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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

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复杂而深

刻的变化，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世界经济重心和政治格局悄

然改变，逆全球化现象频频发生，

新科技浪潮催生新型产业，尤其

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我们对

“大变局”有了更清醒地认识。中

国正处在实现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的重要阶段，由于资源优势互补

的跨境地区在“双循环”发展格局

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区域一体化

合作意愿强烈，在此战略发展契

机下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

伙伴关系，构建利益、命运和责任

共同体。

跨境旅游是“一带一路”建设

中最具潜力的国际合作产业之

一，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

国际旅游服务贸易、投资、合作区

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实

现政策沟通、贸易畅通和民心相

通的有效途径，已然成为各国之

间开展经济合作的重要载体，集

中反映出一个国家开放合作的伟

大夙愿。

在“十四五”期间，“一带一

路”建设叠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跨境旅游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

在对外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中的

地位持续提升。旅游业关联产业

繁复,涉及部门多,覆盖领域广,

发展跨境旅游不仅能够有效带动

跨境地区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协作

沟通, 通过旅游者流动构建起个

体之间非正式的跨境联系, 更有

利于在推进跨境旅游合作项目的

进程中探索双边或多边的跨境经

济互动机制，从而形成以知识转

移过程为主线, 增强跨境地区发

展制度与机制创新能力的新模

式、新路径,促进跨境区域构建创

新经济发展系统, 提高跨境合作

区综合竞争力，带动区域经济增

长。

一、中国跨境旅游发展现

状

（一）政策支持与跨境旅游合

作区建设

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下，

跨境旅游成为双边经济贸易合作

的重要领域。为加快新时代全面

开放新格局的形成，中国加大对

沿边地区开放发展的政策支持力

度。国务院《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

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

见》（国发〔2015〕72 号）、《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兴边富民行动

“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国办发

〔2017〕50号）等文件都指出沿边

地区要依托自身资源和区位优

势，加速同毗邻国家边境地区建

立跨境旅游合作区，拓展开放合

作空间，实现跨境旅游服务的转

型升级。

中国文旅部在 2021 年《“十

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中也指出：要深

化旅游业供给侧改革，不断提高

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综合贡献

度，统筹推进国内和出入境旅游，

建立成熟的对外和对港澳台文化

交流和旅游推广体系，促进文旅

融合发展，提升文旅发展的科技

支撑水平。

跨境旅游合作区是指“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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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经济中心和政治格局悄然改变，逆全球化现象频发，尤其新冠疫情的爆

发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下区域一体化合作的重要性。跨境旅游是“一带一路”建设中最具潜

力的国际合作产业之一，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本文基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中国跨境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出中国跨境旅游发展存在合作机制不健全、基础设施不完善、传统及非传统安全威胁、跨境电商平台发展乏力

和旅游产品单一等问题，并从内循环发展、体制机制建设、数字化转型以及文旅融合视角提出中国跨境旅游发

展的突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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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边境地区共同划定一定国

土范围开展旅游合作，在划定的

范围内，以发展旅游产业为主导，

实施特殊旅游政策的区域”，具备

主体清晰、产业多元、方式具体和

空间明确等显著特征。其是探索

中的边境旅游新模式，由跨境经

济合作区衍生而来，着眼于对外

合作，目的是与相关国家共同打

造跨境旅游目的地。

随着欧盟、北美自贸区、亚

太、东盟等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国

同东盟、东北亚地区国家积极发

展跨境旅游合作以期推进次区域

经济合作。目前，中缅瑞丽 -木

姐、中老磨憨 -磨丁和中越河口

- 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基本建

成，中越德天 -板约、中越东兴 -

芒街和中蒙俄跨境旅游合作区也

在积极规划建设，相关基础设施、

产品开发和合作机制等方面建设

取得积极成就。例如，中老铁路

2021年 12月正式通车，中越铁路

项目预计 2021年底竣工，“中国 -

东盟跨境电商平台”于 2016 正式

上线启动等，中国 -东盟自驾游

基地等建设项目受新冠疫情的影

响目前尚未完成。中国跨境旅游

合作区建设在双方共同推进下取

得积极进展，但总体上分散凌乱，

合作深度、广度、规范性和可持续

性有待加强，并且受新冠疫情等

非传统安全因素和政治因素影响

较大。

（二）中国出入境旅游发展概

况

受疫情影响，中国入境旅游

市场从 2020 年春节后出现断崖

式下跌，2020-2021年几乎处于全

面停滞状态，如图 1 和图 2所示。

根据文旅部统计数据，2020年，中

图 1 2010-2021年中国入境游客人数

注：*为预测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图 2 2020年中国国际游客抵达和收入情况

数据来源：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

图 3 2012-2021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次和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