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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 

    近来年轻人主导的社交圈子里有一个热词，叫做“说走就走的旅行”。对此，舆论似乎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社会转型和大众旅游初级阶

段特有的现象，应当给予宽容和理解；也有人认为太任性了，如果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哪怕走到天涯海角，归来也只是空空的行囊。其实，这

句话只是情绪化地表达了国人内心深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自由的向往。相对于自古以来人们在特定空间里有限选择的生活方式，能够在自主的时

间，以自己喜欢的旅行方式，到访这颗星球上任何一个愿意去也能够去的目的地，想想都是一件令人激动不已的事情。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是很骨感，旅游权利的实现从来就不是没有代价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一场现实的旅行必须要具备四个基本要件：可

自由支配收入，就是要有闲钱；可自由支配时间，有闲暇；有消费意愿，总不能出去旅游老是有太多放不下的事情，回来还没完没了的自责啊；以

及，鼓励旅游和自由、便利的旅行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五年，我们先后解决了收入和时间约束的问题。现在，旅游已经成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选项，尽管人均每次旅游花费只有

八百多元人民币，但是只要愿意，每年还是可以或远或近地出游几次的。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时候，根据国务院2014年31号文件给出的目

标，国民出游率将超过4.5次。届时将有每年60亿人次的国内旅游和2亿人次的出境旅游，初步达到发达国家的门槛水平。从政策环境上看，政府和

社会各界发展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已经达成了高度共识，并为此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公共服务、旅游投资、职工带薪休假、青少年研学旅行

等方面做了大量务实有效的工作。相对而言，对于快速增长的出境旅游市场和巨额的出境旅游消费，政府和学术界一直存在着是否超前和要不要限

制的争论。这些争论正在影响中国出境旅游的发展理念和政策取向，如果最终得出超前和限制的结论，那就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旅游决策和消费行

为。 

    受起步阶段入境旅游的影响，中国的旅游发展战略主要是以创汇和拉动经济增长为政策取向的，在实践中则主要是围绕旅游目的地体系建设展

开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认为，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访，带来更多的美元、欧元、日元或者人民币收入，带来更多的就业，

发展旅游才有合法性和合理性。相反，如果游客出去了，消费外流了，则视之为不好的事情。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呼吁海外

消费回流的舆论很可能就会转化为限制导向的政策设计和贸易壁垒。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政府主流意见对发展出境旅游采取了

一如既往的支持态度。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于莫斯科召开的“中国旅游年”开幕式上指出，旅游已经成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指标，中国

人自古以来就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出国旅游尤其为人民群众所向往。在前年和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两次

提出了未来五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总数，分别为4亿和5亿人次。2015年，中国和韩国、印度、中东欧分别互办旅游年，努力促进各国之间的人员往

来。就在前不久召开的第五届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上，三方发表联合声明，提出了2015年实现互访游客人数达到2000万人次、2030年达到3000万人

次的新目标和“自由旅游区”的共同愿景。这一目标的实现无疑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出境旅游政策，而不是相反。 

    女士们，先生们，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这样的共识：旅游是人类长存的生活方式，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发展旅游的根本目的

是提高生活质量并为所有的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也即社会总体福利的增加。（世界旅游组织《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1980）每个人都有自由

离开和返回他的国家的权利（联合国《国际人权宪章》，1948、1966）旅游不仅具有增加外汇收入、拉动经济增长等经济属性，更具有增长见识，

提高生活水平和综合素质、促进人类文明等社会文化属性。人民有自由旅游的权利，更有获得人格尊严和高品质服务的权利。由是出发，“为了人

类在大地上更加自由，更有尊严地行走”、“文明、包容、共享”、“对话与无所不在的学习”，应当，也可以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旅游发展



新理念。经由各国政府、行业协会、教育、学术研究、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使之成为旅游政策和创业创新的理论基础和战略导向。 

    上述理念在国际合作中具体表现为签证、税收、航权和领事保护等旅行政策的宽松化。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政府和世界各国、各地区、相关

国际组织一道，为最大限度地促进国民旅游权利的实现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空前的成就。可以说，在采取更加积极的国际旅游政策创新方

面，政府工作是“蛮拼”的，游客评价“点赞”了。我们看到，继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给予中国游客十年有效签证后，日本、韩国、加拿大、新加

坡、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纷纷跟进，给予中国游客更多的签证便利化，包括但不限于放宽签证有效期、降低签证费用、增加签证官员数量、启用电

