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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 热 点

世界旅游热门目的地之一

“City 不 City 啊”“好 City 啊”……近期，
“City”成为网络时髦用语。这个用法出自一名
来中国旅游的外国视频博主，他在和家人聊天
时 ， 总 会 问 一 句 ，“City 不 City 啊 ”。 所 谓

“City”，可以理解为城市化、洋气，甚至有点
“刺激”的意思，用来表达看到许多场景、现象
时的震撼、开心、喜悦之情。“我也刚刚看到这
个词的新用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
会上表示，“很高兴看到外国朋友们在中国享受
美景美食，亲身感受生动真实的中国。”

新加坡 《联合早报》网站文章称，在上海的
传统景点豫园和外滩以及网红街区“巨富长”（巨
鹿路、富民路和长乐路的简称），外国旅客正在增
多。许多外国博主拍摄自己在中国旅游的 Vlog，
让“中国旅游”在国内外互联网上鲜活火热起来。
他们镜头里的中国立体丰富、多姿多彩，视频得
到大批网友转发、评论和点赞。

正值暑期旅游旺季，远道而来的“背包
客”活跃在各个城市的街头巷尾。到故宫感受
中华文化的千年传承、到外滩体验科技满满的
现代中国、到张家界打卡 《阿凡达》 取景地、
到桂林一睹“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山水画卷……
外国旅客中国游的“打卡清单”正变得越来越长。

中国旅游研究院国际研究所所长杨劲松
说：“2024年以来，中国入境旅游环境发生了积
极向好的变化。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旅游热门目
的地之一。”

多项举措发挥效能

随着中国不断放宽入境政策，外国旅客来华
观光旅游更加便利。

大学生安德森是一名来自丹麦的旅游达
人，偶然从网上得知能在中国享受 144 小时过
境免签，刚放暑假的他立马就订了在成都天府国
际机场中转的机票。“我特别喜欢大熊猫，四川是
大熊猫的故乡，一直想来看看。”安德森说。

近日，国家移民管理局举行新闻发布会通

报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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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同比增长190.1%。国
家移民管理局预计，下半年来华外国人还将呈
大幅增长态势。

“4月份，一位俄罗斯旅客从浦东机场过境
去巴厘岛，向我咨询2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他
问我可不可以出机场，他们特别想去上海市中
心玩一下。我向他介绍了 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
策，还向他推荐了豫园、外滩等景点。”上海机
场边检百人外语志愿者服务队的俄语志愿者王
雪说，“5月，他又看到了我，专门过来告诉我，
上次在上海玩得特别开心，还说他这次办理了
144小时过境免签，计划去江浙沪好好看一看。”

为了推动支付便利化，优化外国旅客入境
游支付体验，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措施。4
月，中国人民银行、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外汇
管理局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
优化重点文旅场所支付服务 提升支付便利性的
通知》明确，三星级及以上旅游饭店、国家5A
级和 4A 级旅游景区、国家和省级旅游度假区、
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要实现境内银行卡受理全
覆盖。重点文旅场所相关经营主体应保留人工
售票窗口，支持现金支付，保障消费者支付选
择权。积极推进在外籍来华人员较多的文旅场
所布设外币兑换业务网点，提升外币兑换服务
水平。持续完善移动支付服务，优化业务流
程，丰富产品功能，提升文旅场所线上、线下
场景移动支付便利化。

“大约7年前，我带领研究团队针对‘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来华留学生展开了一项调查。
调查主要围绕一个问题展开，‘你希望把中国当
下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带回你所在的国家’。我们
发现，移动支付是留学生提及率最高的事项之
一。留学生们普遍认为，移动支付让人们的生
活更便利。然而，对于短期来华的外国旅客而
言，移动支付是与他们原本生活方式差异较大
的新事物。如何让移动支付带来的便利与短期
来华外国旅客共享，提升外国旅客来华体验？
这个问题成了我们研究团队关注的重点。”北京
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副教
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执行院长
吴浩说，2024年，他的研究团队针对来华旅客

的移动支付体验问题展开了专项调查研究。调
查显示，在关于进一步优化服务提升支付便利
性的意见出台后，一系列外国旅客移动支付便
利性措施持续落地并发挥积极效能，大多数短
期来华旅客都能够顺利使用移动支付方式，他
们认为中国移动支付正在变得更加便捷。

