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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持续走热
“沿着河边走，我发现这里超级干净，有很多人在公

园里运动，满满的松弛感……”在城墙上远眺钟楼，在城
墙脚下沿护城河散步，来自英国的克里斯一家五口在西
安玩了一周，把旅游经历拍成视频与海外观众分享，收获
大量关注点赞。

像克里斯这样选择来中国旅行的外国游客越来越
多。

国家移民管理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
国各口岸入境外国人1463.5万人次，同比增长152.7%；其
中，通过免签入境854.2万人次，占比52%；预计今年下半
年外国人来华热度将持续升温。

携程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入境游订单同比增
长超1.6倍。“与2019年相比，入境中国前20大客源国几
乎没有变化，但国际航班恢复率较高或者享受免签政策
的国家，订单增速更高，排位上升比较明显。”携程研究院
行业分析师王亚磊说。

携程日前发布的《2024暑期旅游市场预测报告》显
示，暑期入境旅游订单同比增长1倍，上海、北京、广州、
成都等是入境游热门城市。

记者采访发现，外国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有不
同偏好：北上广等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一线城市，往往是外
国人游中国的“新手村”；成都、张家界、新疆、重庆等地则
成为“二刷”“三刷”中国的进阶选项。

中国旅游研究院入境游客满意度专项调查显示，超
过六成受访者将“体验中国文化”作为来华旅行的主要目
的。

美国人布莱恩·林登在中国生活了20年，他在云南
经营的酒店与美国多所学校合作开展研学活动。“旅游不
仅是游山玩水，也是不同国家人们交流交往、增进了解的
重要渠道。”布莱恩·林登说，美国学生来到中国后，往往
会被中华文化深深吸引，并对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印象深
刻。

意大利旅行商恩里科·拉德里扎尼从事旅游行业已
有40余年，他告诉记者，意大利游客喜欢花时间参观古
遗址与博物馆，体验中国的民俗风情，“我们收获的不仅
仅是照片，还有朋友”。

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入境游业务负
责人方方介绍，一些来自欧美的学生团对华为、比亚迪等
中国企业，以及无人汽车、无人机等行业很感兴趣，想要
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发展情况。

“中国游”走热的背后
外国人“中国游”高涨的热情背后，离不开中国免签

“朋友圈”的一次次扩容——
2023年12月1日起，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

班牙、马来西亚6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单方面免
签政策；

2024年3月14日起，将免签政策实施范围扩大至瑞
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持普通护照
人员；

2024年7月1日起，对新西兰、澳大利亚、波兰3个国
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

此外，位于18个省区市的38个对外开放口岸目前对
54个国家人员实施72小时或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7月4日下午，波兰籍旅客斯维塔瓦从杭州过境转机
前往新西兰。他说，得知有免签政策就开始计划来中国
旅游了，“办手续花时间又花钱，免签政策让我们不再受

各种手续之累，好极了！现在只要一张机票，就能来体验
不同的自然、文化和生活。”

提升支付便利性，优化景区预约购票程序，提供多语
种文旅服务……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先后出台多项举
措，推动外国游客入境游便利化。

德国游客肯高飞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去年来中国
时，他找朋友帮忙才能进行电子支付。这次到广州后发
现，用银行卡绑定手机支付软件，就能顺利订火车票、在
地铁刷码进站。“太方便了！”他在自己拍摄的旅行视频中
兴奋地说。

还有城市拿出吸引游客驻足游览的“独门秘籍”。
今年6月底起，广州向国际中转旅客提供免费一日

游服务项目，包括免费旅游巴士、英文导游、景点参观、点
心午餐等。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国际中转旅客在有限
时间内增加对广州的了解，也让旅客们实地感受广州人
的热情好客。”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刘晓明说。

英国温迪吴旅游公司英语领队孙涛说，近年来，公司
在安排入境游行程时特别注意让游客多方面领略中国的
风土人情和社会发展，比如今年推出的“坐高铁游中国”
就是希望外国游客能领略“中国速度”和沿路风景。

如何持续提升吸引力？
近年来，中国移动支付发展迅速。如何在中国“无障

碍”消费，却成为许多习惯使用现金、信用卡的外国游客
的一大难题。

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副局长石泽毅表
示，目前，许多饭店都已经重新升级改造了POS机，多地
的机场、景点、购物场所也都布设了外卡POS机，方便外
国游客支付。

还有自由行游客和旅行社工作人员反映，景区门票
预约对外国游客不太友好。“必须在出行前7天预订，我
们事先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只能在外面绕着走走。”一名
未能预约门票的外国游客在景区外告诉记者。

对此，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副司长吴科锋表示，
大部分景区目前都保留了人工售票窗口，为入境游客提
供线下购票服务；重点旅游景区线上预约程序提供英文
界面、将外国护照等纳入认可使用的身份证件范围等举
措正逐步推进。

随着外国游客日渐增多，部分酒店、景区外语人才尤
其是小语种人才不足。对此，一些旅行社正在加大外语
导游招募、培训力度；不少景区进一步完善多语种标识及
导览设施，不断提高工作人员外语服务水平。

也有业内人士建议，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和服务供
给，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

西北大学旅游管理系教授梁学成认为，入境游已进
入“分众化”时代，未来，更具个性化、差异化的旅游线路
和营销思路将更受欢迎。

奥地利旅行商沃尔特劳德·伊丽莎白建议，可以把丝
绸之路的历史融入旅游产品中，增强与欧洲游客的贴近
性。“慢旅游”、自行车旅游等方式也备受欧洲游客青睐，
可开发更多相关资源。

“没有什么比旅游更能让各国人民直观感受一个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副
司长傅瀚霄表示，将通过发展沉浸式文旅体验、旅游演
艺、冰雪旅游、夜间文旅、避寒避暑、城市漫步等旅游新业
态，用优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让外国游客在旅游过
程中饱览中国的锦绣山河和灿烂文明。
（新华社记者杨湛菲邓瑞璇蔡馨逸张瑜张璇徐壮）

“中国游”走热
吸引力如何持续？

从北京地铁、成都街头到杭州湖边，近期，国内一些旅游城市内，来参观
游览、品尝美食、与熊猫合影、体验广场舞的外国友人日益增多。

社交媒体上，“China Travel”（“中国游”）标签也成为众多博主的“流量
密码”，不少人分享旅游体验，成为中国旅游的“最强嘴替”。

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十里画廊景区，韩国游客在“三姐妹峰”前
拍照留影。 新华社记者 陈振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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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龙胜黄洛瑶寨，外国游客与村民演员在红瑶民俗文化表演
中互动。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