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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投资游艇产业的浙江商人熊樟友最

近比较烦，他们申请的一个下水码头，至

今已有四年半的时间了， 但还是没有批

下来。 对他来说，时间拖得越长，包括土

地成本、资金成本在内的各种管理成本，

就越加重了他的经营压力。 对熊樟友们

而言，一边是国家发改委、国家旅游局等

部门大力鼓励游艇制造和游艇休闲消

费，一边是近两年来，持续强劲的反腐飓

风让大家对游艇的消费避之唯恐不及。

熊樟友们作为处在夹心层的产业投资

者，当大把的钞票投进去过后，却看不到

效益究竟何时能出来。

针对熊樟友们的困境，有专家表示，

我国游艇产业发展潜质巨大， 如果政策

给力， 游艇产业将对我国经济的拉动和

转型升级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实际

上， 我国游艇行业正面临着全球经济低

迷以及国内反腐局势双重压力所带来的

影响。

千亿游艇产业

陷入政策敏感期艰难自救

游艇在国内发展没有想象得快，

与中国企业家的个性也有关系。 尤其

在传统制造业，企业家总体上比较低

调， 他们的生活方式往往也比较单

一，相比之下，在 IT 行业，许多年轻

的老板们爱玩、会玩，但是，这部分企

业家群体总量上毕竟有限。

“游艇产业形势非常严峻。 ”广东

省游艇行业协会的会长武田忧心忡

忡对《中国企业报》记者如此表示。 他

说， 尽管他手上没有详细的统计数

据，但实际上无论是游艇生产企业还

是经营企业都面临着许多困难。 一方

面，受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游艇出

口订单锐减，有的企业一年一张单都

接不到；另一方面，随着中央八项规

定和反腐力度的加大，改变了以往的

一些消费方式。 领导干部都不敢来坐

了， 企业家也不如以前那样张扬，影

响了企业购买或者租用游艇的积极

性； 三是大众对游艇的认识不足，认

为游艇是奢侈品，实际上，游艇只是

一种生活方式。 像国外，一到周末，很

多普通家庭就开着汽车，后面拖个小

艇就出去玩儿去了。

什么原因造成国内市场消费低

迷。 此前有媒体报道，赵本山曾在花

两亿购买了一家大型商务机之后说，

“我是不是有点做大了”？ 引发网络上

的热议，并出现富豪们的退机热。

浙江某游艇俱乐部一位负责人

告诉记者，现在基本没有生意，难得

出一次海。 他说，南方冬季本来也是

游艇业的淡季， 再就是国家搞反腐，

干部也不敢来，以前，总有些企业老

板利用周末时间，邀请熟悉的领导游

艇上度周末，现在根本就请不到。 还

有，不景气的经济，让众多的企业老

板也没心情来玩。

武田告诉记者，实际上还是大众

的认识问题。 他说，在国内，游艇基本

上还是一个商务社交平台，老板们一

起谈谈生意， 企业邀请官员聚聚，企

业奖励员工游艇上玩玩。 而在欧美国

家， 游艇是很多家庭都能享受的，如

何用起来，关键是使用定位问题。

国内都把游艇当做奢侈品，其实

游艇分很多种， 几十万的是游艇，几

百万甚至几千万的也是游艇，普通大

众买不起豪华游艇，但是可以买小的

游艇，便宜的四五十万元就能买到。

游艇没能热起来， 与中国企业家

的个性也有关系。 浙江省游艇行业协

会秘书长张群合告诉记者， 像浙江企

业，大部分还是传统制造业，企业家总

体上比较低调， 他们的生活方式往往

也比较单一， 基本上还是沿袭生产车

间和办公室之间，比如宗庆后，是个出

了名的“空中飞人”，每天都在跑市场

的； 鲁冠球下了班就回到他萧山镇上

的家里； 南存辉几乎很少出现有关他

的度假新闻……这些不事张扬的企业

家，不像 IT行业的老板，年轻、爱玩、会

玩。

武田告诉记者，游艇职业玩家还

是比较少， 一般都是房地产企业，

“玩”也是为了做宣传，提升品牌，他

们舍得花钱买游艇，这样每平方米房

子涨了 1—2 万元； 另外就是单位搞

接待，还有大企业搞活动做营业等用

的。

游艇业艰难启程

相关数据显示，今后 5 到 10 年，

我国企业对游艇的需求就有 5 万艘，

中产以上阶层个人购买量大概也有 5

万艘。 按平均每艘 50 万到 100 万元

的价格计算，我国的游艇产业将能创

造出一个最高可达 1000 亿元的巨大

市场。

我国游艇产业还没有真正起步。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游艇总量不

到 3000艘。

武田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据

不完全统计， 广东只有游艇 300 多

艘，而作为省会城市的广州市更只有

60多艘。 他说，对于广东这样的经济

大省来说，数量非常少，而且这些游

艇大多是单位购买的，私人的很少。

作为经济强省的浙江省， 同样是

这种状况，张群合告诉记者，私人有多

少艘他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一数量应该

是非常少的，他知道有几个老板有私人

游艇，但都停靠在海南，省内一般都是

游艇会， 也即游艇俱乐部的， 总共约

100多艘左右。 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

告诉记者， 平湖九龙山游艇俱乐部有

30多艘；莱悦游艇俱乐部上海、宁波各

有 4艘， 宁海 1艘； 千岛湖上有 20余

艘； 舟山有 26艘； 宁波某直销企业有

20艘……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 浙江

