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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叠加持续发力
“游在中国”火遍全球

在全球广泛开展“你好！中国”国
家旅游形象推广工作，各地争相打造
精品旅游产品线路，航空公司推出优
惠券和特价机票……今年“5·19中国
旅游日”主题月期间，一系列旅游宣传
促销活动向各国传递中国欢迎全球游
客的声音。

“‘到中国去旅行’正成为说走就
走的约定。”德国柏林国际旅游交易会
中国办公室国际业务发展总监尼古劳
斯·斯沃赫说，中国正通过扩大开放与
国际市场接轨，系统性优化游客体验，
让外国游客进入中国更容易，出行旅
游更便捷。

免签，是中国对外开放一张熠熠
生辉的“政策名片”。

目前，我国免签政策主要包括互
免签证、单方面免签、过境免签和区域
性入境免签政策。2023 年以来，外交
部持续推动入境游便利化，丰富免签
安排，扩大免签范围。

童学军在接受“中国经济圆桌会”
访谈时说，截至目前，中国已同 157个
国家缔结了涵盖不同种类护照的互免
签证协定，同 29个国家实现全面互免
签证。先后对法国、德国、韩国、日本
等 38国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2024年
11 月，进一步扩大免签适用范围，将
免签入境停留期延长至 30天。

为了让外国朋友在中国“游得安
心”，国家移民管理局持续优化停留居
留服务，为来华外籍人员提供就近办
理签证延期和换补发的便利，为来不
及在驻外使领馆办妥签证的外国朋友
提供口岸签证便利，并会同有关部门
持续解决外籍人员在华住宿、出行、支
付等问题。

“这些饱含温度的政策，共同构成
了梯次衔接的来华政策体系，方便外
国人短期来华或过境短期停留。”柳佳
表示，工作中一个最大感受，就是边检
口岸现场人流量以及公安机关出入境
管理部门签发的证件数量都在快速增
长，外国朋友纷纷点赞来华旅行的良
好体验。

不断攀升的数据，印证着“中国
游”热度持续释放。

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入出境外
国 人 达 到 6488.2 万 人 次 ，同 比 上 升
82.9%，其中免签入境 2011.5 万人次，
同比上升 112.3%；入境游客总消费达
942亿美元，增长 77.8%。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入出境
外国人达到 111.5 万人次，同比增长
43.1%，其中免签入境 38万人次，同比
增长 72.7%。

“今年‘五一’携程的入境游订单
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多。”秦静介绍，
从订单看，外国游客除了青睐传统的
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越来越多下
沉到成都、重庆、杭州、青岛、西安等网
红城市。

随着“中国游”持续升温，从北京
秀水街到义乌国际商贸城，从海南免
税店到深圳华强北，越来越多外国游
客“带着空箱”到中国买买买，“购在中
国”蔚然成风。

“五一”前，中方相关部门推出优
化离境退税新举措，进一步推广“即买
即退”，让外国消费者享便利、得实惠，
推动扩大入境消费。

“随着我国签证、交通、支付和离
境退税政策的不断优化，外国民众对
中国的认知更加客观深入，‘中国游’
市场呈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和广阔的
发展前景。”石泽毅说。

“中式魅力”持续圈粉
让世界感受真实中国

在广西龙脊梯田，一年一度的“开
耕节”在 5月明媚阳光中拉开帷幕，吸
引了众多外国游客。耦耕、牛耕、挖
田、除草……体验传统农事活动，人们
深度感受乡土中国的农耕文化，解锁
不一样的“中国游”。

当开放的中国向外国游客张开怀
抱，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正成为中国
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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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黑龙江哈尔滨，前来体验冰雪文
化的境外游客订单大幅上涨；在陕西西
安，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外国友人，沉

浸式体验古都深厚文脉；在四川成都，
围绕大熊猫打造的多元化消费场景，成
为境外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阿联酋通讯社报道称，随着国际
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日益浓
厚，中国文化旅游市场呈现出显著的
增长态势。

