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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建设
2023年重点工作

2023年，继续以《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2022-2024 年）》为抓手，着力从聚焦邮轮复航、

推进功能项目、塑造品牌活动、加强宣传推介、健全体制机

制等五方面，加快推进邮轮复航和功能完善，持续提升度假

区建设的显示度和感受度，制订形成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

区建设 2023年重点工作如下：

一、聚焦邮轮复航

1.根据国家邮轮复航试点要求，推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恢复运营。在市交通委的指导下，牵头制定并完善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邮轮复航试点方案，修订完善邮轮港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处置方案；加快邮轮港客运设施和口岸联检设备调

试及检修，以最充分的准备、最好的状态迎接邮轮复航。

2.筹办中国首制大型豪华邮轮吴淞口首航。对接中船邮

轮公司，做好中国首制大型邮轮吴淞口首航相关准备工作。

3.推动完善港口配套服务体系。延伸邮轮产业链，推动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口岸通关模式创新，探索设立亚太邮轮船

供中心，提升邮轮船供产值，拓展邮轮配套产业服贸新模式。

二、推进功能项目

4.加快阅江汇项目建设运营。协调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推动项目竣工备案；积极协助企业开展招商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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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实现运营。

5.推进上海长滩商业商务载体运营。协调项目建设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会同业主联合招商，尽快实现运营。

6.建设长江口水上运动体验中心。确定项目方案，完成

可行性论证和前期手续报批，力争项目开工。

7.积极推进宝杨路崇明码头功能调整。在市交通委的支

持下，加强与崇明区的沟通，力争达成合作意向；结合度假

区建设，深化原有码头岸线研究，制定岸上功能布局方案；

邮轮甲板公园建成运营。

8.加快推动长滩音乐厅建设运营。明确运营主体，开展

试运营。

9.提升大码头影视基地功能。围绕红色经典、结合海派

文化，推进大码头影视基地经营性项目开拓，编制完成项目

建议书。

三、塑造品牌活动

10.举办“2023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举办“2023上海

邮轮港国际帆船赛”，延续赛事知名度，逐步形成赛事品牌效

应，致力打造水上消费集聚区。

11.举办“第十二届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举

办第十二届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长三角区域赛

（5月）和国赛（8月），大力挖掘及培养本土船艇设计人才，

拓展水上应用场景，培育水上科技应用产业。

12.举办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三游杯”水上度假空

间创意设计大赛。举办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三游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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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度假空间创意设计大赛，加强与校企产学研合作，助力本

土“三游”装备业升级发展，助力打造“三游假日”品牌。

13.举办“2023 吴淞口论坛”。根据邮轮复航试点情况，

适时举办 2023吴淞口论坛，重建市场预期，提振行业信心，

实现邮轮市场全面复苏。

14.指导举办“2023长江·河流生态文化展示交流活动”。

立足宝山位于万里长江口的区位条件，指导举办“2023 长

江·河流生态文化展示交流活动”，推动与沿江沿海地区联动，

力争打造成长江国家文化的第一 IP公益文旅项目，为度假区

注入中华母亲河文化，推动水岸联动，丰富岸上文旅产品，

并打通江海游项目。

四、加强宣传推介

15.参加 2023上海旅游产业博览会。参加 2023上海国际

游艇展（3 月）和 2023 上海旅游产业博览会（5 月），开展

度假区专场推介。

16.拓宽度假区推介合作渠道。通过第二届上海旅游投资

促进大会，向文旅企业推介度假区；依托度假区推介大使，

深化与各类媒体、平台的合作，进一步拓宽度假区推介合作

渠道。

17.完成度假区视觉体系设计。提炼优化宣传元素，完成

度假区视觉体系设计；创作形成度假区 IP形象，并以多元化、

个性化的方式呈现。

五、健全体制机制

18.完善度假区推进领导小组制度，成立度假区发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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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落实完善度假区推进领导小组制度，

做好度假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跟踪督查和落地实施；推动

成立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发展有限公司并运营，形成度

假区招商工作机制；组建度假区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发挥

专家优势，提升工作前瞻性、科学性。

19.完善度假区配套政策。加强信息的收集、梳理、分析、

研究，开展度假区运营数据统计研究，探索建立旅游产业运

行监测评估体系；聚焦邮轮复航和功能性项目建设，制定度

假区建设配套扶持政策。

20.探索建立度假区与街区共治共同体机制，形成治理新

模式。与友谊路街道、吴淞街道加强资源共享，研究选取度

假区内街区试点区段和节点作为启动和引导性实验，通过街

道、社区、学校、企业、居民等各类主体全过程地参与度假

区空间规划、设计、营造、运维及治理，探索形成度假区街

区共治共同体机制。

附件：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建设 2023 年重点工作

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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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建设 2023年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类别 工作任务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1

