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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等多领域的活动。

配合体系化建设，探索建立“以资源换基础设施”

建设机制，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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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引进国内国际强力企业参与跨境旅游合作区项

目建设，注重引进发达地区力量，重点是具有国际化视

野和水平的大湾区（粤港澳）的资金、人才、经验和项

目支持，强强联合，互利共赢，共同推动跨境旅游合作

区 的 快 速 发 展 和 系 统 发 展 。 大 力 争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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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高质

量发展

把全国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中越德天（板约）瀑

布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成为具有示范区功能的典型性

合作区，要立足前沿，站位先进性。新时代的先进性可

以体现为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置于新时代背景，以

创新驱动、科技支撑和质量效益为主要特征。从技术创

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和结构创新的多维度提升旅游

业新质生产力，为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发展与产业转型

升级，提供强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首 先 ， 要 推 进 制 度 创 新 ， 建 立 高 效 的 协 调 机 制 。

强化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赋予跨境旅游合作区更大改

革自主权，开展合作创新，加强政策合作，健全合作模

式，建立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体制。制定政策措施，跨

境合作区成立跨境旅游合作建设领导小组，由参与建设

的双多边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定期举行会晤，商讨合作

区建设的重大问题。国家层面成立政府主导的对外协调

机 构 ， 建 立 国 际 间 的 工 作 协 调 机 制 ， 搭 建 国 际 交 流 平

台，加强沟通与协调，促进多国项目合作，开展双边多

边的外交、旅游、边防、商务、质监、海关、公安等诸

多部门的合作。加强国家间、城市间、景区间合作，统

筹安排，有序推进跨境旅游合作区文化、旅游及经贸项

目的实施，完善法律服务机制，协调解决跨境合作面临

的问题。

其 次 ， 要 推 进 模 式 创 新 ， 建 立 便 捷 的 运 行 方 式 。

明确和落实跨境旅游合作区发展定位，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 。 国 家 层 面 组 织 文 旅 、 口 岸 、 海 关 、 边 检 等 部 门 会

商，进一步明确政策定位，优化配套政策，赋予合作区

更 大 的 先 试 先 行 权 限 ， 给 予 独 享 的 区 域 性 入 境 免 签 政

策，实现跨境游客凭身份证“自由跨境”的政策，以创

新管理模式推动旅游要素自由便利、安全有序流动，进

一步激活跨境旅游市场潜力。授权合作区所在地方边境

口岸城市的地方政府，与相关国家口岸城市的地方政府

共同成立跨境旅游合作区内的管理机构，负责合作区的

经营开发和日常管理工作，推动合作区规划、建设和管

理，快速处理各种应急事件。

最后，要注重科技创新，发展现代文旅新业态。率

先推进数字运营建设，推进文化数字化、文化科技融合

发展，赋能跨境旅游合作区文化科技的深度融合，提升

生产者、消费者和人民群众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促进

文旅装备与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一带一路”

文旅创业创新创客基地、文旅科技成果孵化基地建设。

用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挖掘合作区拥有的文化资

源，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向

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加强5G、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在合作区平台、产品的应用，用虚

拟导览、历史重现、线上演播、沉浸互动等方式提高项目

魅力，发展数字创意、数字出版、网络视听、动漫、电

竞、直播等领域创新，培育文旅新业态，发展跨国文化

旅游的数字贸易，建立科技含量高、创新能力优、综合

效益好、带动作用强的现代文化旅游产业体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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