秦静从携程平台上的“五一”订单
中也感受到这一变化。“很多外国人去
武夷山学泡茶、去成都学变脸、去景德
镇学做陶瓷。”秦静举例说，比如在景
德镇，一些外国人一住一个月，已经成
为非常火的外国人体验中国文化目的
地。

从观光游到文化游，映射外国游
客的在华体验更加细化深入。

在石泽毅看来，当前中国入境游
呈现诸多新趋势，比如自由行比例不
断上升，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文化体
验成为新热点，“中国购”成为新风潮
等。

“目前，外国游客旅行的需求和目
的地非常多元。”石泽毅说，有的想体
验中国传统文化，有的想感受高科技
产品，有的喜欢去菜市场、大排档吃吃
逛逛，还有的专程去电影游戏取景地
或者潮玩商店打卡。“他们看到真实的
中国，接触到友善的中国人民，感受到
生动鲜活的中国百姓幸福生活。”

童学军认为，“中国游”的火爆，源
于中国社会的开放包容、中国人民的
热情友善，更是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结果，充分表明中外人文
交流有着广泛而深厚的民意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来华旅游的
外国游客中不乏一些很特别的“洋网
红”。他们来中国不仅仅只是旅游，还
迷上中国服饰、中国音乐、中医文化，
成为中外沟通的“桥梁”。

美国“甲亢哥”直播打破偏见，展
现中国真实魅力；瓷器爱好者“泥的
明”从纽约来到景德镇，找到属于自己
的事业天地；外国游客拍摄记录下“高
铁上点外卖”“酒店机器人服务”等中
国现代化建设成就，让国外网友发出

“中国生活在未来”的感慨……
火爆的“中国游”打开了世界了解

认知中国的新窗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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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一个
不一样的中国”。

柳佳表示，持续优化的政策彰显
了中国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增进了中
外民众的了解与友谊，改变了一些国
家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让开放包容、
繁荣稳定、安全有序的中国为世界人
民所看见、感知和认同。

对外开放步履坚定
“中国游”前景广阔

几天前，在北京成功举办的中
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
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中方宣布
决定首批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5个国
家实施免签政策，并适时扩大对地区
国家覆盖范围。

这是中方为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
友好往来颁布的又一有力措施，也向
世界昭示着中国致力于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坚定决心。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游’的金字招牌将更加闪耀。”童
学军表示，外交部将加快推进各类互
免签证和签证便利化协定商谈，积极
研究扩大免签国家范围，持续完善“智
慧领事”建设，实现中国签证全流程线
上申办，便利中国公民“走出去”的同
时，帮助外国朋友“方便来”。

面对入境游客不断增长的多元化
需求，如何打消一些外籍人士对赴华
旅游仍有“不方便”的担忧，迎来更多

“头回客”？
“我们将继续联合相关部门，持续

提升入境旅游在签证、支付、出行、住
宿等环节的便利化水平。”石泽毅表
示，下一步将创新宣传推广，比如推动
更多国外网红博主来华体验文化和旅
游产品；细分市场需求，推出研学旅
游、会奖旅游、医疗旅游、康养旅居等
新产品、新业态；丰富产品供给，助力

中国向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跃升；推
出更多消费场景，促进入境消费。

柳佳表示，国家移民局将持续优
化完善移民出入境便利政策措施，进
一步提高政策的含金量、吸引力，积极
会同有关部门提升外国人来华在华的
便利度，以更加优质的管理服务措施
欢迎更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

为吸引外国游客，各地也不断提
升入境旅游公共服务水平。

面向国际航班中转旅客，北京推
出“免费北京半日游”体验项目，外国
游客可以在前门、天坛等地感受京韵
国风；上海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组织、国
际旅行社、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合作，
推出更多独具特色的入境旅游产品；
湖南张家界正优化通关、支付、语言、
住宿、餐饮等服务，进一步释放入境消
费潜力……

一系列提升便利化水平的政策信
号，将吸引更多外国友人来到中国、看
见中国、爱上中国。

“国家政策在什么方向，携程一定
会在什么方向发力。”秦静表示，携程
将通过联合培养多语种导游、强化外
国旅游达人的合作宣介、推出针对入
境游客的沉浸式文旅餐厅等新项目，
不断打造更多符合外国人需求的旅行
产品。