子签证，还有落地签证和免签证入境等过去被认为天方夜谭的便利。中国政府为了增加护照的“含金量”，也加快了与相关国家的谈判进程。自

2015年1月1日起，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等五国游客实行免签政策，这也是第50个对中国实施免签和落地签的国家和地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

“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韩、中澳等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的加快，签证政策的宽松化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说走就

走的旅行”至少在旅行证件方面不再是事儿了。 

    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特别是出境旅游，更是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为了国民放心出游，出境游客首次被全面纳入领事保

护的范畴。今年“两会期间”，外交部长王毅在关于海外民生工程时强调，“中国脚步”走到哪里，“中国保护”就要跟到哪里。作为这一宗旨的

具体落实，外交部于去年设立了全球领事保护应急呼叫中心“12308”热线，承诺并践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游客有需要，都能够及时得到

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帮助。如果说以签证便利化为代表的旅行政策有效降低了国民出游的制度壁垒，那么，针对游客的海外领事保护力度的加强

则进一步提高了出境旅游的安全感。上述信息也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关于出境旅游的政策设计与发展理念是相向而行的。 

    从历史经验来看，旅游是能够提升国民文明程度的，绝大多数游客也是自觉遵守目的地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的。前不久，一名中国游客

在圣地亚哥海洋公园遇到了一名美国人突发心脏骤停，倒在地上。他一个人坚持了十分钟的专业救援，直到专业人员赶到现场将病人复苏。近期，

中国旅游研究院正在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游客形象的大型调查项目，很快将会发布调查结果。现在每年

都有超过1亿人次的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在拉动目的地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和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少数游客的不

文明行为已经影响到了主客关系，甚至国家形象。政府正在下更大的力气引导国民文明旅游，在之前的《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的基础

上，国家旅游局还启动了《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今后，游客在旅游中出现严重不文明行为，将被拉入“黑名单”。文明程度提高

了，主客关系融洽了，海外目的地就会更加欢迎中国游客的到访。 

    女士们，先生们， 

    在看到中国政府与世界各国、各地区一道为国民旅游权利而努力的同时，我们也要提醒海外旅游目的地的政府和旅游业界：随着国民旅游经历

的增加和消费经验的成熟，他们不再满足走马观花的常规线路，而转向对目的地生活方式的深度体验。从消费结构上看，购物依然是主要的消费选

项，但是消费已经明显趋于理性，冲动性购买和炫耀性消费则明显减少了。借助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社交媒体，游客也在积极主动地表达他们的评

价。这就要求海外目的地除了市场宣传推广以外，还要从公共服务基础平台和商业服务体系两个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4月10日，中国旅游研究院正式发布了《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公民出国旅游满意度调查报告》。调查表明，出境游客对海外目的地的评价虽然

还维持在76.77分的“基本满意”水平，但是与三年前相比已经有所下降。尤其值得关注 的是，游客对于投诉处理的平均满意程度同比和环比出现

了大幅度的下降，仅得了64分。游客的抱怨主要集中在中文解说系统、中文接待环境、导游服务质量等方面，似乎也没有哪个机构对这些抱怨负责

并加以改善。就是西班牙、意大利、韩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游客对旅游投诉处理的满意程度也是很低，甚至还有社会治安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长

期得不到解决，最终会影响中国游客对目的地的选择，严重的话会失去日渐增长的中国市场。希望各国、各地区能够与中国政府在游客海外权益保

护方面的努力相向而行，哪怕是在国门之外，游客的抱怨也需要有人倾听，更需要善意的回应。 

    我们欣喜地看到商业机构正在为此而积极地作为。不仅购物中心、奥特莱斯、免税店配上中文标识和汉语导游，洲际酒店集团还在全球范围内

推出了专门针对中国游客的“洲道计划”。在“欢迎中国（Welcome Chinese）”项目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酒店和购物场所开始接受银联卡支

付、在客房里可以阅读中文报刊、观看中文电视节目，年轻人无论在哪儿都不会错过“中国好声音”了。还有机场、巴士、高铁、博物馆等，随身

带上一个“漫游宝”，出境旅游不仅可以“说走就走”，还可以“说停就停”。在这样一个旅游权利持续扩展的过程中，资本、技术和年轻人主导

的创业团队，正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旅游成为创业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 

    有了旅游权利的理念，有了日渐宽松的政策，更有商家的悉心照料，还犹豫什么呢？说走就走的旅行，让我们上路吧。 

    （作者：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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