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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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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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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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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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叠加持续发力“游在中国”火遍全球 “中式魅力”持续圈粉 让世界感受真实中国

对外开放步履坚定“中国游”前景广阔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小而美”的博物馆为何突然大量走红？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多地曾“名不见经传”的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洛阳龙门博物馆接待游客总量达3.7万人次，接近二里

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湖北省云梦县博物馆迎来2.4万余人次观众；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更是接待了超7.7万人次。
在“文博热”背景下，一些中小博物馆凭自身特色成功“逆袭”成为“网红”。

社交媒体上，有关“中小博物馆”
“小众博物馆”的讨论和推荐热度走
高。“拒绝人挤人”“免预约免排队”等
关键词成为“流量密码”。

《2024抖音博物馆年度数据报告》
显示，这一年平台上的博物馆账号数
较上年增长 127 个，新开通账号的博
物馆大多在二三线城市，十堰市博物
馆、洛阳博物馆等小城博物馆粉丝量

迅速超过1万。
走红的中小博物馆，各有各的

“美”：湖南桃江县博物馆坐落在景区
内，享受到景区游客带来的红利，开放
一年半不到，达 25 万人次参观；山西
晋商博物院推出算盘创意手作、晋商
密押破译、瓦当拓印等沉浸式体验，孩
子们乐在其中；四川自贡盐业历史博
物馆记录了自贡井盐文化的历史背景

和技术进步……
和大馆相比，“出圈”的中小博

物馆大多特色鲜明、多元活泼，让观
众在短时间内快速了解一地一物的
全貌。

“历史上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地方，
却能在这里被细化成独属于岳阳的历
史文化。”观众贾女士对参观湖南岳阳
市博物馆的经历记忆犹新，“尤其是在

岳阳楼部分，把‘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的前因后果都解释得清清楚楚，让我
了解了他之前干了什么、为什么被贬
等这段历史。”

不做“百科全书”，只讲好本土故
事；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常远
霞看来，中小博物馆就像历史拼图中
的细节图，致力于挖掘本土历史文化
资源，做好价值阐释。

有博物馆学家曾言：“博物馆不在
于它拥有什么，而在于它以其有用的
资源做了什么。”中小博物馆火起来的
背后，离不开持续创新、用心经营。

——小切口策展别具匠心。上海
观众李女士趁“五一”假期来到杭州市
临平博物馆，参观“国色——中国传统色
彩中的文化现象”展。她表示，展品虽不
多，但每一件都精彩绝伦，古人的色彩应
用展现出对自然和社会秩序的理解，让
她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蓝釉爵杯陈列在静谧的时空窖
藏、元代石刻融入徽派雕刻长廊……
安徽徽州历史博物馆以“精品文物群”
为重点，对特色文物进行针对性展陈，
营造沉浸式的观展环境。中小博物馆
的馆藏特点让“一物一策”展陈开发成
为可能。

——用新体验吸引观众。洛阳
古墓博物馆近年由“冷门”变“爆款”，
推出的“古墓探宝 妙游地宫”等沉浸
式游览项目备受年轻人欢迎。

“观众在这里接触到的不是孤立
的器物，而是完整的中国传统墓葬文
化。这种体验，正是我们区别于其他
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分析走红原
因，洛阳古墓博物馆副馆长张建文说。

对于中小博物馆来说，尽可能延
长观众在馆时间十分重要，在提升线
下体验的同时，促使观众进行社交媒
体分享。

——文商旅结合，融入日常生活。
为了提升“存在感”，增加博物馆与公

众的接触，一些中小博物馆选择将特
色展览融入商圈街区；还有公共商业
空间引入小型博物馆，以提升其文化
场域特色。

以古陶瓷与古灯具为特色的广东
中山龙泉博物馆坐落于同名酒店中，
为当地灯饰产业的发展增添了文化色
彩；位于宁波海港城内的地质宝藏博
物馆，实现了博物馆观众流量与商场
消费者流量的双赢共促……博物馆与
人们日常生活的联系越发紧密。

对于中小博物馆来说，馆藏文物
数量和级别有限、号召力不足的问
题客观存在。自 2021 年国家文物局
明确提出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
以来，吉林、四川、河南等多地出台

“大馆带小馆”等举措助力中小馆提
质升级。

例如，青岛市城阳区博物馆先后
引入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陕西周秦汉唐
文物精华展、敦煌研究院的敦煌石窟
艺术特展等，不仅让中小博物馆分享
到大展的影响力，也丰富了当地的文
化体验。

有中小博物馆工作人员反映，由
于人手不足，博物馆的语音导览、线上
展览、互动屏、文创设计等均由本馆工
作人员来操刀，整体水平有限。文物
内涵阐释不充分、表达不生动等情况
也较为普遍。

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研究馆员
王瑞霞建议，充分利用文博系统已退
休或接近退休年龄的专业技术人员
组成业务工作组，深入到中小博物
馆，在一定时间内帮助中小博物馆提
升业务能力。

中小博物馆的优势在于在地性。
在积极向外借力同时，也要加强自身
建设，探索更多合作模式，实现可持续
发展。

徽州历史博物馆将“夜游”博物馆
与现代剧情表演创新结合，举办两年
便成为歙县文旅重要 IP，旅游旺季日
均接待游客超 4000人次；“五一”假期
河北定州博物馆文创产品购物店销售
额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16%……一些中
小博物馆成为当地激活文旅消费的

“破圈”密码，为旅游大产业蓬勃发展
注入新动力。

沈阳市文博中心主任李声能认
为，中小博物馆可以通过征集老物
件、老照片等与当地生活、文化相关
的藏品等方式，将散落在民间的有
收藏价值的物品纳入展陈体系，盘
活社会资源的同时加强与观众的情
感联结。

专家指出，基层博物馆要勇于尝
试，开拓思路，利用实地宣讲等方式开
展基层社会教育活动，进社区、进学
校，为广大公众提供层次多样的文化
服务供给。

将资源限制转化为创新动力“小而美”的博物馆火了

推陈出新形成差异化竞争

新华社记者：杨湛菲、刘美子、马晓洁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