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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东盟是好邻居，好朋友。新加坡、马来西
亚、泰国等东盟国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成为最早一
批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一直都受到中国
游客的青睐。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旅游快速发展，旅游已成为
双方合作的先导。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客源国。2017
年将迎来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旅游合作，力争实现“2020年中国—东盟双
向交流达3000万人次”的目标。

中国成东盟第一大客源国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中
国和东盟国家互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2016中国—东盟
博览会旅游展日前在广西桂林召开。旅游展以“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筑中国—东盟旅游共同体”为主
题，促进中国和东盟各国的旅游交流合作，增进相互了
解和友谊，夯实民意基础，共筑中国—东盟旅游共同体。

中国已经成为东盟第一大客源国。中国与东盟的旅
游合作呈现快速发展的好势头，目前每周有上千架次航
班穿梭于中国和东盟的上百个城市之间。中国和东盟双
向人员往来已从 2003年的 387万人次，增至 2015 年的
2300多万人次，旅游交流规模创历史新高。近年来，中
国公民赴东盟旅游游客上升50%，达到1700多万人次。

中国对东盟游客的吸引力也继续上升。2016年上半
年，按入境旅游人数排序，中国主要客源市场前15位国
家中，有6个是东盟国家。东盟国家来华旅游达到650多
万人次。以毗邻东盟的广西为例，目前广西每年入境游
客超过300万人次，其中近一半来自东盟国家。

东盟密切与中国旅游合作

柬埔寨旅游部部长唐坤在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
上表示，中国正在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这两个重要倡议，加强区域及世界的联
通。旅游是两国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两国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亮点。柬埔寨非常重视中国市
场，将采取更多措施，为中国游客创造更加友好和便利
的旅游环境，力争到2020年实现接待200万中国游客的
目标。

菲律宾旅游部部长旺达近日在北京表示，菲律宾高
度重视中国市场，将在签证便利化、增加直航班次、加
强在华宣传推广等方面做出努力，吸引更多中国游客赴
菲旅游。菲律宾正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投入，欢迎有
实力的中国旅游企业赴菲投资兴业。
“美丽中国—古老长城”旅游带宣传推广活动日前在

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马来西亚旅游促进局负责人说，
目前中国是马来西亚的第三大入境客源国，马来西亚在
中国入境客源市场位居第八位。两国都拥有丰富的旅游
资源，期待双方未来有更好的合作。

近年来，中泰两国在旅游领域的合作和交流得到快
速发展，特别是中国赴泰旅游发展迅速。2015年，中国
访泰游客已达790万人次，同比增长71%。两国旅游部门
近日表示，将加大合作力度，联合整治旅游市场秩序，
在旅游接待设施、中文导游资源、文明旅游等方面展开
深度合作。

2017迎来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年

中国与东盟国家地缘相近，文缘相通，旅游合作基
础深厚稳固。在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中，旅游合作一直是
备受瞩目的领域，也是交流合作最火的领域之一。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东盟峰会上，确定2017年为中
国—东盟旅游合作年，中国与东盟国家有了更多的互联
互通，给双方的旅游合作创造了更多更良好的条件。双
方表示，将在中国—东盟旅游交流合作机制框架下，以
2017“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年”为契机，在市场宣传、
产品开发、旅游投资、人才培训、服务质量、互联互通
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高质量地实现“2020年，中国
—东盟双向交流达3000万人次”的宏伟目标。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江在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
展上表示，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
旅游合作，愿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将人文交流合作
打造为继政治安全、经贸合作之后双方关系的第三大
支柱，把旅游合作作为优先方向之一。办好中国—东
盟旅游合作年，将实现互利双赢；优化旅游环境，提
升游客体验，合力推动旅游合作提质升级，促进区域
共同繁荣与发展。

对于中国人来说，露营是一种新鲜的出游方式，既可满足玩乐的需求，
又亲近自然。不难想象，未来的某一天，中国人也许会成为露营出游的最大
群体。对此，法国媒体亚特兰蒂哥网采访了3位行业内专家，让他们谈谈对中
国露营市场的看法。

中国游客需要尝试更新鲜的方式

对于露营在中国兴起的原因，旅游业社会学家朱赛特?希克希克表示，露
营是伴随旅游和假期一同出现的出游概念，没有理由在中国流行不起来，而
习惯了一出游就住旅馆的中国人也需要尝试更加新鲜的方式，露营就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此外，选择露营也符合中国中产阶层的支出需求，符合他们回
归大自然的愿望以及越来越旺盛的内在需求。

露营网站创始人纪尧姆?帕特里奇则认为，露营在中国的兴起有两方面的
原因：其一，生活在人口密集和污染较严重的大都市，会让人们对大自然产
生一种渴求；其二，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中国人开始真正投入假期当中，这
与法国刚刚公布带薪休假法令时的情形类似。中国自1995年开始施行5天工
作制，高收入群体选择出境游，而对于那些假期较少的人来说，在国内露营
更为划算。

