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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到强 与改革开放同行

如今，中国百姓生活富裕了，闲暇时间
增多了，大家最想做什么？节假日里什么最
火？回答一定是：旅游。随着大众旅游时代
的到来，旅游已成为中国百姓幸福生活的刚
需和休闲度假的首选。

然而，上世纪 70 年代，旅游对很多中
国人而言还是一个生僻词，只是和公务出
差、外事接待有关系。1978 年改革开放，
中国旅游迎来蓬勃兴盛的春天。到上世纪80
年代，入境游最先兴盛，国内游开始起步；
出境游以探亲游、边境游为主要类型进入试
点试行。90年代，国内游、入境游、出境游
三大市场相继开始活跃，中国步入亚洲旅游
大国行列。进入21世纪，黄金周假日开启了
大众旅游的序幕，旅游开始真正进入普通大
众的生活。

旅游业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旅游
协会会长段强认为，旅游业是中国改革开放最
先锋的行业，也是发展最快、创新最快的行业。

中青旅成立于1980年，是改革开放后成
立的第一家旅游类企业。1997年，中青旅成
为中国旅游业第一家完整旅游概念的 A 股上
市公司。38年来，中青旅积极参与了现代旅
游服务业发展的历程，始终为海内外游客提
供高品质的旅游服务。

成立于 1954 年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以外事接待为主，是新中
国第一家接待海外游客的旅行社、第一批获
得国家特许经营出境旅游的旅行社。改革开
放给国旅总社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国旅总
社从中国旅游业的开拓者转型成为中国现代
旅游服务业的开创者。

华侨城诞生和成长于改革开放前沿深圳，
建设之初就在持续践行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
战略，从1989年建成中国首座主题公园“锦绣
中华”，到世界之窗、欢乐谷、东部华侨城、欢乐
海岸等一系列文化旅游创新产品，华侨城持续
为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的文化旅游产品。

从看小旗、跟导游、集体游览的团队
游，到一部手机实现说走就走的自由行，40
年间，中国旅游创造了许多奇迹。现在，游
客使用手机就可以轻松完成旅游中吃、住、
行、游、购、娱等所有环节。以互联网为代
表的新兴科技支撑着中国旅游的创新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人旅游出行还是一
个出门订酒店要靠朋友，买张机票还需要给
卖票人递根烟的年代，出行面临种种不便。
1999年，携程旅行网诞生，是互联网和旅游业
无缝对接的典范，打造了一个全方位、立体式
的覆盖旅行全程的服务链，从机票酒店预订，
拓展到度假、商旅、门票、邮轮、汽车、高端旅游
等综合领域，是中国在线旅游的开拓者和引导
者。携程相关负责人表示，携程走过的将近
20年的成长，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
市场红利。

随着中国出境游的火爆，中国的移动支付
在海外越来越普及。不少游客发现，境外移动
支付的普及程度超出预期，在免税店、景点、
餐厅、出租车甚至一些夜市摊和水果摊都能移
动支付。支付宝的境外线下支付目前已经覆盖
超过40个国家，接入了吃喝玩乐、交通出行
等数十万家的海外各类商户门店，范围涵盖餐
饮、超市、百货、便利店、免税店、主题乐园
等几乎所有消费场景，同时在超过80个国际
机场提供实时退税服务。

美丽中国 海外客爱游神州

中国有美丽的风景和悠久的历史，也有灿
烂的文明和美好的生活；既有五千年的优秀传
统文化，也有充满活力的当代文化。伴随改革
开放，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知中
国，爱上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入境游的迅猛
发展。旅游，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旅游外
汇收入成为中国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之一。

中国旅游从入境游起步，经历了40年的
辉煌成就，入境游从 1978年的 180.92万人次
增加到 2017 年的 1.39 亿人次，年均增幅达
11.8%，增长了76.8倍。按照世界旅游组织的
预测：“到 2020 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
旅游目的地国家”，中国将继续向世界分享美
丽中国的精彩未来。

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重庆、桂林
等城市深受海外游客的青睐。缅甸、越南、韩
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蒙古国、马来西亚、菲

律宾、印度等国的游客最喜欢游中国。游览观
光和休闲度假是入境游客访华的主要目的。
文物古迹、山水风光、文化艺术、美食烹调是他
们最为喜爱的旅游内容。

近几年，由于受到旅游产业综合发展带动
以及签证便利化、国际航班增加、免退税业务落
地、系列旅游年活动开展等积极因素的拉动，入
境游实现了持续稳定增长。多地整合资源，推出
徒步探险、文化探寻、中医养生、美食烹饪等定制
旅游产品以及会展节庆、文化演出、修学研学等
旅游产品，这些项目逐渐成为入境游的新热点。

走遍全球 为世界旅游贡献

近日发布的 《2019 春节出境游趋势报
告》 显示，76%的受访者表示，希望在 2019
年春节进行出境游。如今，到海外过中国
年，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40年

前，这种情况不可想象。
1983年，香港、澳门对内地居民开放旅游

后，广东地区的“港澳探亲游”成为出境游的
开始。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放中国
公民赴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旅游。1997
年，正式开启中国公民自费出境旅游业务。中
国公民出境游是旅游需求的延伸和升级，也是
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

现在，中国人出境游的脚步走得越来越频
繁，越来越遥远，经历了从近到远的路线：从东
南亚到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非洲，最后
到达南美洲和南北极。中国出境游一直持续
增长。2017年中国出境游市场达到 1.31亿人
次，出境旅游花费 115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6.9%与 5.0%。中国是对全球旅游消费贡献最
大的国家。截至今年3月，中国正式开展组团
业务的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地区）达到 129
个。有预测，到2020年，将有1.57亿的中国游

