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三大郵輪集團今年股價收益
皇家加勒比郵輪 （市場佔有率23.2%）

嘉年華集團 （市場佔有率41.8%）

諾唯真郵輪 （市場佔有率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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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業因疫萎靡 嘉年華拋售13船
【大公報訊】綜合CNN、《華爾街

日報》、彭博社報道：自新冠病毒席捲
全球以來，多艘郵輪出現大規模集中感
染。主要郵輪公司從3月中旬起紛紛停運
，本來蒸蒸日上的郵輪業陷入停滯之中
。為了削減開支，全球郵輪巨頭嘉年華
集團10日宣布將拋售13艘船，其中就包
括曾出現疫情的 「歌詩達維多利亞號 」
。許多分析人士也擔心，就算疫情好轉
後復航，許多遊客可能已對 「奪命郵輪
」 產生心理陰影，從而抗拒這種出行方
式，郵輪業復甦並非易事。

遊客心理陰影猶在 復航後前景不明

不明肺炎暴露中亞人才流失之殤
哈薩克斯坦是否出現

了致死率遠高於新冠肺炎
的不明肺炎疫情？哈薩克
斯坦衞生部在當地時間7月
10日的 「闢謠」 未能消除

人們的疑懼，反而加重了人們的擔憂。因
為無論如何辯解，這份 「闢謠」 聲明還是
進一步證實該國出現了大批新冠病毒檢測
為陰性的肺炎患者，包括細菌性肺炎、肺
真菌病，以及世界衞生組織的《國際疾病
分類（ICD-10）》中標註的「病毒性肺炎
，病因不明」（viraln pneumonia，unspecified
etiology）分類；而根據哈國衞生部長阿列克
謝．崔9日向媒體通報的全國肺炎感染情況
，這些新冠病毒檢測為陰性的肺炎患者死
亡率遠高於已經確診的新冠病例。

更令人警惕的是，據吉爾吉斯斯坦衞
生部9日公布的信息，該國也出現了病原體

不明的 「社區獲得性肺炎」 ，導致最近幾
個月吉國內肺炎新增病例比往年同期激增
近一倍之多。考慮到中亞國家之間的貨物
與人員流動，已在哈、吉兩國傳播數月的
不明肺炎完全有可能已經蔓延到另外幾個
中亞國家。

世界衞生組織已經公開表態，注意到
了哈薩克斯坦出現的不明原因肺炎，並與
當地機構合作展開了調查；作為哈薩克斯
坦鄰國和數一數二的貿易夥伴，中國更不
能不對此高度警惕。

截至7月12日，哈薩克斯坦累計確診新
冠肺炎患者58253例，治愈33814例，死亡
264例。目前哈國有2.8萬新冠病毒檢測陰性
病人因嚴重肺炎症狀住院治療，其中危重
症330人。截至7月12日上午10時，吉爾吉
斯斯坦累計確診新冠肺炎10629例，死亡
132例。而且，吉國這種不明 「社區獲得性

肺炎」 疫情在7月份飆升，自3月至7月2日
共有1247人因肺炎住院（新冠病毒檢測均
為陰性），97人死亡；到7月8日就增長到
3829人感染，310人死亡。短短一周時間，
患者人數和死亡人數就增長兩倍有餘。

本來，在新冠肺炎疫情和由此引發的
石油等初級產品行情暴跌衝擊之下，中亞
五國今年經濟增長率都大幅下跌，本幣兌
美元匯率大幅貶值，新宣布的不明肺炎疫
情又將給中亞國家經濟雪上加霜，這一點
自不待言，金融市場已經對此作出迅速反
應。從長期發展的潛力來看，更值得注意
的是，這場不明肺炎從側面暴露了中亞國
家人才流失之嚴重，以及 「去俄羅斯化」
對其人力資本的深刻損傷。

吉爾吉斯斯坦此次社區獲得性肺炎疫
情始於3月，至今已接近4個月；在哈薩克
斯坦則已延續近半年，但兩國衞生部門迄

今仍未能查明感染原因，其醫療衞生體系
合格專業人才嚴重匱乏，組織體系效率低
下。而之所以嚴重缺乏合格專業人才，很
大程度上源於其人口結構的 「去俄羅斯化
」 ，即擁有更高文化技術水平的俄羅斯族
得不到任人唯賢的任用而大量流失。