打造更好行业环境

吴浩研究团队2024年针对来华旅客的调查
数据显示，很多首次来华的外国旅客来自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当
前，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正在加强互
联互通建设，包括提升基础设施配套水平的

‘硬联通’、打通行业标准的‘软联通’和民心
相通的‘心联通’。大力推动便利人员往来举措
落地，让更多外国旅客有机会来到中国，亲眼
目睹中国的古老文明与现代发展，亲身感受中
国民众的热情友好，是建立‘心联通’的重要
路径。”吴浩说。

“中国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将会带来一系
列积极影响。”杨劲松表示，一方面，更多外国
旅客来到中国，近距离观察中国，有利于推进
中外民众相互了解，也有利于带来更多商业合
作机遇；另一方面，更多外国旅客来到中国，
为中国旅游业提供新视野，提出新挑战，有利
于中国旅游行业更好地与国际接轨。中国旅游
行业应当抓住这一机遇，在供应链调整、目的
地建设、公共服务优化等方面进一步提升行业
水平与行业标准，促进旅游行业良性发展。

“相关部门与行业正以积极姿态迎接来华旅
客，为正在持续的入境游热潮打造更好的行业环
境：激发经营主体主观能动性，整合文旅部门和
机构的资源，形成合力，紧密协调，充分开发历史
文化资源，赋能旅游行业发展。”杨劲松说。

图①：上海豫园，外国游客络绎不绝。图
为外国游客在豫园内拍照。

王 初摄 （人民图片）
图②：今年前往湖南省张家界市旅游的韩

国游客数量大幅增长。图为在张家界国家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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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过中轴线，拐进小胡同，德国游客在骑行漫游
中走进中国首都特有的“毛细血管”；行走在苏州园林
的亭台楼阁间，波兰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感受中国
古代建筑风韵；登长城，观沧海，俄罗斯游客在秦皇
岛感受山海之间的独特长城风光；拌肉馅，擀面皮，
从头到尾学做上海小笼包，奥地利游客在上海中华料
理工作室的“烟火气”里，学做一天上海人……近
来，外国游客入境旅游热度不断攀升，许多中国故事
也随之在海内外社交平台传开——

许多中国城市的居民用视频记录下街头巷尾“偶
遇”外国游客的故事，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因为旅游
结交外国朋友。“China Travel （中国旅游） ”成为海
外社交平台的搜索热词，由外国游客捧红的“City不
City 啊”等“潮言潮语”在海内外社交平台同步风
靡，许多外国网友发现社交平台上关于中国吃喝玩乐
的“高赞”视频有意思、刷不够。

今年以来，中国入境旅游市场发展态势持续向
好。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给中国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活力
的同时，中国旅游业态的丰富和创新也给海外朋友带
去惊喜。除了传统跟团游，骑行游、“City Walk （城
市漫游） ”、本地人陪玩等更加定制化个性化深度游的
旅游方式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选择。中国不
同省份各具特色的自然人文风光，也吸引着旅游需求
不同的外国游客。有市场调查发现，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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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张家界、昆明等地则
是不少外国游客“二刷”“三刷”中国的“进阶玩法”。

为什么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喜欢畅游中国？今年以
来的入境旅游热潮，离不开系列配套政策和基础设施
的完善：单方面免签国范围的不断扩容、过境免签政
策的进一步推行、签证政策的全面优化，加之持续推
出的支付便利化措施，显著提升了外国游客来华旅游
的意愿。各旅游目的地持续推出富有文化底蕴的旅游
体验项目和活动，也丰富了入境游客可体验的文旅场
景和内容。

如何让海外朋友在中国吃得满意，住得舒心，玩
得尽兴？中国政府和文旅相关企业都在持续努力。培
育更多外语导游，规范打车、住宿、景点预约等旅
游相关业务，加大在海外市场对中国旅游资源的推
广和介绍，及时反馈和处理外国游客在旅游期间遇
到的实际问题……外国游客入境游的长足发展，既
是中国文旅产业不断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推动中
国旅游业继续提质升级的强大动力。在外国游客来到
中国、了解中国、爱上中国的同时，中外民间交流也
在进一步扩大。

