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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边境旅游通关便利化研究 

张洁
1
 

(云南财经大学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 

【摘 要】：近年来旅游业快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边境地区已成为许多国家旅游业发展的

重要区域。从边境旅游通关便利化建设的必要性入手,分析了云南边境旅游通关便利化主要在口岸通行、通关配套

设施、通关流程和制度、与邻国合作机制以及专业人才方面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提升云南边

境旅游通关便利化程度,给云南边境旅游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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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的不断推进,跨境旅游合作区和边境旅游试验区的设立,

以及“一带一路”等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标志着边境地区开放开发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云南由传统的边缘地带转变为中国对东

南亚南亚开放的重要前沿。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标志着国家高度重视旅

游业在边疆发展中的作用。因此积极进行边境旅游研究,解决瓶颈问题,是助推云南深度参与“一带一路”、提高区域一体化进

程的重要途径。 

本文定义边境旅游为:相邻两国协商和约定开放指定的边境口岸,允许两国公民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公民持相关证件从指

定口岸出入边境,在双方协商的边境区域和时间里开展跨境旅游。本文中边境旅游包含两个涵义:一是边境旅游是一种特殊的出

境旅游;二是边境旅游活动范围是边境线周边地区,且旅游者实现了国境线的跨越。 

1 云南边境旅游通关便利化建设的必要性 

1.1推动“一带一路”发展需要 

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承担了重要作用,被定位为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而旅游业是“一带一路”建

设的突破口和先锋产业,云南和东南亚三国接壤,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边境旅游的发展得到了国务院和云南省政府的重视。2015

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强调推进和扩大

边境旅游规模,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通关便利化程度。因此,推动边境旅游快速发展,提升通关便利化程度,成为执行“一

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 

1.2提升云南边境旅游竞争力需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强化海外宣传促销、签证便利化、区域合作深化等多种方式全面深入参与国际客源市场争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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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化是影响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因素之一,便利化政策正在成为当前世界各国争取国际游客的重要手段。通关便利化程度

直接影响到游客能否顺利通关,以及通关的效率和成本,我国边境旅游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胜,提升通关便利化程度是关

键。《“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推动边境旅游发展,改善边境旅游政策,推进边境旅游签证、通关便利化,研究制

定边境旅游自驾游便利化政策。 

云南作为边境口岸大省,近年来边境旅游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制约发展的因素。其中通关问题已成为云南边境

旅游发展的瓶颈之一,无法满足边境游客快速增长的需要,给边境游客带来不满,严重影响了云南与东南亚南亚边境旅游合作。因

此,完善和提升边境口岸通关便利化,使通关服务更便捷、高效、安全,是促进云南跨境旅游区域合作,提升云南边境旅游竞争力

的重点。 

1.3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与东南亚三国接壤,是中国接壤国家数量、国境线长度名列前茅的省份,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在各

级政府和部门的共同推进下,边境旅游已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开展国际旅游合作的重要载体,成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

途径。随着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互惠措施不断出台,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旅游合作前景值得看好。云南应与邻国应建立跨国

无障碍旅游合作机制,不断提升互联互通以及签证便利化,开放更便利的出入境管理制度,这些通关便利化措施将有力地促进云

南与南亚、东南亚的旅游合作,提升云南对外开放水平,推进中国——东盟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 

2 云南边境旅游通关便利化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际通道的建成和边境旅游线路的开放,云南边境旅游迎来了发展高峰。但在口岸建设、通关方面仍存在许多困难和问

