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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特种旅游开展情况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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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旅游是我国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一种旅游产品，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起

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更好地开展这项活动，现将近年来全国特种旅游情

况综述如下：  

一、我国特种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  

我国的特种旅游产生于 80 年代初，是随着对外开放而产生、发展起来的

一种旅游产品，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以下阶段：  

1.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  

1982 年 10 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下发了《批转公安部、总参谋部、

外交部和国家旅游局四部门制定的 〈关于外国人在我国旅行管理的规定〉的通

知》（ [1982]31号）；1986年9月，公安部、总参谋部、外交部、海关总部和国

家旅游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对外国人乘自备交通工具旅行管理工作的通知》

（[1986]公发27号）。上述两个文件的发布，使组织外国人来中国进行特种旅游

活动得以实际开展。  

这一阶段，特种旅游活动极少，政策性非开放地区限制较多，审批比较困

难，参与组织特种旅游项目的旅行社仅有少数几家，旅游线路少，游客量不大。  

2.积极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  

这一阶段，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国际交往日

益增加，特种旅游的政策性限制逐步放宽，对外开放地区增多，特种旅游进入了

发展较快、增长迅速的轨道，具体表现在特种旅游游客数量显著增长，客源地范

围迅速扩大，接待社增多，特种旅游类型新增较多，特种旅游线路增加。  

二、2002年以来我国特种旅游的开展情况  

根据国家旅游局对特种旅游团审批资料的汇总统计， 2002 ～ 2004 年，

全国共组织特种旅游团队 234 个，游客 5367 人，车辆 1471 辆，在华停留 

79331 人天。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  

（1）特种旅游游客数量，在华停留时间不断增长，呈大幅上升趋势  

2002 年共组织 58 个团队， 1514 人，在华停留 16673 人天。 2003 年

虽然遭遇了“非典”疫情，但特种旅游团队仍达到 76 个， 1638 人，同比增长 

8 .19%；在华停留24118人天，同比增长44.65%。2004年共组织100个团队，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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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比增长 35 .23%；在华停留38450人天，比2003年增长59.42%。  

（2）客源地相对集中  

2002～2004年来华进行特种旅游的游客按客源地划分，居第一位的是德

国，2242人，占游客总数的41.77%；居第二位的是香港，1178人，占总数的

21.95%；居第三位的是英国，635人，占游客总数的11.83%；居第四位的是马来西

亚，383人，占游客总数的7.14%。  

（3）特种旅游类型相对集中，以自驾汽车旅游为主  

2002～2004年特种旅游按类型分，自驾汽车旅游占绝对多数，共4793人，

占游客总数的89.31%；其次是自驾摩托车旅游，为309人，占总数的5.76%；自行

车旅游为257人，占总数的4.79%。  

（4）特种旅游线路相对固定，形成一批成熟的线路产品。  

特种旅游线路经过不断发展与开拓，已形成全国性线路及东北、华北、西

南、东南、西北、华东单独区域性线路共存的格局。来华欧洲及日本游客多选择

西北、西南、华北线，港澳、马来西亚、泰国游客多选择东南、西南、华北线。

丝绸之路之旅，两广、云贵之旅，新藏线之旅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具有相当吸

引力的经典线路产品。  

（5）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特种旅游的接待社或接待部门，各自占有特定的

客源市场  

2002 ～ 2004 年，虽然每年组织特种旅游的旅行社都有所增加，但主要客

源稳定掌握在几家接待社或接待部门，如国旅总社欧洲部，主要接待德国罗特旅

行社游客，共 1300 人，占游客总数的 24 .22%；云南省中旅， 主要接待香港、

东南亚一带游客，共 749 人，占总数的 13 .96%；王府国旅，主要接待英国伊格

杜斯旅行社游客，共402人，占总数的7.49%；广州广之旅入境部，主要接待香港

游客，共398人，占总数的7.42%；中海国旅，主要接待德国、英国游客，共325

人，占总数的6.06%。  

三、特种旅游在我国入境旅游市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国开发特种旅游的时间尽管不长，但这项业务已呈现也了蓬勃的生命

