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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办证时间和手续。在此基础上，探索允许游客

凭有效身份证件在便捷的出入跨境旅游合作区关

卡。探索给予口岸签发第三国的外国人旅游签证

权，提高跨境旅游合作区的可进入性。在自驾车方

面，要加快启动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双多边自驾车旅

游协议谈判，将自驾车出境游的审批管理下放到地

方，减少中间环节，减少不合理的收费，争取实现牌

照互认，力争实现自驾车出入境通行无障碍。

四是推动与“一带一线”沿线国家共同改善旅

游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积极鼓励外来和本地企

业参与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加快旅游综合体、主

题公园、旅游度假区、休闲街区、购物场所等开发，

建设众多适合中等消费水平游客居住的酒店、餐

饮、娱乐等服务，营造便利、舒适的目的地环境。探

索建立“以资源换基础设施”的机制，由我国企业为

周边国家提供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周边国家以资源

作为交换条件。促进与周边国家道路、口岸等基础

设施的互联互通，提升旅游接待服务设施品质。注

重人才在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的基础性支持，建立

旅游人才发展共享计划，为周边国家培育国际化的

中高端旅游人才。加大国家旅游发展基金、中国旅

游产业基金、丝路基金等对跨境旅游合作区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支持。

五是以“一区一策”方式支持跨境旅游合作区

的政策创新。虽然沿边开发开放的政策文件提出

了对跨境旅游合作区的一些政策支持，但还需要出

台更加精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包括在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跨境线路产品打造、市场

主体培育、区内免税、自驾车审批、人才培养交流等

重点领域的支持，制定有利的财税、金融、土地、投

融资等政策等。由于沿边地区的发展水平、发展诉

求不尽相同，可以采取“一区一策”方式，针对不同

的跨境旅游合作区给予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支

持，以更好地推动建设各具特色的跨境旅游合作

区，更好地满足旅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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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推动和企业内生扩张

需求的作用下，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不断增长、分

布愈加广阔，已经成为世界产业转移和跨国投资浪

潮中的新兴力量。其中，中国对外旅游投资既是这

股新兴力量中愈来愈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已经成为

中国旅游业发展由大变强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现

象。“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给中国对外旅游投资带

来诸多机遇，将助推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同

时，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中国对外旅游投

资难免出现市场研究不到位、风险控制不合理、项

目管控不佳、并购经验不足、东道国政策认识不充

分、寻找有价值合作方、人才储备不足等诸多问题，

值得中国企业的警惕。

一、“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对外旅游投资提供

契机

“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不仅推动我国地缘政治、

经济发展、国际贸易、文化交往等领域发生着巨大

变化，也为对外旅游投资带来包括提供消费市场、

金融支持、政策保障等在内的巨大契机。

1. 为中国对外旅游投资提供政策保障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提出的一种统筹国

内外发展的重要倡议，旨在最大化地协调“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地区与我国的共同发展。这一战略

也将有助于利用我国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为我国企

业对外旅游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这一重

要倡议下，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及区域组织也将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重要议题进行推进，为中国企

业对外旅游投资奠定区域合作基础。以旅游博览

会、主题旅游年、互办旅游年等形式为主的举措也

为增加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旅游往来以及对外旅

游投资提供很好的机会。

2. 为中国对外旅游投资提供消费市场

庞大的旅游消费市场和消费潜力是旅游投资

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为中国对外旅

游投资提供了巨大的旅游消费市场。第一，“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巨大的旅游消费市场，特别是

西欧、地中海沿岸、东南亚等区域吸引着来自全球

各地的旅游者，始终是旅游业投资的热门之地。第

二，中国庞大的出境规模和消费能力在“一带一路”

沿线的输出也将给中国对外旅游投资提供巨大的

消费市场。未来 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迎来

1.5 亿人次中国游客、超过 2000 亿美元的旅游消

费。天然的文化认同使中国旅游者更加倾向选择

中国企业投资的旅游项目，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

① 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1CJY08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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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沿线的旅游投资提供契机。第三，“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是我国对外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

重要区域，对外投资、进出口贸易所产生的巨大的

商务市场也将带动对外旅游投资的增加。

3. 为中国对外旅游投资提供金融支持

对外旅游投资离不开金融支持，尤其是考虑到

对外旅游投资具有投资额度大、回收周期长、风险

程度高等特点，更需要来自母国和东道国等各方面

的金融支持。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规

划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
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在加