敞开怀抱的中国，也收到世界人
民的热情邀约：泰国、新加坡、阿联酋
等 29 个国家与中国达成全面互免签
证协议，美国、澳大利亚等也与中国达
成互发 10年多次或 5年多次签证互惠
安排，另有近 70个国家和地区给予中
国公民单方面免签或落地签。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今天的中国
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旅游市场，“中国
游”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在“中
国游”和“世界游”的热潮中，机遇在拓
展，文化在交融，民心在连通，将推动
世界文明的百花园更加姹紫嫣红、生
机盎然。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5月 19日，对于“旅游”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14年前，
这个日子被冠以“中国旅游日”之名，开始见证中国旅游业的从
小到大、由弱渐强。

14年过去，旅游早已成为一种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文化和旅游部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国内出游人次 17.94亿，比
上年同期增加 3.75亿，同比增长 26.4%。

当“景区”的概念被“打卡点”延展，当默默无闻的县城被游
客发现惊喜，当青瓦白墙的街区被越来越多人寄托乡愁……仔
细观察我国日益发展壮大的旅游市场，文化的融入不断带来新
鲜活力。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化重塑旅游，进而影响深远。

催生旅游新场景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戴上 VR 装置，
“苏轼”便来到你眼前，诉说起他的跌宕人生。

5月 18日，VR大空间探索体验项目《遇见东坡》在海南省博
物馆开启。一群“东坡迷”早早就到了博物馆，期待在虚拟世界
里来一次千年穿越之旅。

景区是什么？这个问题如今变得越来越难回答。传统的名山
大川之外，文化属性突出的旅游新场景正竞相涌现。一部影视剧、
一场表演、一次体验，都可能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旅游空间。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
长厉新建看来，文化空间可以成为旅游体验和消费的新场景，
旅游空间也可以成为文化展示和传播的新舞台。

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表明，29.2%的受访者希望在旅游过
程中多安排文化体验活动，78.3%的受访者希望在旅游过程中
参加文化体验活动。越多丰富的文化内容融入，越显得旅游

“有料”、有深度，越容易满足不同客群所需的“情绪价值”。
而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创造力，也使得旅游场景变化无穷，始

终有新鲜玩法。比如，同样是夜游项目，苏州拙政园打造的“拙
政问雅”以光影科技重塑江南古典园林，带来清雅文人体验；而
夜游北京首钢园则充满“蒸汽朋克”的科幻感，工业之美在夜色
中尽显。

文化融入旅游不难，难的是融出新意、回应需求。只有持续
创新，选择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路径，才能确保旅游因文化的
融入而更具特色，文化通过旅游得到广泛传播，从而为游客带
来既有趣又有深意的体验。

打造经济新亮点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分享了一组
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去年国内旅游人次超过 56亿、同比增长
近 15%，旅游花费超过 5.7万亿元、同比增长超 17%；入境旅游人
次 1.32亿，游客花费接近千亿美元。A级旅游景区门票收入、度
假区接待收入、旅行社营业收入增长幅度都在 10%以上。

人财两旺的局面，同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密不可分。
文化为旅游带来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想感受呼伦贝尔的草

原风情，游客必须前往辽阔的东北大地；想一睹大唐不夜城的
国潮国韵，只有亲身来到陕西西安；想品味地道川菜的热辣火
爆，天府之国总是令人向往……越古老、越特别的文化积淀，越
有可能成为旅游的强大吸引力。

文化进一步拉长旅游的产业链。买文创、穿汉服、抽盲盒、
逛主题街区、住特色酒店……文化因素的叠加，提高的是旅游的
附加值，产生的是更大的“乘数效应”。随着人们为“情绪价值”
买单的趋势不断凸显，旅游供给也应当在满足高品质文化需求
的过程中升级。