题,与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和一些突出问题。 

2.1口岸通行方面的问题 

口岸级别不对等。比如中缅 8对对开口岸中,仅有 3对为一类口岸(瑞丽-木姐、畹町-九谷和打洛-勐拉),其他口岸都有不对

等的问题,如中国清水河口岸是一类口岸,缅方清水河口岸是二类口岸;中国南伞口岸是二类口岸,对口缅方果敢口岸是一类口

岸。因为双方口岸不对等,《中缅边境管理协定》中“持护照等有效证件的中国游客或第三国公民及货物可通过”的条例就无法

实施,严重阻碍了边境游客的通行。 

交通不畅。云南不少陆路口岸目前只通二级公路,从临近城市至口岸路程超过 3小时。此外和云南口岸对应的接壤国家边境

公路等级更低,对口岸畅影响极大。如老挝境内没有高速公路,以弯多弯急、低限速的山路为主,黄金周因为大量自驾游车辆的到

来,形成拥堵,影响口岸畅通。 

2.2通关配套设施存在的问题 

口岸通关配套设施建设不足。云南省口岸建设起步晚,多数口岸处在经济落后地区,大部分口岸存在通关设施建设滞后,通关

查验设施设备不足,通关效率低,过境时间长的问题。口岸的人员通道规模较小,常出现游客、车辆通关队伍排长队的情况。而大

部分境外对应口岸通关设施更加落后,严重影响通关效率。 

口岸智能化水平较低。相比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云南电子口岸建设水平太低,严重阻碍通关效率。口岸通关没有完全实现电

子申报、电子审单,书面文件形式依旧为主导。未建立完备的电子信息平台,难以实现信息共享与整合。大多数二类口岸还没有

推广电子口岸建设,通关过程以人工处理为主导,效率低耗费时间长。而越南、老挝、缅甸三国电子通关改革起步较晚,目前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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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基本是人工审单,通关速度更慢,导致边境游客在邻国口岸花费太多时间。 

2.3通关流程和制度存在的问题 

通关手续复杂,耗费时间长。出于国家安全以及游客安全考虑,边境双方国家对出入境管理、交通工具和通关检查较为严格,

签证办理较为复杂,在西双版纳磨憨口岸,每年中国大假期间,中国自驾车往往排成长龙等待通关已是常态。部分口岸尽管开通了

边境旅游线路,但出境手续需要提前申请,且必须有持证导游陪同活动,只能参加团队游,自助游客不能通行。部分口岸只允许云

南省居民参加边境旅游,国内居民和持第三国护照者还不能通行。 

通关制度不稳定。由于外交、政局等原因,云南口岸边境旅游签证多年来处于时办时停的状态。云南与缅甸相对接口岸最多,

缅甸局势不稳定,多次出现某些口岸因战事而紧急关闭,影响了边境旅游的发展。部分国家或地区通关政策执行随意性大,也给边

境游客带来了诸多不便。如 2017 年云南西双版纳和老挝琅勃拉邦签订协议,允许云南省的昆明玉溪等 8 个州市团队游客不需办

理护照,通过异地办理边境通行证就可从景洪口岸前往琅勃拉邦旅游,可是不到一年的时间琅勃拉邦单方面取消了协议。 

自驾车通关限制多。目前针对云南陆路口岸,只有老挝和中国签订了《车辆出入境管理办法》,可以允许边境游客从中国磨

憨——越南磨丁口岸自驾游进入老挝。目前尚不能从云南口岸自驾进入越南和缅甸。2014 年云南和缅甸曾协商推出了中缅自驾

车旅游环线,由云南瑞丽口岸出境,自驾进入缅甸,再从云南腾冲猴桥口岸或西双版纳勐腊口岸入境,但由于缅甸内政原因 2016年

底缅甸关闭了通过瑞丽口岸进出的自驾车通道。 

2.4与邻国合作机制的问题 

缺乏边境旅游合作机制。边境旅游合作机制尚未建立或完善,全面沟通与协商机制尚未形成。云南边境地区与接壤国家,尤

其与缅甸,只在某些方面如警务、卫生建立了会晤商谈机制,其他方面合作中出现的问题,通常采用临时协商的方式,没有制定完

善的合作机制。邻国方面除了贸易商人,少有高级官员来访。如缅甸方面,最近 5 年就未有省部级以上官员访问过云南临沧市。

已经建立跨境旅游合作的口岸,合作也仅仅在一两个方面展开,合作方式单一,进展缓慢。 

缺少有效信息交流机制。信息交流是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的重要方面,但至今云南与邻国仍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互联

互通还有很多亟待完善的方面,通关便利化措施上与邻国对接困难,在通关政策、通关程序和通关技术等方面存在根本上的制度

性差异。边境两国缺乏统一的通关标准,如边检标准不一致、通关手续不统一,有的甚至相互冲突,对口岸通关便利化发展影响较

大。边境两国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边境游客缺乏有效获取通关信息的便捷途径,尤其是通过简单查询就能获取相关信息的