省大大小小的游艇不过 120艘左右。

通过张群合的介绍， 记者能看

出，浙江基本上都是小游艇，大部分

都是 50 英尺左右的， 像宁波某直销

企业的 20 多艘都只有 30 平方英尺，

主要是企业内部使用的，比如奖励员

工来玩等。

相对于经营性企业，制造企业也

不多且不大。 记者了解到，广东只有

40 多家生产企业， 而浙江只有十几

家。 张群合告诉记者，浙江虽然从数

量上看有十几家，实际上有的基本处

于关停状态，而且规模都不大。

数据显示，2013 年， 中国游艇市

场的整体市场规模只有 41.5亿，其中

200万元以上的豪华游艇的销售额约

为人民币 21 亿元， 占整个游艇市场

的 50.6%。

“游艇产业未来潜力非常巨大。 ”

武田分析说， 如果说七八十年代，自

行车、手表、缝纫机等“三大件”是那

个时代的幸福标志，那么，随着我国

国力的增强，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房车、游艇、飞机”三大休闲产品将

是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是时代幸福

的标志。 他说，将来游艇将会像汽车

一样进入普通家庭，当然不是每个家

庭都有，但这个趋势是势不可挡的。

游艇产业涉社会的方方面面，游

艇产业由游艇设计、游艇制造、游艇消

费、配套产业四大模块组成，仅游艇制

造业包括原材料及零部件工业、模具、

复合材料工业、船体制造、整船制造及

装配、游艇装配、内饰等，每一个环节

都可衍生出规模可观的企业集群，对

社会就业、拉动经济、调结构促转型都

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4 中国游艇报告》 显示，从

2014 年开始，中国游艇产业将保持每

年不低于 30%的市场增长率， 未来 5

年，保守估计市场规模将超过 150 亿

元人民币，其中自用小游艇将是中国

游艇市场的主旋律。

千亿市场待开发

游艇业市场空间大，但各地发展

游艇产业遇到的问题和瓶颈带有普

遍的共性，这些问题包括基础设施建

设、人才队伍建设、税收高、融资难

等，归根到底还是政策不力。

“关键还是要政策的支持。 ”武田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游艇产业的

发展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 武田

介绍，就比如要建立一个泊位，没有

一年半载根本就批不下来。 中间要涉

及发改、土地、规划、环保、海事、旅

游、港务、公安等十几二十个单位、几

十个部门上百个公章。 “每个部门都

能管上一把，但是又没有一个真正的

管理部门。 ”武田说，九龙治水，限制

太多，制约了行业发展，而在西方发

达国家，只要是正规注册的游艇便能

自由出行。

事实上，早在 2011 年，国家发改

委、国家旅游局就大力鼓励游艇制造

和游艇休闲消费。 国家旅游局“十二

五”发展规划指出，将努力培育邮轮

游艇等高端旅游市场、大力发展旅游

装备制造业，将游艇作为发展水上项

目的重要载体；国家发改委将豪华游

艇开发制造及配套产业纳入了鼓励

发展产业目录。

但实际上政策很难落地。 浙江华

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熊樟友

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他们申请一个

下水码头已经四年半了还没有批下

来，土地已经拿了三年，如果停船码

头就更难了。

武田告诉记者，游艇的配套服务

链不到位，基础设施薄弱，买了船没

有地方停，加油加水困难，游艇无法

真正地游起来。 而目前的泊位都是企

业自建的，收费非常高，一个月就得

花费 1—2 万元，同样的情况在国外，

和咱们的停车位一样，一个月的花销

很低。

张群合告诉记者，如果国家能够

把游艇产业像汽车工业或者船舶工

业那样支持，游艇产业的未来的确会

非常的庞大。

“游艇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 ”

熊樟友告诉记者，游艇制造不仅是技

术密集型企业，而且投资非常大。 游

艇的更新换代非常快，没有一个好的

团队，如设计、销售、生产，游艇制造

根本没法做。 而且资金使用非常大，

开一艘游艇磨具就需要 1500—1600

万元。 他们目前开了 7 副，实际上只

有三副有用，其它 4 副没有市场基本

淘汰了，仅此一项损失 6000万元。“游

艇制造的风险非常大， 开发一副磨

具，如果没有市场，小企业基本上就

倒下了。 ”熊樟友说。

“国家应该给我们更多的政策支

持。 ”熊樟友告诉记者，国家应尽快

制定游艇以及相关产业规划解除规

范性障碍；通过对行业协会的扶持，

推动建立有利于游艇行业发展的法

规、标准，如解除游艇部分进口零部

件的 3C 约束；简化作为私人娱乐设

施的游艇的管理程序，使其与商船、

客船的管理规范区别开来； 推动金

融业对游艇行业的支持； 由政府出

面建立游艇公共码头， 就像汽车停

车场一样， 解除游艇消费者的后顾

之忧等。

亟待政策支持

本报记者 郝帅

随着企业发展和市场细分的进步， 企业间的客户竞争也

越来越激烈，尤其在科技企业之间，这一点体现得更加明显。

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之前在形容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关