认识到文旅行业存在的巨大潜力，越来越多地方将发展旅
游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浙江省文旅深度融合工程实施
方案（2023-2027年）》就提出，到 2027年，全省文化和旅游产业
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 13%；吉林省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
确“持续打造旅游万亿级产业”“坚持四季联动、全域发展，接待
国内游客人次、出游总花费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看得远、谋得准。随着文旅融合不断深化，旅游魅力充分释
放，“人气”必将带来更多“财气”。

塑造城乡新形象

祖国西南，绵绵青山中，“村 BA”“村超”“村晚”“村 T”等活
动近年来吸引全国目光，“村字号”成为贵州的一张崭新名片。

以少数民族非遗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借助球场、T台、舞台
等场景，通过旅游传向世界——这样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却是
文旅融合的真实效应。

仿佛一座桥梁，旅游让游客看到不一样的他方，也给了他方
传递崭新形象的机会。

对于游客来说，旅游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是最具说服力的宣
传。比如，去年以来不断升温的“中国游”，便打开了世界了解
中国的新窗口、新通道。中华大地上的自然风光和历史建筑、
现代化都市中的便利生活和烟火日常，令越来越多入境游客真
切感受到“不一样的中国”。

对于地方来说，旅游的发展也真切改变着城乡环境。以贵
州榕江县的“村超”为例，“村超”火爆以来，当地新增经营主体
5988户，新增签约项目 32个。“村超”运营收益的 51%用于壮大
250个村集体经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民生事业，49%用
于乡村文化体育教育发展。乡村的面貌，便是在这种反哺中一
步一步向美向新而行。

“真正的旅游不是从我待腻的地方到你待腻的地方去，而是
你的美好生活我来分享。”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展现开
放、包容、真诚、善意和温暖，才是旅游长红的密码。

构筑精神新家园

步入陕西延安的红色综合体“延安 1938”，历史场景与艺术
演绎交织共生。在东区小舞台，《十送红军》的悠扬曲调催人泪
下，革命人的生活图景在游客眼前铺展，大家仿佛穿过历史的
烟云，回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从红色旅游令人感怀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到文博游不断激
发游客爱国豪情；从“诗和远方”寄托人间理想，到“世界那么
大，我想去看看”引发广泛共鸣……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进一
步彰显了旅游活动本质上是精神文化活动，在构筑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充分发挥旅游活动“深入人心”的特点，如今的旅游景区更
加注重文化情境的引入：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每晚
的万人星空演唱会都会唱起红色歌曲；在湖南岳阳楼、四川剑
门关、安徽琅琊山等景区门口，背诵古诗词的游客成为一道亮
丽风景；在新疆博物馆，一件件珍贵文物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历史故事……

“今天，人们越来越重视旅游活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作
用。”戴斌说，随着文旅深度融合发展，领略自然之美、感悟文化
之美、陶冶心灵之美在人们的旅游过程中必将得到统一。

让文化托举旅游前行，让文旅“流量”变发展“增量”。
度过又一个“中国旅游日”，我们见证并参与着中国旅游业

的蝶变，瞩望它朝着“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
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目标继续成长。

新华社记者 徐壮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让文旅“流量”
变发展“增量”架起交往交流、相知相近的重要桥梁

——“中国经济圆桌会”共话“中国游”

“锦绣山河，美好旅程”——这是2025年“5·19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
今年以来，从首个“非遗春节”全球圈粉到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从外国采购商云集中国展会到各国消费

者踊跃来华“探店”“拔草”……越来越多外国朋友走进中国，感受中国的锦绣山河，体验中国的美好生活。
5月19日，新华社推出第十七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型全媒体访谈节目，邀请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童学军，文化

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副局长石泽毅，国家移民管理局外国人管理司副司长柳佳和携程集团副总裁秦静，共话
“中国游”持续火热的“流量密码”，展望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的国际旅游新画卷。

5月19日，在山东省荣成市海驴岛海域，游客乘坐游船与海鸟互动（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李信君 摄）

5月19日，游客在江苏常州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游览。
新华社发（陈暐 摄）

5月1日，来自澳大利亚的游客在北京天坛公园游览。
新华社记者（鞠焕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