客到世界各地旅行。
中国出境游经历了高速增长后，现在趋于

稳定发展，中国游客的核心诉求经历着从“美
丽风景”到“移动购物”，再到“美好生活”的
转型。中国游客对于体验当地人生活方式的需
求在增长。美食、自然探索、户外运动、避寒
避暑、城市休闲、深度体验等当地化的旅游体
验内容最为中国游客所青睐。尽管购物仍然为
花费最高的项目，但购物比重收缩，购物内容
转向日常用品，这些变化反映出中国游客消费
行为的理性转变。

经济支柱 富民的幸福产业

改革开放前，中国旅游业是外交事业的组
成部分，尚不具备现代产业特征。改革开放
后，中国旅游业迅速成长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
业，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显

示出巨大活力，与 110 多个行业相关、融合发
展，对国家调结构、扩消费、稳增长、惠民生都
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近日在2018旅
游集团发展论坛上表示，旅游是人民生活水
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已成为新时期人民
群众美好生活和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内容；
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
动力，也为整个经济结构调整注入活力；旅
游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领域，是文化建设
的重要载体，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旅游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

目前，中国旅游业经济效益大幅提升，成
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截至去年底，全国共
有旅行社 2.79 万家，旅游景区 3 万多家，住宿
机构45.78万家，旅游集团20强交易总额达到
1.53 万亿元。2017 年旅游业综合贡献 8.77 万
亿元，对国民经济的综合贡献达 11.04%，对住
宿、餐饮、民航、铁路客运业的贡献超过 80%，
旅游直接就业 2825 万人，旅游直接和间接就
业8000万人，对社会就业综合贡献达10.28%。

旅游业列“五大幸福产业”之首，每年有近
50亿人次的旅游市场。旅游成为衡量现代生
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成为传承中华文化、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国民素质、促进社
会进步的重要平台。旅游还助力生态文明建
设，并带动大量贫困人口脱贫，很多地方的绿
水青山正在通过发展旅游业转化为金山银山。

在中国，旅游+扶贫既是重要的扶贫攻
坚之路，也是重要的旅游发展之路。据不完
全统计，“十二五”期间，中国通过发展旅游
带动了 10%以上贫困人口脱贫，旅游脱贫人
数达 1000 万人以上。“十三五”期间，中国
旅游扶贫目标是：每年实施 200 万贫困人口
通过旅游业发展实现脱贫；到2020年，通过
乡村旅游带动1000万贫困人口脱贫。

雒树刚表示，旅游行业应努力践行“见
物见人见生活”的总体要求，尽最大努力满
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需求的同时，要创造
国际视野和中国风格的当代文化，还要充分
利用中国地理空间广阔、文化丰富多彩的优
势，增加弹性供给，开发多样化的冰雪旅
游、避暑旅游、夜间旅游、研学旅游、民俗
文化旅游等新产品。

助力外交 亲切的民间使者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人来
往。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
的桥梁，是增强人们亲近感的最好方式之
一。旅游是开放的窗口、友谊的纽带，是民
间外交最活跃、最有效的渠道之一。

回顾历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中国改
革开放以前，旅游对外合作起着邦交正常化
和润滑剂的作用，具有“破冰”、“融冰”的
效果。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旅
游业走在最前沿，由外事工作的一部分转变
为对外服务贸易的一部分，通过旅游让世界
了解中国。进入新世纪，中国旅游进入双向
交流合作的新阶段，旅游逐渐纳入重大外交
活动。2015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了“旅游外交”。旅游外交已经成为新时代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5年来，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世界舞台
上不断展现中国风采，向世界持续传递中国声
音，为世界带去中国微笑，它就是中国游客。
到海外旅游的一个个中国人是最好的国家间
交往的民间使者。中国游客在美国救人的事
迹获得美国人的点赞，在世界上树立了“中国
好游客”的形象。旅游已经成为讲好中国故
事、加强与世界联系的重要平台。

旅游年作为旅游外交的重要载体，在外交
中的独特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国际经贸合作和
人文交流最活跃、最具潜力的方面。中国旅游
年 的 朋 友 圈 正 从 一 枝 独 秀 到 春 色 满 园 。
2012-2013 年，中俄两国互办旅游年，拉开了
中国与相关国家互办、共办“旅游年”的序幕，
创立了以旅游活动支持国家外交大局的新模
式。之后，中美、中印、中韩、中澳、中瑞、中丹、
中哈、中国—中东欧、中国—东盟、中国—欧
盟、中国—加拿大等多个旅游年相继举办。

中国在世界旅游舞台的地位正在由参与者
变为主导者。由中国发起成立的第一个全球
性、综合性、非政府、非营利世界旅游组织
——世界旅游联盟去年成立。如今，中国正积
极拓宽国际合作渠道、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参
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提升
在世界旅游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四十年，中国人昂首走世界
本报记者 赵 珊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中国旅游筚路蓝

缕，沐雨栉风，从无到有，从小到强，从外交事业

的延伸与补充，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

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现已全面融

入国家战略体系中。中国连续多年保持全球最大的

国内游市场、第一大出境游客源国和第四大入境游

接待国地位，为世界旅游的发展主动担当，成为世

界旅游的重要力量。

今年国庆黄金周，中国游客在西班牙祝福祖国。中青旅供图

今年国庆，外国游客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胡庆明摄 (人民图片)今年国庆，外国游客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胡庆明摄 (人民图片)中国游客在埃及过春节。中青旅供图中国游客在埃及过春节。中青旅供图

中国游客在挪威全球最大的姜饼城使用支付宝消费。支付宝供图中国游客在挪威全球最大的姜饼城使用支付宝消费。支付宝供图 中国游客在罗马尼亚锡比乌广场休闲。新华社记者陈 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