9个具体的操作模型假设：

假设 1a：邮轮旅游者社会人口因素 （年龄，收入，教

育水平） 显著正向影响邮轮旅游消费偏好；

假设1b：邮轮旅游者社会人口因素 （年龄，收入，教

育水平）显著正向影响邮轮旅游重游经验；

假设 1c：邮轮旅游者社会人口因素 （年龄，收入，教

育水平） 显著正向影响邮轮旅游者的未来价值；

假设 2a：邮轮旅游消费偏好显著正向影响邮轮旅游者

的未来价值；

假设 2b：邮轮旅游消费偏好显著正向影响邮轮旅游者

对于邮轮航线长度的选择；

假设 3a：邮轮重游经验显著正向影响邮轮旅游者对于

邮轮航线长度的选择；

假设 3b：邮轮重游经验显著正向影响邮轮旅游者的未

来价值；

假设 3c：邮轮重游经验显著正向影响邮轮旅游消费

偏好；

假设4：邮轮航线长度显著正向影响邮轮旅游者的未来

价值。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基于H. Xie等（2012）的研究[32]，测试并修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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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旅游偏好量表。2015年5月1-3日，调研组在厦门小三

通码头收集了123份问卷进行问卷题项的筛选；2015年5月

8-22 日，调研组在台湾基隆、花莲、高雄和台中邮轮港，

发放 800份问卷，回收 641份 （回收率 80.13%），完整回收

575份 （有效回收率 71.88%），其中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

台湾的347份问卷（60.35%）用于本文研究。其受访者主要

是来自中远之星 （往返于厦门与台湾航线的小型邮轮）、处

女星号 （主营香港与台湾航线的中型邮轮）、钻石公主号

（主营日本与台湾航线的大型邮轮） 和海洋航行者号 （主营

亚洲航线的大型邮轮）的邮轮游客。

从表1可以发现中国邮轮旅游者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

① 年轻高学历，超过一半受访游客年龄在40岁以下且受过

本科及以上高等教育； ② 单身低收入，接近一半的受访游

客未婚且月收入低于 6000 元人民币； ③ 邮轮旅游经验不

足，接近一半的受访游客之前未体验过邮轮旅游。此外，

超过半数的受访游客 （非常） 确定未来 3 年内进行邮轮旅

游；高达 82.71%的受访者偏好与亲朋好友出游；3—9天的

邮轮航线赢得了 78.96%的邮轮旅游者的青睐；接近半数的

邮轮旅游者倾向于人均3000—6000元的邮轮航线。

4 模型测量

基于顾客终身价值的相关研究，考虑到CLIA邮轮旅游

产业报告中关于邮轮旅游者重游的时间跨度通常是3年，本

文将邮轮旅游者未来价值的测量设定为 3 年；通过概率理

论，将邮轮旅游者的消费意愿设定为 0%，25%，50%，

75%和 100%；根据邮轮旅游者 3年内愿意支付的价格区间

（RMB 3000—RMB 12001），得到了邮轮旅游者未来价值的

产出分别为，0，750，1125，1500，1875，2250，2625，

3000， 3375， 3750， 4500， 5250， 5625， 6001， 7500，

7875，9001，10500，12001。

4.1探索性因子分析

为了探索影响邮轮旅游者未来价值的邮轮设施和服务

因素，本文结合中国旅游者偏好，设计了 38个邮轮旅游偏

好的具体因素。通过SPSS21.0对样本进行初步分析，KMO

样本充分性 （0.847） 和巴勒特球形检验 （p=0.000） 表明样

本适合进一步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41]。通过主成分提取法，

本文采用斜交旋转进行因子分析[42]。最后，将因子载荷不显

著 （因子载荷<0.5） 和跨因子载荷 （多个维度因子载荷>

0.35） 的项目予以剔除 [43]，具体剔除了赌场、趣味学习课

程、邮轮总监管理沟通和邮轮免税店购物4个项目（表2）。

4.2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测量邮轮旅游偏好量表中8个维度（34个题项）的

信度和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并考察了各维度的Cronbach's

α （>0.6）、复合信度 CR （>0.7）、平均提取方差 AVE （>

0.5） [44]。最后，删除了辅助设施和特色设施两个维度，以

及酒吧酒廊和泳池水疗池两个题项，表 3保留了基本设施、

娱乐设施、运动设施、休闲设施、儿童设施和港口设施6个

维度 （共计 26 个题项）。邮轮旅游偏好因子模型拟合度较

高，CMIN/DF （1.813），CFI （0.914），NFI （0.830），IFI

（0.916），RMSEA （0.069）。

4.3结构方程模型及其检验

邮轮旅游者未来价值的影响因子主要有： ① 邮轮旅游

者的社会人口因素，包含年龄、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 ②
邮轮旅游者的消费偏好，包含基础设施、娱乐设施、运动