快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必将带动旅游基础设施的

投资与完善。无论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

路基金，还是诸如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中

国开发性金融机构，都将有助于六大经济走廊旅游

项目投资。作为中建美国（巴哈马）公司的巴哈马

大型海岛度假村项目就获得了进出口银行高额抵

押贷款的支持。

二、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对外旅游投资的问题

1. 规模较小、品牌影响力不足

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到 2015年，中国对外旅

游投资企业存量已经超过 600家，但“一带一路”沿

线分布存量规模还小，其中在“一带”沿线 31家，在

“一路”沿线 92家。这其中又以东南亚为最重要的

投资区域，共有66家。

欧美发达国家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旅游投资更多地采用非股权投资的方式，这

一方面是为了控制投资风险、降低不确定性，另一

方面也显示出发达国家企业的品牌效应和影响能

力。国际排名前十的酒店集团如洲际、希尔顿、万

豪等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一定程度的覆盖，

绝大多数采用非股权投资的方式。而我国企业更

多地采用绿地投资、股权收购等方式，除锦江之星、

7天等经济型酒店品牌外，对外旅游投资的品牌输

出还很少，品牌输出能力整体尚弱。

2. 安全性低、风险水平较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环境给中

国企业的旅游投资带来巨大的挑战。近年来的欧

洲难民危机导致旅游消费能力强的欧洲地区安全

事故频发，潜在的安全事故和下滑的安全感知也成

为中国企业对该地区旅游投资的限制与障碍。“一

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亚西亚）往

往存在着全球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种族主义，

这既严重影响了沿线国家和地区与中国之间的旅

游流动，也给对外旅游投资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

性。一方面，与其他领域对外投资主要是资本流动

不同，很多起步阶段的中国对外旅游投资往往对来

自我国国内出境消费流量有很强的依赖。另一方

面，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不安全必然导致中国游客进

入流量较低，谨慎乐观自然就成了起步阶段的中国

对外旅游投资的普遍状态。另外，对内外勾结和境

外势力渗透等威胁的担心客观上也容易造成我国

在处理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游客相互往来和

对外投资审批上抱谨慎态度，影响对“一带一路”沿

线的旅游投资。

三、“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对外旅游投资的应对

策略

1. 理念转变先行，立足长期发展需要

除了少数的旅行服务领域和免税购物领域的

投资外，中国对外旅游投资主要集中在酒店领域，

这既反映了中国投资者对酒店标的的信心，也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投资者对物业（房地产）估值的

路径依赖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旅游投资项

目中，存在着利用房地产来支撑旅游主营业务的商

业模式，这种模式在境外投资中是否可行，尚需观

察。尽管通过获得旅游资源排他性管理权和使用

权的“两权分离”模式、切入旅游演艺等娱乐消费节

点、大规模区域性度假旅游设施开发、利用免税购

物牌照进入潜力巨大的购物消费领域等都已经在

国内广为流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有很大的空间，但实践应用却还很少。中国旅游

集团在柬埔寨的免税店运营以及云南文投集团在

柬埔寨投资“吴哥的微笑”旅游演艺项目都是很值

得在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推广的。

在对外旅游投资中，要注意处理好企业的国际

化和国际化的企业之间的关系。现在很多企业的

确通过对外旅游投资，实现了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但在对外旅游投资判断中，有很多企业过于倚重中

国出境市场，这对于旅游企业的国际化成长并不是

好事。一个有志于真正“走出去”的旅游企业，不能

满足于在境外单纯的商业存在来实现企业的国际

化发展，更要注重经营管理、市场定位等方面的国

际化视野，不能简单地把国内这种“大政府、小市

场”环境下的运营模式照搬到“小政府、大市场”的

国际环境中，也不能简单地锚定在中国出境市场

上，而是要真正成为具有国际管理、运营、创新水平

的国际化企业。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对外旅游投资

企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需要向“一带一路”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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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旅游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但从“一带一路”沿线

社会经济发展较中国落后、旅游投资标的优良的国

家和地区切入，是推进国际化旅游企业成长的稳妥

选择之一（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

也是其中的重要选择）。

对于我国对外旅游投资要类比能源对外投资

来对待，对外的能源投资是保障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的必然，而对于中国境内短缺的旅游资源领域的境