從沙俄到蘇聯時期，歐系民族人口長
期佔哈薩克共和國多數，俄羅斯族長期是
該加盟共和國第一大民族。直到1989年人
口普查，哈薩克共和國哈薩克族人口比例
（39.7%）才首次超越俄羅斯族人口比例（
37.8%）。考慮到在這次人口普查中，哈薩
克共和國總人口中還有5.8%的德意志人、
5.4%的烏克蘭人，以及部分白俄羅斯人，
該共和國斯拉夫族人口佔比超過43.2%，歐
裔人口佔比超過49%。到今年1月，在哈薩
克斯坦共和國1863.22萬人口中，哈薩克族
佔比大幅提升至65.5%，俄羅斯族佔比大幅

下滑至21.4%。
與哈薩克斯坦相似，吉爾吉斯斯坦人

口民族構成也出現了 「去俄羅斯化」 現象
。在蘇聯1989年人口普查中，吉爾吉斯共
和國總人口中俄羅斯族佔21.5%。到今年2
月，在吉爾吉斯斯坦654.2萬登記常住人口
中，俄羅斯族佔比已經下降至6.2%，這意
味着中亞國家專業人才中較為優秀的群體
大量流失。不僅如此，任何國家專業技術
領軍人才成規模流失通常都會帶動當地同
一專業中級、初級人才跟隨流失，俄羅斯
族等歐系民族領軍人才流失，導致中亞國
家出身本地土著民族的合格專業人才也隨
之流失許多，留下者中相當一部分屬於濫
竽充數之輩。

全球第一艘發生大規模集體感染的郵輪。
一位長者1月20日疑似將病毒帶至船上，郵輪2
月3日停在日本橫濱港檢疫，由於當局安排船
上3700多人直接在船上隔離，導致病毒大規
模擴散。在逾2600名乘客於2月19日隔離期屆
滿紛紛下船後，船員繼續在船上隔離至3月1日
才下船，最終導致全船近五分之一人中招，13
人死亡。 「鑽石公主號」 在橫濱港消毒停泊至
5月16日，目前正在前往馬來西亞巴生港口的
路上。

來源：statista

全球郵輪巨頭嘉年華集團10日公布第二季度財政
情況，總營業收入僅為7.4億美元（約57.3億港元），
與去年同比下降84.7%，與上季度環比下降84.5%。
為了縮減支出，嘉年華集團同日宣布將出售旗下13艘
郵輪，相當於佔總運力的9%。嘉年華集團佔全球郵輪
業務一半，其經營的品牌包括公主郵輪、歌詩達郵輪、
荷美郵輪等，疫情最慘重的 「鑽石公主號」 、 「紅寶石
公主號」 、 「至尊公主號」 均屬嘉年華集團旗下。

疫輪貶值被拆解
嘉年華集團拋售的13艘郵輪命運尚不清楚。CNN

指出，退役郵輪的出路並不多，有的可能會被賣給更小
型的郵輪公司；有的可能會搖身一變為旅遊景點，例如
著名的 「伊麗莎白女王二號」 在航行近40年後，被迪
拜政府買下，改造成海上酒店。但大多數郵輪的命運還
是被拆卸後分開賣掉，拆下的枝形吊燈、冰箱等傢具賣
給當地收二手貨的商家，鋼鐵則重新熔鑄。

據報道，曾出現疫情的 「歌詩達維多利亞號」 （一
乘客確診）就將被拆卸售賣，該郵輪航齡僅23年，它
在2019年底進入二手船買賣市場時，報價高達1億美元
，然而疫情發生後，該船售價一路下跌至7500萬美元
，最後只能賣給意大利船廠進行拆解。

全球400多艘郵輪閒置
據彭博社報道，全球郵輪業原本在過去十年一直處

於高歌猛進的狀態，全球乘坐郵輪的人數從2009年的
1780萬，上漲至2019年的3000萬。業內原本估計
2020年將有3200萬人享受郵輪服務，收益710億美元
。但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一切，自3月中旬以來，
全球的400多艘郵輪絕大部分處於閒置狀態，僅有極
少數郵輪在小範圍內航行，還有十幾艘船在遣返船
員回國。專家估計，今年可能只有600萬人至1200萬
人乘坐郵輪。全球前三大郵輪公司股價收益均比年初大
跌六成以上。

也有疫情稍緩的地區有意推動郵輪復航，嘉年華集
團旗下德國航線郵輪品牌愛達郵輪（AIDA）此前也宣
布，將自8月開始從德國港口恢復三艘郵輪的運營。
不過美國則因疫情持續加速發展，國際郵輪協會（
CLIA）成員自願暫停從美國港口出發的郵輪航程直至
9月15日。