设施、休闲设施、儿童设施和港口设施； ③ 邮轮旅游者的

重游经验，即邮轮旅游者乘坐邮轮出游的次数；④邮轮航线

长度，即邮轮航线天数。在结构方程模型测量中，原始模

表1 邮轮旅游者的社会人口因素及未来消费意愿统计

Tab.1 Socio-demographics and Consumption Willingness of Cruise Tourists

数量

性别

男

女

地区

大陆

香港

台湾

年龄

18—29

30—39

40—49

50—59

60—69

>70

职业

学生

企业职员

170

177

128

69

150

137

72

50

57

22

9

84

74

比率

48.99

51.01

36.89

19.88

43.23

39.48

20.75

14.41

16.43

6.34

2.59

24.21

21.32

数量

企业管理

政府雇员

自由职业

退休

其他

教育水平

≤高中

专科

本科

≥研究生

邮轮体验

0次

1次

2次

3次

月收入（元）

≤6000

24

38

54

35

38

70

68

123

86

173

66

48

60

157

比率

6.92

10.95

15.56

10.09

10.95

20.17

19.60

35.45

24.78

49.86

19.02

13.83

17.29

45.24

数量

6001— 12000

12001—25000

25001— 50000

≥ 50001

家庭状况

单身

已婚无子女

有未成年子女

有成年子女

邮轮意愿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不确定

同意

非常同意

邮轮旅游方式

独自一人

105

51

24

10

163

39

60

85

11

21

117

107

91

20

比率

30.26

14.70

6.92

2.88

46.97

11.24

17.29

24.50

3.17

6.05

33.72

30.84

26.22

5.76

数量

与旅游团队

与亲朋好友

与同事

其他

邮轮航线长度

≤ 2 天

3—5天

6—9天

10—14天

≥ 15天

航线价格（元）

≤ 3000

3001— 6000

6001—9000

9001— 12000

≥ 12001

19

287

13

8

24

142

132

24

25

72

146

73

37

19

比率

5.48

82.71

3.75

2.30

6.92

40.92

38.04

6.92

7.20

20.75

42.07

21.04

10.66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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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的 卡 方 值/自 由 度 （2.605）， CFI （0.871）， NFI

（0.809），IFI （0.873），RMSEA （0.068），且存在部分变量

间的回归关系不显著。通过进一步修正，模型的拟合度有

了较大的提高，CMIN/DF （2.350），CFI （0.894），NFI

（0.831），IFI （0.895），RMSEA （0.062）。根据B. Wheaton

等、J H Steiger、H Han等（2015）的建议[45-47]，我们接受该

测量模型的拟合结果。

邮轮旅游者未来价值测量模型中的回归关系基本证理

论模型的 4组假设，在 9个具体操作模型假设中，8个假设

得到了验证（图2）说明了邮轮旅游者未来价值相关理论的

系统性。邮轮航线长度和邮轮消费偏好 （基础设施和娱乐

设施） 均显著正向影响邮轮旅游者的未来价值，但是上述

两个观测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未被验证，该子假设之间的

回归关系不显著在理论上不影响主假设，可以认定邮轮旅

游者未来价值的理论模型和测量模型均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根据表4的结果，对于邮轮旅游者的未来价值具有显著