外投资，则是保障中国资源可持续的重要路径，所

以中国对外旅游资源领域的投资实际上是在进口

优质的环境、优质的资源，通过进口环境与资源来

缓解国内环境与资源的压力。如果从这个角度看

待对外旅游投资，可能会更有助于我国对外旅游投

资更加良性、宽松的发展。

此外，中国对外旅游投资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其

他旅游发达国际曾经走过的对外投资路子。因为

旅游企业成长的背景和国际化发展的环境的原因，

很多旅游发达国家往往是以非股权投资对外投资

为主体的，品牌输出、管理合同等模式占了很大的

比重，中国目前则是主要以股权投资为主体，对外

旅游投资的发展速度要比前者快很多。我们有理

由相信，在国内资金雄厚、速度偏好强烈的情况下，

只要对外投资资金管控模式不变，对“一带一路”沿

线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股权投资方式还将持续受到

青睐，但从长远的发展来看，收购的快感与整合的

艰难要综合起来看，对于收购后的后续整合难度要

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2. 加强顶层设计，深入研究投资环境

加快制定国家层面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对外

旅游投资战略，综合制定包括金融、商务、签证、人

力资源等在内的一揽子政策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旅

游投资，顶层设计助力中国企业在旅游业领域的

“走出去”步伐。加强对外旅游投资智库建设和对

外旅游投资专项课题研究，把握发达国家企业对外

旅游投资的规律及动态，深入总结中国企业对外旅

游投资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认识中国企业对外旅

游投资效应，测算对外旅游投资成本与收益，提升

中国企业对外旅游投资绩效。统筹考虑中国庞大

的出境规模和中国企业的对外旅游投资势能，优化

中国出境旅游与跨国旅游投资的协同性。要综合

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旅游经济规模、

文化因素、制度因素、政策环境及其与中国的双边

关系等投资环境因素，尤其关注东道国或地区的投

资安全等级、风险水平、市场化程度等投资条件和

制约障碍，研究和判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旅游投资环境与潜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对外

旅游投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旅游投资的社会效

益，提高投资项目的社区融合程度，积极将共建共

享的理念融入具体项目建设和投资上，让对外旅游

投资东道国的普通老百姓对投资所带来的好处有

感、共享非常重要。要综合考虑当前我国对外旅游

投资所面临的媒体环境境况，充分利用好境内外媒

体尤其是境外媒体的资源，将如何利用媒体资源助

力中国对外旅游投资发展作为重要的课题。要加

强与投资东道国已有的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制定系

统战略，加快在境外建立、支持、发展相关的非政府

组织，为东道国以及西方社会正确、理性认识中国

对外旅游投资而发声。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考

虑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

构运作经验，设立专门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

国家和地区的开发统筹机构，并将在“一带一路”沿

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旅游投资相关项目纳

入该机构的统筹管理。

3. 关注海陆差异，合理选择投资区域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旅游投资应当充分

认识到“一带”与“一路”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

平、安全状况等方面的投资环境差异。对于丝绸之

路经济带，除了两端的日韩以及欧洲外，沿途多是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政局稳定性存在挑战的国家，

应当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协调机

制和作用，处理好旅游投资流和旅游客流的双向互

动，特别注意该地区的旅游安全与投资安全问题，

包括对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旅游投资，也要考虑到

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对投资的影响，建立健全投资安

全保障机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包括东南

亚、南亚、地中海沿岸等国际知名休闲度假地，中国

企业可以从休闲度假方面的投资进行切入，充分把

握世界各地海滨休闲度假的需求和规律，合理选择

投资国别、具体区位、业态、项目。除了传统的住宿

业、旅行服务业等领域的对外投资外，有必要高度

重视对“一带一路”沿线休闲度假资源丰富区位的

投资，一方面可以因应国内不断增长的休闲度假需

求，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境内休闲度假地的市场压

力。在这方面，天津优联在柬埔寨西海岸的投资模

式和中景信在俄罗斯远东贝加尔湖地区的投资可

以作为关注的方向。天津优联在柬埔寨获得了国

公省西南部海滨地区“七星湾旅游度假特区”租期

为99年的开发权，中景信则与俄罗斯公司签署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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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意向。不管这两个项目最