力。特种旅游对我国旅游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1.丰富了旅游产品种类  

我国发展旅游业，在较长时间内，一直侧重于观光产品，进入 90 年代

后，度假产品的开发建设提上了日程。而特种旅游长期是空白、半空白，这项业

务的发展，满足了有特殊偏好旅游者的需求，丰富了我国旅游产品系列。  

2.产生积极的宣传作用  

部分特种旅游活动，如环球汽车旅行或跨越欧亚的汽车旅游，由于其艰苦

性、冒险性、刺激性，通常会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关注，社会名流或政要也多参加

此类活动的仪式。因此，对潜在的国际旅游者来说，是宣传我国民俗风性、山水

风光的极好机会。  



3.带来了相当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外国人自带交通工具特种旅游，其游客数量与我国入境游客总量相比，仅

占有很小的比重，但特种旅游属个性化产品，具有较高的附加值。一是特种旅游

游客在华停留时间长（一般超过10天，最长的达半年，平均停留15天）；二是人

均消费高，而对食宿要求一般不高，因此，利润空间远大于入境观光团队；三是

对我旅游接待社专业性要求高，组织协调能力强。另外，旅行社在开发线路产品

后，对产品独占程度也较党规旅游产品高，能为旅行社带来较多收益，也为国家

带来外汇收入与税金。  

特种旅游带动了西部、偏远地区、旅游温冷线的旅游发展。特种旅游一般

经过边远和可进入性差的地区，在给这些地区带来直接经济收益的同时，在展示

边远地区文化、引起各界关注、提供向当地人民引入旅游经济的机会等社会效益

方面的作用不容低估。  

4.引导了旅游产品开发  

特种旅游强调发挥旅游才的能动性、主导性、参与性，属于“消费者主导

型”产品，而观光旅游尽管也考虑旅游者的需求，但本质上是“生产者主导型”

产品。特种旅游反映了现代旅游者的消费倾向与潜在需求，因此，特种旅游的动

作方式、组织形式在旅游观念和思想上对常规旅游产品的开发具有引导和示范作

用。  

5.促进了国家间的政治、文化、经济交往，增进了中外人民的友好往来。  

特种旅游的开展为国家间的政治、文化、经济交往提供了平台，为中外人

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提供了契机。  

云南省中旅积极响应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的号召，拟于2005年5月组织18名马

来西亚华人自驾5辆汽车重走红军长征路。该团的活动重点在于访问长征期间主要

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访问老红军，瞻仰长征遗迹，参加四川省泸定县红军强渡大

渡河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目的在于向马来西亚华人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

史，加深海外华人对祖国的了解。这个特种旅游团的成行对扩大红色旅游在境内

外的影响，招徕更多海外游客参与红色旅游都具有积极作用。  

2006年，国旅总社将以宣传北京2008年奥运会、宣传中荷文化旅游交往为

主题，组织阿姆斯特丹—北京的100辆老爷车之旅。主办方将分别在阿姆斯特丹和

北京举办盛大仪式，届时国内外新闻媒体要进行全程跟踪报道。该活动引起了荷

兰公众的极大兴趣，目前报名人数已大大超出了计划组织的规模。据荷兰组织方

介绍，荷兰两位公主已报名参团，荷兰首相届时也将率经贸代表团来京，并与汽

车团会合，届时在京的荷兰游客将达600人左右。国旅总社正在为该团成行积极与

北京市政府外办、北京市旅游局、民航总局、中央电视台各有关部门进行沟通。

荷兰主办方也计划在活动前三次驾车踩线，并表示，如果举办顺利，将以此作为

常规旅游产品推出。  

因此，特种旅游在我国旅游业的地位，不仅是由其直接经济贡献决定的，



更是由其对旅游产品的完善功能、引导功能、对地区旅游形象的宣传功能决定

的。特种旅游的发展，使中国旅游业形象更为丰满，对海外旅游者更有吸引力，

在国际旅游市场更有竞争力。  

四、我国特种旅游的发展前景展望  

发展特种旅游，我国具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  

1.不断扩大的国际影响力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作为世界政

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大国的地位日益突出，中国作为安全的旅游目的地的形

象渐入人心，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有利于吸引更多境外游客来华开展特种旅游

活动。  

2.丰富的旅游资源  

我国幅员广阔，历史悠久，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旅游资源齐全的国家之

一。文化旅游资源有较强烈的吸引力，加上地域辽阔（目前公路通车里程已达181

万公里，高速公路总长已居世界第二位），为开展汽车、摩托车、自行车长途旅

游，为开展自然景色和民风考察、文物古迹考察等旅游活动，提供了独特的条

件。  

3.日益成熟的组织接待条件  

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拥有了一批实力较强、具有丰富组织接待经验、

专门从事特种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另外还有不少从事入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具备

