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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大幅减免门票费用，有效提升合作区吸引力。[4]

（三）推动双边协调合作，扎实推进合作区运营全

面深入展开

1、推动建立跨境旅游合作系列运行机制。建立省、

市、县三级联动的沟通会晤机制。成立中越合作保护和

开发德天（板约）瀑布旅游资源广西方协调委员会和崇

左市协调委员会，与越方统筹推进合作区旅游资源开发

保护工作；明确大新县文化旅游和体育广电局作为试运

营期间中方合作区日常管理机构，与越方共同做好日常

运营协调工作。建立政府、景区、海关、边检等多部门

联动的跨境通关机制。截至2024年4月11日，合作区累

计验放中方旅行团274个3371人，越方旅行团275个4188

人。建立中越两国协调合作机制，两国边检、海关、企

业通力协作，形成了定期会商机制，共同加强联合应急

处置，确保合作区游览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合作区探索

形成的系列运行机制，为试运营平稳有序提供了有力保

障，吸引多个省区考察组前来学习借鉴，在全国形成良

好的示范效应。

2、激发合作区内生动力，发挥带动引领作用。

一是全面提升合作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德天瀑布

景区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大新明仕旅游度假区

成功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硕龙口岸成功升格为国家

一类口岸，建成大新德天至宁明花山一级旅游大道。

二 是 进 一 步 巩 固 崇 左 市 边 关 风 情 旅 游 格 局 。 完 成

《 中 越 德 天 · 板 约 国 际 旅 游 合 作 区 （ 中 方 ） 规 划 》 和

《边关风情旅游带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形成以德天

瀑 布 景 区 为 龙 头 ， 花 山 岩 画 景 区 、 明 仕 国 家 旅 游 度 假

区 、 友 谊 关 景 区 等 多 极 发 展 的 崇 左 边 境 旅 游 发 展 大 格

局，积极打造国际边关风情旅游目的地。

三 是 带 动 当 地 文 旅 产 业 发 展 壮 大 。 2 0 2 3 年 崇 左 市

合作区所在地共接待游客818.22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

74.53亿元，其中德天瀑布景区接待游客201.66万人次，

有力促进当地文旅产业快速发展。

3、多层面推进双边合作，促进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

走深走实。

一 是 促 进 中 越 边 境 政 策 沟 通 。 合 作 区 建 设 期 间 ，

中国广西方协调委员会与越南高平方协调委员会共举行

十一次会谈，省、市、县党政组织进行广泛交流互动，

中越政策沟通不断深化。

二是促进中越边境地区设施联通。为推动合作区落

地见效，中越双方在水、电、路、网等软硬件方面都实

现了互联互通、提质增效。

三是促进两国民心相通。以文旅合作为契机，中越

边境地区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节庆节日和民俗文

化活动。2024年举办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中越边关

春龙节、三月三嘉年华等文旅融合主题活动，中越两国

友人共庆节日、共话友谊、共谋发展，取得良好效果，

并将计划每两个月举办一次中越交流活动。[5]

以问题为导向，探索深化跨境旅游

合作区发展的对策建议

跨境旅游合作区试运营以来，基础设施、运行机制

和经济效益等总体上达到预期效果，但在配套政策支撑

力、旅游要素流动的便捷性、核心竞争力的充分释放等

方面，仍需加强和提升。急需解决的问题有：

一 是 合 作 区 在 现 行 政 策 体 系 中 定 位 不 够 明 确 。 合

作区是跨境旅游合作先行先试区，是全新的旅游合作模

式，现行的口岸管理、海关监管政策不能完全适用合作

区的运营管理实际，“老办法”管“新事物”矛盾日渐

突显。试运营期间实行的海关监管查验，跨境游客须持

有效护照和边境通行证方能进入对方国合作区，与“免

税购物自由跨境”、旅游全要素自由流动的合作区规划

目标不相适应，跨境旅游便利性不足，游客跨境旅游的

意愿因此减弱。

二 是 合 作 区 跨 境 旅 游 的 核 心 吸 引 物 供 给 不 足 。 目

前，合作区的旅游产品单一，跨境游客只能在规定的时

间（五小时以内）和两国线路的区域开展旅游活动，主

要内容停留在自然观光和购物上，不能满足跨境游客全

方位参与、多角度体验、沉浸式感受的深层次需求，跨

境旅游的体验感不佳，跨境旅游资源优势转变为市场竞

争优势的潜力有待激活。[6]

针 对 现 存 问 题 ， 需 要 实 施 系 统 的 对 策 措 施 加 以 解

决。推进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过程中，需要前瞻意识和

统筹规划思路，利用跨境旅游合作区的政策优势和发展

机制，实现广西国际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的突破发展。

发展目标定位上，要将中越德天·板约国际旅游合作区

打造为国际文化旅游交流合作的现象级项目，展现先锋

性、实验性的特性，融合国际人文交流、文化产业、文

化旅游合作与经济贸易、政治外交发展为一体的多功能

国际文旅新模式，成为国家级国际化的文化旅游的示范

性景区，并加大宣传力度，开展多层次多样化传播，扩

大国际影响力。

（一）突出“一带一路”建设主题，顶层设计，统

筹规划

建设“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是

国际文旅的创新发展，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专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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