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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中国不断扩大“144
小时过境免签”等来华便利化措施，
打造便捷的支付、语言、出行环境，
外国来华旅游人数实现大幅增长，

“中国游”国际关注度稳步提升。
4日，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在海

南博鳌发布《中国游：让世界认识更
加真实的中国》智库报告，反映了中
国入境旅游便利化措施取得的积极
成果，阐释了“中国游”在展示中国
形象、促进国际交流、增进文明互鉴
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华旅游的
举措，不仅推动着文化和旅游业更好
更快地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
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

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万游客亲
眼见证了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
中国，切身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取
得的巨大成就，推动了不同文明之
间相互认知、交流互鉴。

“中国游”便利化措施红利
不断释放

为了吸引并更好地服务国际游
客，中国旅游业在产品和服务上进
行了诸多创新和升级，包括优化签
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
强数字化旅游服务等。

截至 2024年 11月末，中国已同
25个国家实现了全面免签，先后对
法国、德国等 38个国家实行单方面
免签政策。国家移民管理局出台了
110 余项便利外籍人员来华政策措
施，持续优化区域性入境免签、过境
免签、口岸签证政策。其中，144小
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范围已增至
35个口岸、54个国家。

受访专家认为，扩大单方面免
签国家范围有效消除了制约入境游
的因素，同时释放了积极开放的信
号。随着免签政策陆续落地，国际
间交流更加活跃，中外人员往来和
经贸交流显著增加。

对于政策带来的便利，在义乌
经商多年的西班牙商人乌贝达·埃
斯皮胡安·拉斐尔深有体会。“以前
多次往返的签证程序复杂，不仅需
要准备各种材料，还要按流程预约
去使馆办理，费时耗力。”他说，免签
政策实施后，“一有业务需要，一张
机票说走就走”。

移动支付方面，四类旅游重点
场所推动完善外籍人员证件和支付
方式的预约验证，让入境游客可以
灵活选择银行卡、现金、移动支付等
多样化的方式。中国人民银行、国
家外汇管理局指导全国主要支付机
构，简化身份验证流程，提高绑卡效
率，提高交易限额。线上外卡收单
业务稳步推进，进一步丰富外籍人
员在境内网购的支付渠道。

《中国游：让世界认识更加真实
的中国》智库报告指出，入境游是国
际游客直接、深入了解中国的重要
渠道，也是以民间交流塑造国家形
象的有效方式。相比之下，基于个

人实地体验和互动交流的入境游，
为更多外国游客提供了身临其境体
验广袤中国的机会，比媒体传达更
为直观可触，更有助于塑造一个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长期以来，许多外国人通过媒
体了解中国，但一些西方媒体出于
各种目的对中国的报道要么失声失
语，要么有失客观公正，导致外国人
不能了解全面、真实的中国。

火爆的“中国游”打开了世界了
解认知中国的新窗口、新通道，快乐
的“中国行”成为不少外国人的“破
除偏见”之旅。一些外国旅游博主
直呼“被西方媒体骗了”“中国并不
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看到了一
个西方媒体永远不会展现的中国”。

持续火热的“中国游”，让更多
外国游客消除了刻板印象，亲眼见
证了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
形象。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中
国各口岸入境外国人达 818.6 万人
次，同比上升 48.8%。其中，通过免
签入境的人数为 488.5万人次，同比
上升 78.6%。

受访专家认为，中国旅游业正
以一种开放姿态，不仅向世界讲述
充满活力和机遇的中国故事，还为
提升全球旅游业整体服务水平提供
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中国游”的
蓬勃发展，将为全球旅游业的繁荣
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文旅深度融合彰显中国发
展成果

亲眼看见气势恢宏、形态各异
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更能感受到秦
统一六国的龙威虎势；亲耳聆听声
调柔和、意境古雅的纳西古乐，更
能感受到“中华古乐之活化石”的
神奇；曲径通幽的苏州园林和华丽
婉转的昆曲唱腔，可以让人领略到
江南风情和吴侬软语；巍峨高耸的
布达拉宫和庄严肃穆的大昭寺，能
够令人体会到藏地文化的独特魅
力……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
中国拥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壮美
山川、多样风情，来华境外游客在深
度游览体验中，对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有
了直观感受，从内心深处为中国发
展的奇迹点赞叫好。

感受古今交融的中华文化魅
力。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是世界上
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入境游客满意度
专项调查显示，超六成的受访者将
体验中国文化作为来华旅行的主要
目的。从展现古丝绸之路文明交流
的敦煌莫高窟，到被视为中华文明
重要象征的万里长城，从体现明清
宫廷文化的故宫博物院，到展示古
代士大夫隐逸文化的苏州园林……
目前，中国有 59 项世界遗产，其中
文化遗产 40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4项。这些类型众多、内涵丰富的文