了组织特种旅游的实力；培养出了一批经过专门培训、业务熟练、素质过硬、经

验丰富的全陪和导游；形成了一批较为成熟的特种旅游线路；同时，全国范围内

旅游服务基础设施、道路建设日益完善，都为特种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力的

保障。  

另外，随着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旅游市场的不断细

分，游客旅游消费需求多样化发展，特种旅游须应了当前国际旅游向专业化、个

性化和注重参与性、趣味性、刺激性的趋势。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受汽车

文明的发展、自然意识的回归等影响，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广泛的特种旅游爱好者

族群，为特种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市场需求。  

国际旅游发展的趋势与我国发展特种旅游的有利条件，为特种旅游的发展

展现出良好的前景。  

2005年1～4月，国家旅游局已审批了13家接待社组织的68个团队，共1406

人，238辆车，停留时间22594人天，预计今年特种旅游团量、游客量、人天量均

较2004年有一定增长。  

五、特种旅游面临的几个问题及有关工作建议  

1.国家旅游局对特种旅游的审批管理的文件依据有待改进  

1986发布的《关于加强对外国人乘自备交通工具旅行管理工作的通知》，

对规范和促进特种旅游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历经十几年，现有规定已比较陈



旧和过于原则，且只按秘密文件方式联合审批、没有正式法规和规章。而按照加

入WTO的要求，有关特种旅游的规定特别是对外国人在我国境内活动的管理要求，

都要公开公布。《行政许可法》颁布后，国家旅游局对特种旅游的审批、查处旅

行社经营特种旅游业务中存在的问题、对旅行社违规行为进行经济和行政处罚

等，都存在文件依据有待进一步改进的问题。  

考虑到特种旅游目前仍是特殊管理的旅游项目，许多规定和要求不能公

开，国家旅游局作为主管机关有必要协商公安部、总参作战部等相关部门，就当

前的特种旅游情况进行联合调研，将能够和必须公开的规定讨论修订后以部门规

章发布实施，其他规定以各部门共同发文形式在行业内印发执行。  

2.特种旅游的管理有等完善  

目前，我国特种旅游是由国际社作为接待社，准备好材料报国家旅游局，

国家旅游局商公安部、总参作战部、海关总署审批，如游客为外交官、记者还需

商外交部。实践证明，这套经营和管理方式基本可行。但近年来，也出现了少数

旅行社不按规定申报或未按审批计划、路线和要求组织接待等问题。  

建议对管理和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各级旅游管理部门要坚持规范管理的原

则，配合有关部门，要求旅游企业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接受管理，规范好特

种旅游秩序；旅游企业要坚持提高品质的原则，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和规范，做

好接待活动的衔接、人员财产安全保障等工作，坚持高标准、高品质，确保特种

旅游项目的质量。  

3.审批手续有待简化  

目前特种旅游申报已形成了一套固定程序，一般须先向中央主管部门申

报，再向入境口岸所在省、自治区申报。而各省因特种旅游发展不均衡，在掌握

政策、要求方面有差距，往往出现反复。旅行社虽然至少提前三个月申报，但经

常因审批程序复杂、有关部门工作衔接不到位造成时间紧张，旅行社迟迟难以向

外方确认，影响了团队的正常动作。  

国家旅游局可以在商公安部、总参作战部、海关总署等相关部门同意，并

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简化审批环节和审批手续。同时，国家旅游局作为

旅游主管部门，有必要树立为旅游企业服务的意识，提高审批效率，积极做好与

各部门的协调工作。  

4.对外宣传促销尚待加强  

特种旅游属“政策制约型”业务，涉及国家安全、治安秩序、海关监管等

敏感问题，产品不确定性大，变数较多，难以定型化、规格化，限制了旅行社对

外宣传促销能力，制约了大批量游客的组织。长期以来，特种旅游的开发主体是

旅行社，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尚未主动参与开发工作。而单个旅行社宥于能力，对

外宣传促销力度有限，主要靠回头客户和客户间的推荐招徕游客。  

要进一步发展特种旅游产品，需要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对特种旅游

组织大社的扶持，积极参与特种旅游的开发与推广，组织各社对特种旅游进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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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促销。同时，争取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努力实现“市场开放，路线成型”

的目标。（作者单位：国家旅游局管理司）  

 

上一条：中国旅游饭店业的投资策略介绍 

下一条：全面加强执行力建设为建设世界旅游精品提供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