作为专业经营露营业务企业的人力主管，让?弗朗索瓦?巴哈勒则认为，
露营在中国的兴起还少不了中国政府对旅游业的大力支持。中国的露营地大
多集中在东部，距离北京、上海、杭州这些大都市不足100公里。

“大巴—商场—中式餐厅—旅馆”这种模式该换换

中国露营市场的兴起是否激发了法国露营产业？对此，巴哈勒表示，确
实注意到了中国客户的出现。有些是乘飞机来到法国，在目的地租赁一辆露
营车。但是巴哈勒也注意到，一些中国人采取了自驾游的方式，这是一群好
奇心旺盛并且喜欢大胆尝试的人群。如此一来，巴哈勒相信，中国的客户确
实会为法国露营业注入新鲜血液，“因为中国人十分勇敢并且适应能力强”。

巴哈勒认为，中国人的出游方式正逐渐从团体出游转向自由行，露营恰
好符合这一转变的需求。种种现象表明，露营这种出游方式将在中国兴盛，
而法国将会成为中国露营客的接待国。但是目前来讲，选择这一方式的中国
游客还不足以激活法国市场。

虽然还没有这方面的官方数据，但是巴哈勒注意到了昂热大学教师所做
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及一位大学生所撰写的关于中国露营市场的论文。这
些研究表明，在中国露营出游的潜在客户人数高达3000万。

纪尧姆?帕特里奇则认为，现在中国人的出游模式还处于“初级阶段”：
欧洲几天几国游，辗转于大巴、中式餐厅、旅店和奢侈品商场之间。因此，
现在还并不能说中国人已经是露营市场的大客户，也许再过几年，一些新鲜
事物的出现能够刺激他们发现这种出游方式。

纪尧姆?帕特里奇还表示，对于在中国建造露营地，中国人还需要学习一
些方法，比如帐篷的安装、木桩的埋置、睡袋的使用。当他们开始喜欢上露
营这种方式，会发现来欧洲露营更为方便。然而就目前而言，欧洲还没有适
应中国人的商业结构及接待语言。

（摘自《旅游外交参考》 徐玲珏编译）

以
旅
游
合
作
年
为
契
机

促
双
向
跨
境
游
上
台
阶

中
国
东
盟
共
筑
旅
游
共
同
体

本
报
记
者

赵

珊

印度尼西亚旅游部门的最新数据显示，
2016年1月至8月，到访印尼的中国游客已经超
过98万人次，外国总游客人数占比最高。印度
尼西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社会文化参赞孙浩表
示，这个数据统计不包括“十一”假期的旅游
人数，希望今年全年中国造访印尼人数达210
万人次。

服务中国游客

自去年5月起，印尼对中国游客实行免签
政策。同年7月，由印尼城市快线航空公司承
运的昆明首条直飞巴厘岛包机航线正式开通。
此前，昆明旅客前往巴厘岛，多需经过曼谷、
吉隆坡、香港等地中转，旅途耗时10至 20小
时，甚至更长。直飞航线开通后，昆明到巴厘
岛飞行时间约为6小时，为旅客节省了更多时
间去享受印尼的海滩和阳光。

孙浩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虽然印尼中文导
游人数不断增加，但现在的情况仍是供不应
求。因此，印尼旅游部与百度合作推出了旅游
地图。在印尼旅行的中国游客，只要利用百度
地图就可以搜索到当地旅馆、餐馆等的中文信
息，自己导航就可以到达目的地。

印尼除了在北京设有大使馆外，还在广
州、上海、香港等3个城市设有总领事馆。但
是，孙浩发现很多来自成都、重庆、杭州、天
津等地的中国人也很喜欢去印尼游览度假，他
表示未来印尼旅游部将加大宣传力度，照顾到
这些城市。

印度尼西亚旅游部在2015年推出了“郑和
旅游线”的构想，今年将把这个项目策划展现
出来，突出郑和曾到过的印尼城市及其文化与

中印两国之间的联系。孙浩说，虽然现在大多
数中国游客都是对巴厘岛感兴趣，但是希望中
国游客参观完巴厘岛后，可以去一些新鲜的地
方，比如郑和曾经到过的城市。

挖掘“小众”印尼

印尼推出了多种旅游套餐。除了中国游客
钟爱的度假胜地巴厘岛、雅加达，印尼还有其
他神秘地带等待着游客来挖掘。最近已经引起
中国游客关注的还有印尼生态游、森林游、探
险游。

在亚洲和大洋洲交汇处，新几内亚岛的西
面是一片由1500个小岛、浅湾和暗礁所组成的
广阔海域，其中有4个大岛米苏尔岛、萨拉瓦
蒂岛、巴丹塔岛和卫吉岛，当地人称之为“四
王岛”。这里曾被称为“世界的尽头”，潜水客
也为它起了个昵称“奇迹之海”。