化遗产都让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赞
不绝口。

体验科技改变生活的新场景。
“坐着高铁看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
外国游客选择的出行方式，乘坐高铁
快速穿梭于不同的景点之间，欣赏窗
外山川美景，体验中国先进高铁技术
的智能便捷。来自英国的环球旅行
博主克里斯·哈钦森非常喜欢中国手
机支付的简单便捷；来自英国的旅行
博主泰兹将刷脸乘车的免密支付功
能称之为“像是穿越到 2050年”；来
自新西兰的游客阿尔内·赫尔曼时隔
28年再访上海，惊叹于陆家嘴地区
已高楼成群。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被
当代中国高速发展的壮丽画卷和随
处可见的科技成果所震撼。

走入中国城乡居民的美好生
活。不仅被中国城市各具特色的自
然景观、历史建筑、民俗文化所吸
引，不少外国游客还热衷走进菜市
场、街角公园、晨练广场等市井生
活，感受当代中国城乡居民的日常
生活之变，市井生活场景正在成为
外国游客“新宠”。在中国北疆，越
来越多的俄罗斯人选择到黑龙江省
黑河市体验异国风情、参与文化活
动，包括逛早市、品尝当地美食、购
买特色小商品等。美国摄影师亚
当·克莱顿对中国传统古村落情有
独钟，他最喜欢位于山西省晋城市
的皇城相府。

享受生态文明建设的美丽画
卷。从壮丽的天山山脉到秀美的江
南水乡，从雄伟的黄河之畔到神秘
的雪域高原，从梦幻的冰雪世界到
深邃的海洋景观，广博的大自然蕴
藏着无尽魅力。新时代以来，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历史性、转折
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步伐
不断加快，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蓬勃发展，中国天更蓝、山
更绿、水更清，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
彩。众多外国游客用镜头捕捉奇
观，一条条展示中国山水秘境的视
频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获赞无数。

根据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发
布的《2024年旅行与旅游经济影响：
全球趋势》报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
第二大旅游市场，在未来十年，中国
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旅
游市场。新时代中国形象将以更加
多姿多彩、具体可感的方式呈现在
全世界人民眼前。

开放合作推动世界文明交
流互鉴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
进友谊的桥梁，也是增强人们亲近
感的重要方式。报告指出，伴随着
中国旅游业发展日新月异、蓬勃向
上，入境旅游在增进不同文明包容
理解、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促进世
界和平与稳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
显著的作用。

——增进不同文明包容理解。
近年来，中国与多个国家的文

化旅游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与俄罗
斯、中国与意大利等双边合作机制
不断发展，中国与法国、哈萨克斯
坦、坦桑尼亚、赞比亚、马来西亚等
国家互办文化旅游年，与多米尼加、
萨尔瓦多等新建（复）交国家开展文
旅交流……这些对外文化和旅游交
流合作成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生动注脚。

“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
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海南旅游发展
研究院副院长王健生说，入境游使
游客有机会亲身体验他国的文化，
感受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
从而促进文化的传播与融合。通过
入境游，中国可以向世界展示独特
的文化魅力和发展成就，也能吸收
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这
种双向的交流有助于促进人类文明
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

博大精深。通过到中国入境旅游，
世界友人感悟中华文化，深入了解
中华文明历史，从中更加深切地感
受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
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游”，向
外国游客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
向，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
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彰显中国当代
文化的独特魅力，使中国文化和中
国旅游进一步走向世界，丰富世界
文明百花园。

——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
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而
旅游业被誉为“和平的使者”“友谊
的桥梁”，能够在紧张局势下起到

“稳定剂”“润滑剂”的作用。
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

副院长毕绪龙说，中国旅游外交作
为大国外交的一部分，紧紧把握并
弘扬时代主旋律，在尊重文化多样
性和社会价值观的基础上，高举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鲜明旗帜，努
力将其打造成为推动人类进步和实
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公共产品”，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宏伟目标的
实现开辟新的渠道。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入境游
已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
更成为文化交流与民间外交的重要
载体，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
国际吸引力的重要指标。未来中国
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中国游”
便利化水平会不断提升，将有更多
外国友人来到中国、看见中国、享受
中国、爱上中国，也将促进各国共同
开创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
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
红、生机盎然。
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 周慧敏 刘恩黎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展现真实中国 推动文明互鉴
——《中国游：让世界认识更加真实的中国》智库报告解析

新华社杭州 12 月 4 日电（记
者 魏一骏）12 月 4 日，全国首个大
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在浙江揭牌
成立。这是浙江省推动大宗商品
领域全产业链、集成式改革的实质
性一步。

当日，浙江召开推进高水平对
外开放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动员部
署会暨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
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启动大

会。会议提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
高能级开放强省为总牵引，围绕提
升资源配置力、全球辐射力、制度创
新力、国际竞争力，做到服务最优、
成本最低、效率最高。

11 月，国务院关于《中国（浙
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宗商品资源
配置枢纽建设方案》的批复正式发
布，标志着全国首个大宗商品资源
配置枢纽落地浙江；11 月 25 日，商

务部、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的《中
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宗商
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方案》对外发
布。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浙江将从
以提升开放平台能级为引领，更好
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集聚全
球高端资源要素；以宁波舟山港世
界一流强港为龙头，更好提升开放
枢纽辐射全球作用；以拓展新路径

