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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拓展。广西应借助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的契机，

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和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凸显

“一带一路”主题，开展顶层设计，进行宏观规划。

首 要 的 是 充 分 发 挥 区 位 优 势 ， 赋 予 更 大 改 革 自 主

权，深入开展差别化探索，培育壮大特色文旅以及其他

优势产业，建成营商环境优良、投资贸易便利、优势产

业集聚、要素资源共享、管理协同高效、辐射带动作用

突 出 ， 高 标 准 高 质 量 的 跨 境 旅 游 合 作 区 。 其 次 要 疏 理

“一带一路”主题资源，开发与共享资源。广西已与越

南谅山、高平、河内等签订旅游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双

边的文化旅游资源，在中越德天-板约跨境旅游合作区

基 础 上 ， 可 以 规 划 开 发 防 城 港 东 兴 、 防 城 ， 凭 祥 友 谊

关、宁明爱店、龙州水口、靖西龙邦等边境口岸的文旅

资源，培育建设一批中越跨境旅游合作区等国际合作项

目，连点成线。

同时要融入国家发展规划，借力中越跨境旅游合作

区建设，撬动广西“一带一路”文旅项目的大发展，建

设一批国际性文化旅游项目。广西属于中国-东盟区域

核心区，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以及中国-东盟博览

会、商务与投资峰会、文化论坛、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

等载体，开展以东盟为重点的“一带一路”人文交流。

支持国内外文旅企业利用自贸区、RCEP、保税区等政策

平台，享受自贸区、保税区优惠政策，立足中越边境、

海上丝绸之路的区位优势，与包括越南在内的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合作，推进“一带一路”文旅产业国际合

作重点项目建设。发挥中越跨境旅游合作区引领周边、

带动全区、辐射全国的作用，整合演艺、出版传媒、网

络视听等资源，支持文化与旅游、影视、出版、动漫、

游戏、演艺、数字技术、文化科技装备等产业的融合发

展 ， 实 施 建 设 面 向 东 盟 的 版 权 交 易 中 心 、 贸 易 服 务 基

地、数字交易平台等发展目标。

配 合 项 目 推 进 ， 加 强 健 全 跨 境 旅 游 合 作 的 协 调 理

事会、地方管理委员会，完善中越两国旅游长效发展机

制、中越两国旅游信息交互机制、中越双方联合安全保

障机制等，发挥独特区位优势，实现旅游全要素的国际

自由流动，打造成为国际知名的跨境旅游目的地、国际

旅游合作先行先试区和中国-东盟旅游合作示范区。[7]

（二）推动政策创新及有效实施，创建国际文化旅

游合作发展新模式

在国家对跨境旅游合作区的政策支持基础上，根据

合作区的发展水平、发展诉求特点，采取“一区一策”

方 式 ， 针 对 跨 境 旅 游 合 作 区 给 予 更 具 针 对 性 的 政 策 支

持，推动建设各具特色的发展。加大各项政策改革创新

力度，加强与越方磋商合作，建立中越跨境旅游合作的

长效发展机制，更快速推进合作区正式运营，推动合作

区旅游要素提档升级，把合作区打造成为国际知名的文

化旅游目的地、中国-东盟旅游合作示范区、跨国旅游合

作先行先试典范。[8]

要 完 善 落 实 中 越 《 关 于 合 作 保 护 和 开 发 德 天 （ 板

约 ） 瀑 布 旅 游 资 源 的 协 定 》 。 借 助 2 0 2 5 年 中 越 签 署 该

协定十周年的契机，从国家外交和对越合作的重要议程

上，加强与越南的外交协调，提前做好顶层设计，深化

拓展合作内容，进一步优化细化基础配套设施、旅游业

态、管理机制、游客来往便利性、游览范围、旅游线路

等规划建设项目，拟定合作区近期、中期和长期建设目

标任务，推动中越双方尽快完成合作区建设共同规划，

为合作区正式运营和长远发展提供法理支撑。

要争取合作区享受免税店优惠政策。免税店是跨境

旅游的重要业态，能有效增强合作区吸引力。但在跨境

旅游合作区建设免税店目前尚无先例可循。建议国家有

关部门指导合作区免税店规划编制工作，出台相应的规范

性指导性文件，审核批准合作区建设免税店。对合作区的

免税店应明确店铺类型、免税销售商品品类、购买人员范

围、免税额度等，体现跨境旅游的特色优势，推动合作

区免税店实现落地运营，助力丰富合作区旅游业态。[9]

（三）以合作区为支点，扩展合作领域，实现国际

文旅产业多元发展

依 托 跨 境 旅 游 合 作 区 的 建 设 机 制 ， 承 接 广 西 “ 一

带一路”主题优先原则，以国际化的文旅产业为支柱产

业，多点扩展，延伸产业链，连点成线成面。

一方面，在发展思路上，延长跨境旅游合作区的文

旅景区功能，以“文旅+”方式，挖掘中越边关风情、民

族风情，融合山水风光，顺应时代发展，培育具有中越

边关风情、民族特色的餐饮消费新场景、文旅体育消费

新场景、购物消费新场景、大宗商品消费新场景、健康

养老托育消费新场景、社区消费新场景，形成“中越德

天（板约）瀑布文旅产业带”，构建中越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并集群化发展，建设具有集聚功能、孵化器性质

的中越文化产业园区。

另一方面，加强配套的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向综合

性、系统化的支持体系发展。加快旅游综合体、主题公

园、旅游度假区、休闲街区、购物场所等开发优化，建

设提升众多适合中等消费水平游客居住的酒店、餐饮、

娱乐等场所与服务，营造便利舒适的目的地环境。支持

跨境旅游合作区及所在地方政府举办承办多双边机制的

会议论坛，促进政策沟通、产业对接、人文交流、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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