表2 邮轮旅游偏好斜交旋转矩阵

Tab.2 Promax Rotated Pattern Matrix of Cruise Preference Items

偏好因素

客舱设施

客舱服务

餐厅设施

饮食选择

服务人员

酒吧酒廊

赌场

剧场演出

夜间俱乐部

社交晚会

娱乐游戏

趣味学习课程

会议/商务中心

电脑网络中心

图书馆

洗衣服务

运动场

环形跑道

攀岩墙

迷你高尔夫

球类运动设施

SPA中心

美容美发

健身房

泳池/水疗池

婴儿托管服务

儿童娱乐中心

邮轮总监管理

免税店购物

麻将/桥牌室

茶艺室服务

港口自然风光

港口人文风光

港口城市风光

港口旅游产品

港口公共设施

港口居民友好

港口物价合理

基本设施

0.755

0.723

0.909

0.865

0.559

0.516

0.167

0.254

-0.077

-0.041

-0.223

-0.111

-0.017

0.034

0.095

0.122

0.132

0.005

-0.165

-0.141

-0.035

0.144

0.016

-0.016

0.173

0.015

0.010

0.463

0.300

-0.223

0.004

-0.015

-0.065

-0.041

0.032

0.059

0.111

0.144

娱乐设施

-0.127

-0.082

-0.022

-0.068

0.110

0.182

0.333

0.623

0.837

0.831

0.761

0.299

0.053

-0.011

-0.070

-0.081

-0.136

-0.078

0.146

-0.006

0.017

0.023

-0.018

0.198

0.167

-0.008

-0.132

0.127

0.167

0.050

-0.207

-0.028

-0.083

-0.042

0.042

0.154

0.040

-0.070

辅助设施

0.097

0.119

-0.144

0.036

0.065

0.016

-0.104

-0.174

0.013

-0.111

0.305

0.354

0.701

0.822

0.714

0.649

0.107

0.091

0.159

0.205

0.035

0.005

0.238

-0.239

-0.130

-0.069

-0.103

0.197

0.226

-0.096

-0.013

0.056

0.025

0.076

-0.103

-0.044

-0.160

-0.006

运动设施

-0.096

-0.146

0.061

0.148

0.008

-0.105

0.249

0.135

-0.048

-0.151

0.015

0.151

0.111

0.069

0.354

0.100

0.735

0.829

0.695

0.609

0.507

0.052

-0.060

0.313

0.130

0.023

0.138

-0.072

-0.394

-0.135

0.280

-0.063

-0.054

-0.085

0.202

0.075

0.211

-0.059

休闲设施

0.135

0.038

-0.016

0.126

0.216

-0.040

-0.050

-0.204

0.240

0.188

0.034

-0.163

-0.069

-0.108

-0.070

0.195

0.166

0.024

0.032

0.072

0.324

0.694

0.562

0.686

0.623

0.191

0.026

-0.108

0.003

0.166

-0.017

0.317

0.224

0.092

-0.113

-0.012

-0.149

-0.167

儿童设施

-0.009

-0.007

0.058

-0.128

-0.194

0.278

-0.152

-0.093

0.003

-0.021

-0.057

0.269

0.047

-0.260

0.022

0.042

0.023

0.095

0.054

-0.120

0.095

0.061

0.108

0.127

-0.005

0.933

0.862

0.273

0.133

0.223

0.183

-0.118

-0.105

-0.137

-0.117

-0.054

0.082

0.169

特色设施

-0.102

-0.108

-0.029

-0.011

0.262

-0.254

0.423

0.198

0.008

-0.036

-0.152

0.116

0.156

-0.040

-0.242

-0.110

-0.117

-0.028

-0.001

0.268

0.069

0.265

0.248

-0.122

-0.101

0.101

0.257

-0.013

0.265

0.796

0.599

0.011

0.078

0.191

0.174

-0.076

-0.112

0.070

港口设施

0.071

0.129

0.008

-0.039

-0.159

0.095

-0.266

0.037

-0.188

0.095

0.171

0.125

-0.127

0.105

-0.083

-0.108

0.073

0.033

-0.026

0.029

0.114

-0.050

-0.043

0.019

0.207

-0.218

-0.002

0.101

0.143

0.138

0.231

0.704

0.865

0.834

0.790

0.708

0.764

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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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影响的消费偏好，即邮轮的基础设施 （客舱设施、客