孙浩说：“虽然四王岛正在开发旅游业，但
它一直保留着原始气息，不会过度开发成现代
化的旅游目的地。在岛上，游客可以体验到当
地土著人的日常风俗。现在很多中国旅行社组
团去那里，通常一团人数不超过6人。那里物
价较低，但路费昂贵，所以它吸引的都是一些
真正喜欢自然环境的游客。”

希望中印尼交流更密切

“我很希望造访中国这四个地方，内蒙古、
青海、湖南、江西。去完这些地方，我就踏遍
了中国所有省市。”孙浩最喜欢的城市是大连：
“大连的许多建筑与欧洲的建筑相似，身在大连
仿佛置身于旧金山，而且大连空气清新。”孙浩
还钟情于厦门，他认为厦门离东南亚地区较

近，比较开放，风俗文化也与东南亚国家比较
相似，“厦门人热情好客，也很友善。他们在路
上行驶井然有序，开车时很少按喇叭”。

同时，孙浩提出了不少建议，印尼游客喜
欢中国的许多城市，比如北京、广州、上海、
西安、桂林等。但是印尼游客不容易拿到中国
签证，现在能够在北京等地停留72小时的入境
政策，也只给予了东南亚地区里的新加坡、文
莱这两个国家。

孙浩说，印尼佐科总统与卡拉副总统执政
两年期间，放宽旅游政策，促进旅游经济等措
施取得显著成果。印尼与外国投资商和私营企
业的合作也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希望中国投资
商也来印尼投资景区、酒店，开发新的旅游目
的地。但是，希望人力资源比如酒店经理或服
务人员多使用当地人，这样印尼风情会更突
出。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社会文化参赞孙浩

欢迎中国游客 盼望旅游投资
张 琪

中国人将成为
露营出游最大群体

“中国景观村落”文斗苗寨是黔湘桂交界地区清水江畔一个“看得见历
史”，汇集美丽山水，融合林业历史文化为一体的传统民族村落。

贵州省锦屏县文斗苗寨坐落在海拔600米至800米的半山腰上，寨脚是依
山而造的层层梯田。从三板溪湖区码头沿着青石板街步行几百米即进入苗
寨。整个村寨被参天古树环抱，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古木丛
中，纵横交错的石板路串起一幢幢木楼。山、水、田、林、路、宅融为一
体，构成高山园林的独特景观。

文斗是中国传统村落，已被国家文物局列进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
单。这里有山皆绿，无水不清。全寨326户，1500多人。几百年来，文斗人以
爱山、亲水、护树的情怀，崇尚自然，亲近自然，演绎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
的环保佳话，文斗因而有“民族环保第一村”之称。

文斗所在的锦屏县已有500多年的林木经营历史，据史料记载，早在明代
万历年间，文斗人即已习惯了“开坎砌田挖山栽杉”的山田互补、林粮间作
的农林结合生产方式。文斗人在300年前就有意识地实施生态环保工程，文斗
苗寨遗存至今的600多株古树、3万份古代文书和100多通古代碑刻，就是文
斗苗寨环保的历史见证。

文斗苗寨“六禁碑”被专家称为“民族环保第一碑”，刊刻于清乾隆三十
八年（公元1773年），碑文规定：“不拘远近杉木，吾等依靠，不许大人小孩
砍削，如违罚银十两。各甲之街日后分落、颓坏者自己修补，不遵禁者罚银
五两，兴众修补，留传后世子孙遵照。四至油山，不许乱伐乱捡，如违罚银
五两。后龙之街，不许放六畜践踏，如违罚银三两修补。不许赶瘟猪牛进
寨，恐有不法之徒宰杀，不遵禁者送官治罪。禁逐年放鸭，不许妇女挖前后
左右锄虫蟮，如违罚银三两。”碑文内容为保护山林、保护村寨人居环境，禁
止乱砍滥伐，规范林业市场秩序等，成为当地影响久远的自治“法典”之
一，是目前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发现刊立最早的环保古碑。在“六禁碑”
旁，有一块比“六禁碑”晚立12年的另一块环保碑，碑文专门对文斗村寨附
近的林木管理做了具体的规定：“此本寨护寨木，蓄禁，不许后代砍伐，留以
壮丽山川。”

在文斗，几乎每户村民家中都保存有林业契约文书，多的达数千份。文
斗在过去的300多年中，曾是一个契约社会，这些契约在维系着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同时，更维系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

文斗苗寨：
三百年前做环保

杨秀廷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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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斗苗寨古民居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社会文化参赞孙浩

马来西亚风光 来自百度

泰国参展者在2016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上

向观众展示传统美食。 来自央广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