聚焦邮轮

复航

根据国家邮轮复航试点要

求，推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恢复运营

在市交通委的指导下，牵头制定并完善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邮轮复航试

点方案，修订完善邮轮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方案；加快邮轮

港客运设施和口岸联检设备调试及检修，以最充分的准备、最好的状

态迎接邮轮复航。

区滨江委

邮轮港公司

2 筹办中国首制大型豪华邮

轮吴淞口首航

对接中船邮轮公司，做好中国首制大型邮轮吴淞口首航相关准备工

作。

区滨江委

中船嘉年华邮轮公司

邮轮港公司

3 推动完善港口配套服务体

系

延伸邮轮产业链，推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口岸通关模式创新，探索设

立亚太邮轮船供中心，提升邮轮船供产值，拓展邮轮配套产业服贸新

模式。

区滨江委

区商务委

邮轮港公司

4

推进功能

项目

加快阅江汇项目建设运营
协调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推动项目竣工备案；积极协助企

业开展招商推介，尽快实现运营。

区滨江委
区商务委
区建管委

区规划资源局
友谊路街道

5 推进上海长滩商业商务载

体运营

协调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会同业主联合招商，尽快实现运

营。

区滨江委
区商务委
区建管委

区绿化市容局
区水务局
友谊路街道

6 建设长江口水上运动体验

中心
确定项目方案，完成可行性论证和前期手续报批，力争项目开工。 邮轮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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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工作任务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7

推进功能

项目

积极推进宝杨路崇明码头

功能调整

在市交通委的支持下，加强与崇明区的沟通，力争达成合作意向；

结合度假区建设，深化原有码头岸线研究，制定岸上功能布局方案；

邮轮甲板公园建成运营。

区滨江委

区交通委

度假区公司

8 加快推动长滩音乐厅建设

运营
明确运营主体，开展试运营。

区文旅局

度假区公司

9 提升大码头影视基地功能
围绕红色经典、结合海派文化，推进大码头影视基地经营性项目开

拓，编制完成项目建议书。
吴淞口文旅投资集团

10

塑造品牌

活动

举办“2023 上海邮轮港国际

帆船赛”
举办“2023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延续赛事知名度，逐步形成赛

事品牌效应，致力打造水上消费集聚区。
邮轮港公司

11 举办“第十二届全国海洋航

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

举办第十二届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长三角区域赛（5月）

和国赛（8月），大力挖掘及培养本土船艇设计人才，拓展水上应用

场景，培育水上科技应用产业。

区滨江委

上海海事大学

三游协会

度假区公司

12
举办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

假区“三游杯”水上度假空

间创意设计大赛

举办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三游杯”水上度假空间创意设计大

赛，加强与校企产学研合作，助力本土“三游”装备业升级发展，助

力打造“三游假日”品牌。

区滨江委

上海海事大学

三游协会

度假区公司

13 举办“2023吴淞口论坛” 根据邮轮复航试点情况，适时举办 2023吴淞口论坛，重建市场预期，

提振行业信心，实现邮轮市场全面复苏。

三游协会

度假区公司

14 指导举办“2023 长江·河流

生态文化展示交流活动”

立足宝山位于万里长江口的区位条件，指导举办“2023长江·河流生

态文化展示交流活动”，推动与沿江沿海地区联动，力争打造成长江

国家文化的第一 IP公益文旅项目，为度假区注入中华母亲河文化，

推动水岸联动，丰富岸上文旅产品，并打通江海游项目。

吴淞口文旅投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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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工作任务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15

加大宣传

推介

参加 2023 上海旅游产业博

览会

参加 2023上海国际游艇展（3月）和 2023上海旅游产业博览会（5
月），开展度假区专场推介。

区滨江委

度假区公司

16 拓宽度假区推介合作渠道

通过第二届上海旅游投资促进大会，向文旅企业推介度假区；依托

度假区推介大使，深化与各类媒体、平台的合作，进一步拓宽度假

区推介合作渠道。

区滨江委

度假区公司

17 完成度假区视觉体系设计
提炼优化宣传元素，完成度假区视觉体系设计；创作形成度假区 IP
形象，并以多元化、个性化的方式呈现。

区滨江委

度假区公司

18

健全体制

机制

完善度假区推进领导小组

制度，成立度假区发展公司

和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

落实完善度假区推进领导小组制度，做好度假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的跟踪督查和落地实施；推动成立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发展有

限公司并运营，形成度假区招商工作机制；组建度假区专家决策咨

询委员会，发挥专家优势，提升工作前瞻性、科学性。

区滨江委

区国资委

度假区公司

19 完善度假区配套政策

加强信息的收集、梳理、分析、研究，开展度假区运营数据统计研

究，探索建立旅游产业运行监测评估体系；聚焦邮轮复航和功能性

项目建设，制定度假区建设配套扶持政策。

区滨江委

区文旅局

区统计局

20
探索建立度假区与街区共

治共同体机制，形成治理新

模式

与友谊路街道、吴淞街道加强资源共享，研究选取度假区内街区试

点区段和节点作为启动和引导性实验，通过街道、社区、学校、企

业、居民等各类主体全过程地参与度假区空间规划、设计、营造、

运维及治理，探索形成度假区街区共治共同体机制。

区滨江委

友谊路街道

吴淞街道

度假区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