后进展如何，长周期获得特定空间休闲度假设施的

开发以及围绕中国周边投资东道国资源禀赋优良、

亟需外资输入的地区进行相应投资的方式，有可能

成为未来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旅游对外投资的

重要选择。另外，不能“一刀切”式地不加选择、不

加区别地鼓励中国对外旅游投资，而是应当遴选经

济型酒店等优势领域，充分利用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提升企业竞争力，结合企业投资战略和东道国国

情，加快在“一带一路”沿线进行模式输出、品牌输出，

增强中国企业在全球旅游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第一作者系该院博士研究生，第二作者系该院院长、教

授、通讯作者；收稿日期：2017-03-01）

旅游开发与合作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发展

徐 虹，韩 静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天津 30035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5.003

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

缘空间里，贯穿于草原、沙漠、海洋之间的丝绸之路

曾经作为重要的文化与商贸通道将欧亚大陆连接

起来。曾经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发展，影响着现

在的世界。随着蒸汽机时代的到来，在工业化生产

的冲击下，丝绸之路走向衰落，仿佛一颗蒙尘的明

珠，记录着一段人类历史从壮丽到湮灭的过程。我

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让这颗明珠重放异彩的

重要契机，其中旅游业的开发与各国合作将助力

“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

一、旅游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机遇与挑战

1. 旅游开发与合作的机遇

（1）深厚的历史渊源

古丝绸之路是一条互惠互利的商道，是一条世

界民族文化、文明共融的通道，是传递友好与和平

的友谊之路，是合作共赢的发展桥梁，这为“一带一

路”倡议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认知。古

丝绸之路的发展见证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

中的“友好与包容”“开放与分享”，也为代表沿线国

家共同利益的“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埋下伏笔，增加

了沿线国家对中国的信任与好感。

（2）丰富的各类资源

在“一带一路”的概念界定下，横跨欧亚非大

陆，涵盖大约 65 个国家、人口接近 45 亿的区域范

围，经济文化发展各有特色，旅游资源和人力资源

丰富，欧洲及亚太地区作为世界主要的国际旅游目

的地和客源市场，这一发展潜力巨大的旅游市场可

助力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3）强烈的发展意愿

沿线各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对开展旅游业的意

愿强烈。弱势国家追求国强民富，广大基层人民基

于提高生活水平的迫切需求，依赖丰富的历史文化

与自然资源发展旅游业是弱势国家人民可选择的

绿色脱贫方式。

2. 旅游开发与合作的挑战

（1）政治与社会形势不稳

大国政治博弈始终影响着“一带一路”的推进，

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等在“一带一路”沿线积极

斡旋与主导权的争夺，西方恶意势力对中国形象的

丑化与抹黑均影响着区域内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态

度及合作意愿，进而影响“一带一路”这一包容性合

作平台的建立进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许多

属于高风险国家，长期处于政局动荡、族群冲突和

战乱之中，制约了“一带一路”倡议中旅游业的开发

与合作。

（2）文化及发展理念差异

发展理念的分歧、文化及开放程度的差异造成

旅游合作方面有许多障碍。以中亚五国为例，虽然有

众多的古丝绸之路古迹，但签证问题成为制约中亚旅

行的瓶颈，在沿线的另一些国家，同时也存在对本国

旅游资源的认识、整合利用与对外宣传不足等问题。

二、在“一带一路”倡议中重新认识旅游

1.“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内涵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国家发展倡议，强调与

沿线国家共同构建公平、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文

化融合的平台，在这个开放的机制下，有意愿的国

家和经济体，都可以平等地成为“一带一路”的支持

者、合作建设者及受益者，并在合作中消除误会、减少

冲突，实现区域长期繁荣与稳定。“一带一路”是“新

型大国典范”，是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体系合作与

发展模式的创新。“一带一路”倡议正是继承了古丝

绸之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

赢”的精神，成为树立“新型大国典范”，并实施“友

好、真诚、互利、包容”的邻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载体。

2. 重新认识旅游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人文

价值

需要转变对旅游与“一带一路”倡议关系的认

知，从原有的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为旅游寻找发展

机会，转变为提高旅游产业地位，旅游产业主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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