新模式新业态为抓手，更好壮大外
贸新动能；以提升展会影响力和拉
动力为关键，更好做到以展为媒、以
展兴产、以展促贸；以培育世界一流
企业和高附加值产业为重点，更好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国际竞争力；以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方向，更好
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一流营商环境
等六个方面，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

全国首个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在浙江揭牌成立

12月4日12时46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一号甲运载
火箭，成功将海哨一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
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杨熙 摄）

物流业是实体经济的“筋络”，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具象化映射之
一。记者 4 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了解到，11 月份中国物流
业景气指数为 52.8%，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为今年以来的高点。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有关
负责人介绍，分地区来看，我国东
中西部地区业务总量增势相对均
衡，其中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
总量指数在 52%以上，环比分别回
升 0.3个和 0.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
业务总量指数达到 53.7%，环比回
升 0.1个百分点。

分行业来看，铁路运输业、航
空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业务总量
指 数 在 高 景 气 区 间 ，分 别 达 到
55.8%、56.2%和 70.6%；沿海大宗
干散货水路运输出现一定季节性
回升，水上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环
比回升 0.3个百分点。

“四季度以来，我国工业产业
升级改造需求和居民消费潜力需
求稳定释放，通信设备、电气机械、
家具家电、农副食品、新能源汽车
制造等产供销物流需求增加，同时
能源原材料季节性需求明显回升，
带动大部分行业业务总量指数保
持扩张态势，行业物流总体向好。”
这位负责人说。

在企业方面，企业的经营成本

压力依然存在。面对压力，部分企
业采取了如扩宽经营渠道、加大数
字化投入等多种措施“开源节流”，
微观经营效益保持稳定。

随着业务量连续回升和物流
从业人员规模增长，11月份，企业
主营成本指数环比回升 0.4个百分
点，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水平。分行
业来看，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
航空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主营成
本指数较高。

数据显示，10 月至 11 月两个
月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均值达
到 46.9%，分别比二季度和三季度
高 0.4 个和 0.3 个百分点。从企业
规模来看，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主
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保持平稳，反
映出小微型企业盈利水平和生存
条件得到有效改善。

在物流投资和市场预期方面，
11 月份，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额指数达到 51%以上，保持在扩
张区间。铁路运输业、多式联运行
业和邮政快递业业务活动预期指
数分别达到 57.4%、54.5%和 65%。

“从后期市场来看，业务活动
预期指数连续 4 个月在高景气区
间，对提振预期起到基础支撑作
用。”这位负责人说。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需求回升 稳中有进
——11月份我国物流业相关数据分析

新华社天津 12月 4日电（记
者 周润健）“北风其凉，雨雪其
雱。”北京时间 12月 6日 23时 17分
将迎来大雪节气。此时节，气温更
低，降雪的可能性更大，我国部分
地区或将出现大雪纷飞的场景。

大雪，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
十一个节气，也是冬季的第三个节
气。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王来华介绍，这个节气的到来，
意味着仲冬的来临。“小雪封山，大
雪封河”，自此，气温零摄氏度以下
成为我国北方的常态，“雾凇挂满
枝”更会成为独特的自然美景。

本周，冷空气活动十分活跃，
降温明显，新疆、黑龙江等地出现
降雪。“进入大雪节气后，冷空气会
更加活跃，降温也会更加明显，公
众要注意做好防寒保暖工作。安
全健康影响也不容忽视，重点人群
要做好健康防护。”王来华提醒说。

冬天，虽然寒冷，但雪很美。
冬，是雪的摇篮；雪，更是冬的精
灵。想象一下，当“千树万树梨花
开”时，大地仿佛铺上了一层白色
绒毯，活脱脱一个粉妆玉砌的童话
世界。

在文人墨客的笔下，雪花究竟

是什么样子呢？白雪纷纷何所
似？东晋政治家谢安设问，其侄女
谢道韫作答：未若柳絮因风起。谢
安闻之而大笑。谢道韫的回答的
确很好。以柳絮喻雪，给人以春天
即将到来的感觉，想象丰富，意蕴
深刻。而谢道韫的文采与聪慧自
此也成为后人传颂的典范。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
轩辕台。”“诗仙”李白则用夸张的
语气描写了北方大雪纷飞、气候严
寒的景象，尽显苍茫之美。

而在宋代诗人吕本中的眼里，
“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和不似
都奇绝”。他将雪比梅花，又将梅
花比雪，赞的是雪花与梅花共有的
晶莹和飘逸。

无独有偶，元代散曲家薛昂夫
同样以雪拟物，“天仙碧玉琼瑶，点
点扬花，片片鹅毛”。三个比喻，形
容了雪的洁白、轻柔、潇洒。

天降飞雪，总是容易让人触景
生情。有人把酒言欢，有人烹雪煮
茶，有人凝目思乡，有人踏雪寻
梅。或许，更多的人想着的是，看
雪景、打雪仗、堆雪人、睡懒觉、听
音乐、吃火锅……不论做什么，它
们都是冬日里最惬意的事。

6日23时17分大雪：

岁末听雪落，心中有清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