舱服务、餐厅设施、饮食选择、服务人员） 和娱乐设施

（剧场演出、夜间俱乐部、社交晚会、娱乐游戏），应该受

到邮轮公司和相关从业人员的重视。邮轮旅游者的收入越

高其未来价值越大，重游次数越高，可见较高收入人群应

该是亚洲邮轮市场开发的目标群体。

图2 邮轮旅游者未来价值的结构方程修正模型

Fig.2 The Trimm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of Cruise

Tourists' Future Value

5 市场细分

基于邮轮旅游者未来价值的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本

文进一步对邮轮旅游者的年龄、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家

庭结构、邮轮旅游次数、出游意愿、偏好航线、偏好价格

等因素做了潜类分析。潜类分析根据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

估计，从基准潜类个数1开始，逐一增加潜类数目，最终确

定潜类分析模型最佳类别个数。潜类分析模型的适配指标

主要是基于信息理论的 BIC [48]和 AIC [49]，两者越小表明模

型的适配度越好。

由图3可见，随着分类数目增加，对数似然指数持续增

加，AIC 和 BIC 分别在 5 种和 2 种潜类的划分下达到最小。

T.H. Lin 和 C.M. Dayton 建议，不足千份的样本宜采用 AIC
[50]，所以本文将中国邮轮旅游市场分为5个潜类（表5）。

图3 邮轮旅游细分市场的潜类模型指数

Fig.3 The Latent Cluster Model Indexes of Cruise Tourism

Market Segments

基于各潜类未来价值及其影响因素的表现，本文对各

个潜类命名和比较分析：潜类 1 （保守雪藏市场） 和潜类 2

（清新潜质市场）分别占整体市场的20.5%和19.3%，在5个

类别中比例居中，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大陆游客居多

（63.8%） 而后者台湾游客居多 （68.1%），两者均有超过半

数无邮轮出游经验且倾向于消费5天及以下的短程邮轮旅游

表3 邮轮旅游偏好验证性因子分析

Tab.3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Cruise Tourists' Preference

邮轮旅游偏好

基础设施

餐厅设施

客舱设施

客舱服务

饮食选择

服务人员

娱乐设施

社交晚会

剧场演出

夜间俱乐部

娱乐游戏

运动设施

环形跑道

运动场

攀岩墙

迷你高尔夫

球类设施

克朗巴哈系数

0.847

0.793

0.860

AVE

0.550

0.509

0.565

CR

0.854

0.804

0.864

St. F.L.

0.789

0.689

0.820

0.879

0.455

0.799

0.587

0.776

0.672

0.763

0.583

0.858

0.866

0.647

P

***

***

***

***

***

***

***

***

***

***

***

邮轮旅游偏好

休闲设施

SPA中心

美容美发

健身房

儿童设施

婴儿托管

儿童中心

港口设施

港口人文风光

港口自然风光

港口城市风光

港口旅游产品

港口公共设施

港口居民友好

港口物价合理

克朗巴哈系数

0.730

0.833

0.904

AVE

0.510

0.705

0.593

CR

0.753

0.825

0.911

St. F.L.

0.792

0.772

0.554

0.932

0.736

0.790

0.800

0.803

0.685

0.826

0.728

0.750

P

***

***

***

***

***

***

***

***

***

注：St. F.L.=标准化因子载荷。*p< 0.05；**p< 0.01；***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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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潜类3 （中产新贵市场）是最大的细分市场，以台湾

游客 （53.1%） 为主，年龄略高，超过一半 （60.9%） 无邮

轮出游体验但是接近半数（45.3%）计划体验6-14天中等长

度的邮轮旅游产品，该潜类市场对客舱服务和餐饮产品尤

其重视。潜类 4 （中产经典市场） 和潜类 5 （高端绅士市

场） 是比例较小的两个群体，分别为15.8%和13.3%，在游

客构成比例上相对均匀，来自大陆、香港和台湾三个地区

的游客均没有超过半数，而有过两次及以上邮轮出游经验

的游客在两个潜类市场上都占到了60%左右。

为更深入探究5个潜类市场在中国邮轮旅游市场开发中

的战略选择，本文先将邮轮旅游者的未来价值划分为5个区

间，并根据潜类分析中的概率分布，测算了邮轮旅游者的

未来价值在 5个潜类别中的载荷 （人数）。进一步得到了保

守雪藏市场为“问题”市场，其未来价值均未达到邮轮旅

游的门槛价值 （4000元）；清新潜质市场为“瘦狗”市场，

超过半数旅游者的未来价值低于邮轮旅游的门槛价值；中

产新贵市场为“明星”市场，接近半数邮轮旅游者处于接

近邮轮旅游门槛价值的较低价值区间2001— 4000元，但是

1/3的游客达到了邮轮旅游的门槛价值；中产经典市场和高

端绅士市场为“金牛”市场，几乎所有的旅游者均高于邮

轮旅游的门槛价值，且大部分游客具有 6000元以上的未来

价值，尤其是相当一部分游客的未来价值高于10000元。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顾客价值理论出发评估了中国邮轮旅游者的未