加強防疫冀遊客安心
許多分析人士也擔心，即使疫情好轉，郵輪復航，

許多遊客可能已對 「奪命郵輪」 產生心理陰影。大型郵
輪因為人數眾多、房間狹窄、通風系統中空氣循環再用
，成為播毒的絕佳場地， 「鑽石公主號」 上逾700人感
染、13人死亡的數字就是例證之一。曾乘坐過25次郵
輪的 「郵輪發燒友」 安德金則表示，在研發出新冠疫苗
之前，他不會再訂票。

郵輪公司為了緩解遊客恐懼，紛紛表示將推出更嚴
格的消毒措施和健康指引。全球佔有率近10%的諾唯
真郵輪表示，乘客在上船、前往餐廳進餐、前往甲板活
動之前都將接受體溫檢測，另外郵輪將配備醫療級別的
空氣過濾系統和更多醫療人員。

13人死亡

712人
感染

22人死亡

662人
感染

4人死亡

103人
感染

幾大疫輪現狀 鑽石公主號

紅寶石公主號
澳洲從3月15日起禁止外來郵輪停靠，但

給予 「紅寶石公主號」 等四艘郵輪豁免令。該
郵輪載有2700人，3月19日於悉尼停靠，儘管
已有乘客和船員出現症狀，當局還是放所有乘
客下船。截至4月4日，已有662人下船乘客及
船員確診，截至5月13日，已有22名乘客病亡
。新南威爾士州政府被批抗疫不力，當地警方
4月決定對當局和郵輪公司展開刑事調查。目
前 「紅寶石公主號」 正在前往馬來西亞巴生港
口的路上。

至尊公主號
3月4日，一名曾搭乘過 「至尊公主號」 的

美國加州乘客染疫去世，當局才發現郵輪上出
現疫情。正在前往墨西哥的該船立刻返回三藩
市。直升機3月5日送檢測試劑至船上，為出現
症狀的46名乘客及船員測試，發現21人確診。
當局隨後安排2400餘名乘客下船隔離，1100
餘名船員在船上隔離。美國衞生及公共服務部
3月25日宣布，在測試了1000多人後，發現
103人感染，此後再未公布過相關數據。在船
員於4月16日結束船上隔離後，郵輪開始進行
例行海上活動，目前正在波多黎各附近。來源：大公報整理

全球乘坐郵輪人數
（單位：萬）

多國拒泊岸 20萬船員滯留海上
【大公報訊】綜合《華爾街日報》

、《衛報》、彭博社報道：在疫情期間
，許多國家拒絕外國船隻泊岸，導致目
前全球仍有20萬船員滯留海上，其中約
有8萬都是菲律賓人。

許多船員都是合同制，在合同期間
之外（即滯留期間）沒有任何工資，只
能在狹小船艙中自我隔離，有些船員出
現症狀也無法得到救治。目前已有數
名船員自殺，他們還發動了絕食運動
和多次抗議，其生理和心理問題皆引發
關注。

27歲懷有身孕的南非船員尼思林
（Karika Neethling）表示，在過去三
個月，她所在的地中海郵輪試圖安排外
國船員回家。但由於疫情期間，許多國
家拒絕外國船隻泊岸，嚴格邊檢，大減
航班，公司在後勤安排方面遇到重重障
礙，船員只能滯留船上。尼思林表示，
「我感到十分抑鬱，一度以為將不得

不在船上產子。」

尼思林並不是個案，在她最終回到
約翰內斯堡時，還有20萬船員在海上漂
流。國際航運工會的主席波爾松6月23
日表示，在疫情之間，全球每月約有10
萬船員進行換班， 「現在我們有20萬船
員漂流，這也意味着有20萬船員正在陸
地上等着上船工作。」 目前，菲律賓等
12個國家發表聯署聲明，呼籲國際社會
關注滯留船員。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心理學系的學
者柯林斯指出，滯留船員所經歷的不確
定感和無助感很可怕，任何人都會焦慮
，其生理和心理問題皆值得關注。

另據美國疾控中心（CDC）數據，
在美國海域內郵輪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中
，船員所佔比率超過69%；在疑似病例
中，船員佔比也高達71%。

分析指出，大部分郵輪都在今年3
月和4月放乘客下船，但船員卻無法
順利回家，最終導致患病人數超越乘
客。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梅新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