系时直言，“我们三家是真打，不是假打。 ”

作为企业家的奚国华所说的“打”当然跟暴力冲突搭不上

边，但《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科技圈企业近年曾发生过多起

争执、斗殴甚至是致死事件。 业内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矛盾的

起因以争抢客户为主。

正面冲突增多

近年来，科技圈因业务冲突、言语不和等各种矛盾引发的

互殴死伤事件并不少。

2014 年 12 月 17 日早晨，武汉平安一名业务员械斗三名

宜信公司业务员，共造成宜信业务员一死两伤。宜信公司通过

官网微博证实了此事。 该事件发生在武汉市建设大道人民银

行武汉分行营业管理部门前， 事件起因系平安员工与宜信公

司员工因争抢客户引发争执。

2011 年 5 月 7 日下午 3 点左右，三里屯苹果专卖店发生

斗殴，致使专卖店暂停营业。 有目击者称，专卖店的一名外籍

员工殴打一位排队顾客，引发现场混乱。该店的一扇玻璃门在

混乱中破碎，冲突中多人受伤。 据悉，该外籍员工殴打的正为

抢购 iPad2 的黄牛党。 为此， 一些苹果专卖店在门口画出标

记，禁止黄牛越过。而日前记者在三里屯苹果店也看到了类似

的情况，苹果店门口黄牛聚集，向路过的行人及进出苹果店的

顾客兜售手中的苹果产品， 但这些黄牛都站在苹果店画出的

白色标记线之外。

每年的秋季高校新生入学时，运营商总是会上演“校园大

战”，除了摆摊设点、资费促销，不正当竞争的手段也层出不

穷，从恶语相向一直到动手打人。

2014 年 9 月，十几名联通员工就对移动一女员工进行殴

打；2012 年 8 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火车南站广场，移动和电

信的现场营销人员双方为抢一个接新生的地点发生争执，进

而动手。

不仅于此，网上订餐企业“饿了么”和美团的业务员，在各

大学校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美团员工也曾遭“饿了么”员工

殴打。 2014 年 6 月 7 日，“饿了么”在西安殴打美团外卖员工；

2014 年 9 月 21 日，“饿了么” 员工在西南大学殴打美团外卖

员工致两人受伤；9 月 25 日，美团外卖员工董小平发传单时，

被“饿了么”两员工殴打受伤。

电信企业明着“抢”

相比上述那些竞争升级后导致的冲突， 电信类企业之间

虽然没有那么惨烈，但对相互客户的觊觎还是屡见不鲜的。用

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话就是，“我

们三家是真打，不是假打。 ”

家住北京北三环的程女士日前告诉记者，“我家前段时

间来了联通的工作人员铺设光纤， 铺设过后他们告诉我如

果现在把我家使用的宽带换成联通的， 可以享受补时的待

遇。 ”

记者随后联系了程女士所住小区的联通工作人员， 该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确实如程女士所说有类似活动，该小区有联

通、长城、歌华等多家宽带运营商。如果现在选择入户联通，就

可以将原宽带运营商剩下的网时补充到联通宽带上来。 而他

们就是原来的电话局，是最早的运营商。

上述工作人员给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比如说某户人

家之前用的是长城宽带，网费还有一年可用，现在上了联通宽

带，就能交一年网费再补一年。也就是说交一年的钱用两年宽

带，而且手续也很简单，如果这家之前用的是歌华的宽带，在

成为他们的用户之后， 给之前的带有商标的歌华设备照个相

发过来，就能办理补时了。

对这一做法， 以该工作人员的话说，“就是为了多吸引些

客户。 ”

而家住北京北五环附近的陈女士告诉记者， 相关工作人

员在她家铺设光缆时，也有类似的说法。

无独有偶，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不仅是在宽带上，移动运

营商之间也有互相挖客户的现象存在。而形式往往就是客服

给自己之外的运营商客户打电话， 询问是否要用自己的服

务。

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可以赠送给记者 4G 手机号，并且

在此期间办理，将有很多优惠活动。当记者表明自己是移动用

户，询问他是否知道这一事实时，该工作人员回答“知道”，不

过补上一句“我就是问一问，你是否想换成电信号”。

（下转第九版）

科技型企业开发用户

从暗斗转向明抢

本报记者 钟文

王利博制图

游艇业的繁华暂时归于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