来价值，并基于邮轮旅游者未来价值的研究进一步探索了

中国邮轮旅游市场结构，通过潜类分析为中外邮轮旅游企

业制定区域市场开发策略提供了依据。

6.1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 ① 拓展了顾客终身

价值理论，本研究将理论的焦点集中到顾客未来价值的研

究，并且率先将其引入重游率较高的邮轮旅游市场，提出

了具有操作性和普适性的邮轮旅游者未来价值模型。 ② 在

一定程度上改进了顾客终身价值理论的RFM模型，本研究

在未来价值理论模型的计量方面结合概率理论和消费意

愿，未来价值模型的输出结果更符合邮轮旅游者的消费行

为特点。 ③ 验证了邮轮旅游者未来价值的理论模型，本研

究通过结构方程测量模型发现了邮轮旅游者未来价值的影

响因素。本研究是未来价值理论在邮轮旅游领域的首次应

用，有助于深刻认识邮轮旅游这个蓬勃发展的市场并协助

政府管理部门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制定邮轮旅游产业政策。

6.2实践启示

中国客源市场是亚洲新兴邮轮旅游市场的主导力量，

根据本文邮轮旅游者未来价值的结构方程模型和邮轮旅游

市场的潜类分析结果，区域邮轮旅游市场的消费差异较

大，对各区域市场应有所侧重进行开发： ① 对大陆地区潜

在旅游者而言，短期的邮轮体验能增加其对邮轮旅游产品

的认知，随着邮轮旅游体验的增加，该市场会逐渐向中等

和较长航线的邮轮产品转移，同时为经营者提供更大的未

来价值； ② 台湾地区的潜在邮轮市场涵盖各年龄和收入阶

层，对娱乐设施及服务均表现出高于其他区域市场的重视

和偏爱，邮轮经营者应对高收入、高学历和高年龄群体进

行重点开发，并尤其重视娱乐设施和服务产品的营销； ③
香港邮轮旅游者收入相对较高，也具有较高的潜在价值，

但对邮轮设施和服务的相对偏好程度不明显，因此邮轮经

营者应进行全面营销，重视邮轮产品整体体验价值的提升。

作为实证研究，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数据的局限，

为了最小化样本量对实证分析的影响，邮轮旅游者未来价

值的结构方程修正模型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变量之间的回归

关系。此外，邮轮旅游者的消费行为与大众旅游消费行为

之间具有延续性，未来可就具体客源地的经济、文化等因

素对邮轮旅游者未来价值的影响展开讨论。除了关注客源

区域属性以外，港口本身具有较强的区域性且属于邮轮旅

表4 邮轮旅游者未来价值的测量模型

Tab.4 The Measurement Model of the Future Value of Cruise Tourists

显著回归关系

假设1a：邮轮旅游者社会人口因素 → 邮轮旅游消费偏好

年龄 → 娱乐设施

年龄 → 运动设施

年龄 → 休闲设施

年龄 → 儿童设施

收入水平 → 娱乐设施

教育程度 → 儿童设施

假设1b：邮轮旅游者社会人口因素 → 邮轮重游经验

年龄 → 重游次数

收入水平 → 重游次数

教育程度 → 重游次数

假设 1c：邮轮旅游者社会人口因素 → 邮轮旅游者未来价值

收入水平 → 未来价值

St. R.W.

-0.149

-0.160

-0.169

-0.142

0.164

-0.190

0.161

0.179

-0.256

0.170

C.R

-2.342

-2.726

-3.069

-2.323

2.571

-3.070

2.885

3.415

-4.916

3.414

P

*

**

**

*

**

**

**

***

***

***

显著回归关系

假设 2a：邮轮旅游消费偏好 → 邮轮旅游者未来价值

基础设施 → 未来价值

娱乐设施 → 未来价值

假设3a: 邮轮旅游出游经验 → 邮轮航线长度

重游次数 → 航线长度

假设3b: 邮轮旅游重游经验 → 邮轮旅游者未来价值

重游次数 → 未来价值

假设3c: 邮轮旅游重游经验 → 邮轮旅游消费偏好

重游次数 → 休闲设施

重游次数 → 儿童设施

重游次数 → 港口设施

假设4: 邮轮旅游产品的航线长度 → 邮轮旅游者未来价值

航线长度 → 未来价值

St. R.W.

0.187

0.138

0.125

0.218

-0.160

-0.154

-0.157

0.215

C.R

3.351

2.542

2.348

4.375

-2.923

-2.535

-2.852

4.439

P

***

*

*

***

**

*

**

***

注：*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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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产品体系中不可忽视的要素，未来研究可以对区域性航

线的未来价值展开深入分析。

致谢：感谢厦门大学黄福才教授、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Peter Nijkamp 教授和奥克兰理工大学 Bart Neuts 博士的

支持。

注释：

① CLIA（Cruise Lin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Cruise industry

outlook 2015, http://www.cliaeurope.eu/.

② Recency距离上次消费的时间，Frequency给定时间内的消费

频率，Monetary给定时间内的消费货币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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