山清水秀、文明璀璨的中国，吸引着海外朋友纷
至沓来。在中国文旅产业与外国游客的良好互动中，
在中国民众和海外朋友的热情交往中，中国对外开放
的大门将继续敞开，欢迎八方来客。

“City不City啊”网络爆红 “中国旅游”持续升温

外国朋友亲身感受生动真实的中国的中国
本报记者 徐令缘

最近，得益于中国多项便利人员往来举
措落地实施，外国旅客入境游便利度不断提
高，“中国旅游”持续升温。在社交媒体，中
国旅游视频热度走高；在中国的街头巷尾，
外国旅客的身影频频出现。国家移民管理局
预计，下半年，随着72/144小时入境免签持
续，来华外国人还将呈大幅增长态势。越来
越多外国旅客将中国选为旅行目的地，亲身
感受生动真实的中国。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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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接一辆载着电动机场巴士的巨型拖车驶
出 TAM 欧洲商用车研发制造公司的工厂大门，
开启前往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的“服役”之路。
这是记者日前在斯洛文尼亚第二大城市马里博尔
郊区看到的情景，中国技术助力这家斯洛文尼亚
民族品牌车企逐梦巴黎奥运会。

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此次订购的24辆电动巴
士将在7月26日开幕的奥运会期间投入使用，以
确保奥运期间机场高效运行。

“这对我们意义重大。”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马
富雄对记者说，这不仅是对公司产品质量的高度
认可，还体现了品牌的区域影响力，为公司未来
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起到积极作用。

TAM欧洲商用车研发制造公司的前身马里博
尔汽车厂成立于 1947 年，曾是当地著名的卡车、
拖车和军用汽车生产商，是马里博尔市支柱企
业。然而，随着市场变化和经济转型，企业面临
更多挑战，经历多次重组并几易其主，最终于
2011年宣布破产。

该公司生产技术部门主管戈拉兹德·布比奇
在这里工作了30年，对十多年前企业陷入困境仍
记忆犹新：“当时我压力很大，很忧心。后来中
国公司接管企业，我很高兴看到这一品牌走得更
远。这些年来，我们在努力奋斗，如今 TAM 品
牌前景光明。”

企业被中国公司接手后保留了原有商标，于
2013 年恢复生产，现在是商用车行业的重要参与
者。“中国人给这一品牌注入了活力。”布比奇说。

公司定期派本地员工前往中国工厂学习新技
术，而中方技术人员也定期到斯洛文尼亚工厂进行
现场指导。布比奇多次前往中国参加培训，从一名
装配线的组长成长为如今的生产技术部门主管。

同时，他也深深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他表
示与中国同事一直合作得很好。“和他们交往很愉
快，他们很尊重人。我有很多中国朋友。”他说。

谈到公司技术升级和转型，布比奇说，过去公
司制造内燃机巴士，现在专注于绿色解决方案，例
如电动巴士和氢燃料巴士，以及“油改电”巴士。

马富雄介绍：“在环保方面进行升级是我们
得到巴黎机场订单的重要原因。”此外，公司与
百余家国际机场合作的成功经验，以及在欧盟范
围内建立40多个维修中心的优质售后服务，都是
此次拿下奥运订单的重要因素。

马富雄说，在新能源领域，欧洲供应链存在
短板。“我们通过向当地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提供
技术支持，帮助其生产出符合我们汽车标准的零
部件。”过去中国引进欧洲技术，现在中国技术
也在促进当地产业链升级。

该公司还与当地学校、组织和社区保持密切
联系，与产业工人培训项目深度合作，以培养当
地专业技术人才、增加就业、提升企业本地化管
理水平。

对于公司未来，布比奇表示乐观。他说：“我们
的品牌知名度越来越高。我们的用户不仅仅在欧
洲，在非洲、中东等地区也有。”

（据新华社电 记者周玥）

中国技术助力斯洛文尼亚

民族品牌逐梦巴黎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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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2024年印度尼西亚国际汽车展在位于印尼万丹省唐
格朗的印尼会展中心开幕，数十个国际汽车品牌亮相本次车展。车
展将持续至28日。

上图：2024年印尼国际汽车展上的中国汽车品牌比亚迪展台。
右图：人们在参观2024年印尼国际汽车展。

新华社记者 徐 钦摄

印尼国际汽车展开幕印尼国际汽车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