多语种平台。 

缺少制度保障。中国经过多方努力和邻国签订旅游合作协议,但要落实和持久往往存在困难,对邻国单方面不履行协议行为

缺乏有效约束。我国与缅甸 1997 年签订《中缅边境管理与合作协定》,约定八对协议口岸,批准双方公民持边境通行证通关,弄

岛——南坎口岸是其中之一。之后按协议我国边检、海关等部门均到位,但缅方相应机构一直未到位,结果至今为止该口岸只能

作为边境通道来使用,没有发挥出应有价值。 

2.5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 

专业人才匮乏,口岸工作人员需要掌握两国语言,需要两国双方联合培养,在达成共识上有一定难度。如缅甸很多旅游企业总

部设在仰光等南部城市,靠近云南的北部边境地区中文人才较为匮乏,通关过程中存在交流障碍。 

3 推进云南边境旅游通关便利化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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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完善口岸基础建设,提升口岸畅通性 

提升双方口岸对等性。如缅甸果敢口岸为一级口岸,比对应的云南南伞口岸级别高,云南应大力争取将其升级为一类口岸,以

达到口岸对等开放,便于边境游客持护照通行。再如云南清水河口岸为一级口岸,比对应的缅甸清水河口岸级别高,云南应和缅方

积极协商,推动缅方清水河口岸建设成一类口岸,实现双方口岸级别对等,游客通关通畅。 

改善口岸交通。促进云南重要口岸的交通建设,提高到各口岸公路的级别;加大与周边国家交通建设合作,采用合资合作、援

建等方式支持邻国建设口岸主要公路通道。 

3.2推进通关设施建设,完善电子口岸平台 

推进口岸通关配套设施建设。加强口岸硬件设施建设,增加和升级通关查验设施,扩大人员通道规模,设立团队游客绿色通道

和自驾车专用通道,提升口岸通行条件。 

推进电子口岸平台建设,加快口岸通关自助查验设备建设,利用指纹、面相等信息识别实现快速高效的自助通关。实现口岸

管理部门的部分通关数据共享,建立和完善网上预约办证系统,实现游客网上自主预约通关、自主查询、支付和一键式办理。为

旅游团推出网上预检、大型旅游团分流、登车验放等通关便利化措施,确保口岸的安全顺畅和通关便捷。采用合作、援建等方式

支持邻国建设电子口岸平台。 

3.3简化通关手续和流程,建立快速通关模式 

进一步简化出入境手续。解决签证和通关过程的繁琐与复杂,争取将办证权限和团队出境游审批权限下放到地方,放宽非边

境地区居民参加边境旅游的限制条件。允许游客持边境通行证,在双方协商区域内自助游。根据欧美通关便利化经验,尝试在云

南与接壤国家边境地区实行“一证通”互免签证,建设无障碍边境旅游圈,实现 24小时通关。对第三国公民采取“单一签证”制

度,第三国游客持护照及其中一国的签证即可在另一国出入境。 

稳定口岸签证和通关政策。应加强与邻国相关部门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制定长期有效、稳定的口岸签证和通关政策,包括旅

游团队签证、旅游者口岸签证、异地通行证办理和互免签证政策,以及持何种证件可以允许跨境的政策,以使边境游客掌握正确

信息,做出正确决策。 

促进自驾车通关便利化。在出入境车辆管理方面,积极促进和落实云南与接壤三国间车辆运输的协定,达成双方自驾车旅游

者在协商范围内的跨境通行;简化跨境手续,降低跨境费用,允许自驾游客凭双方认可的证件便捷通关,尤其是昆曼公路沿线城市

间自驾游团队的互免签证政策,实现双方跨境无障碍自驾旅游。为自驾车旅游团提供“一站式”通关服务,提高通关效率。 

3.4完善跨境旅游合作机制 

完善与邻国边境旅游的交流合作与会晤磋商机制,建立常态化的互访交流机制,共商口岸通关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协商

制定解决办法。由于东南亚形势政策复杂多变,鼓励边境市县主管旅游的领导定期出访考察协商;培养一批熟悉邻国事务的地方

专家,以协助妥善解决问题。 

完善信息交流机制。完善与邻国的互联互通,逐渐在通关程序、通关政策和通关技术标准上达成一致,统一边检标准、通关

手续。搭建跨境网络旅游信息服务平台,利用“互联网+”模式对口岸传统信息服务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供给游客便捷的多语种通

关信息查询平台,解决两国口岸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与邻国建立稳定的旅游联合执法机制,及时协调和处理跨境旅游合作中不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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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约、协议的行为。 

3.5加强人才培养 

与邻国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口岸通关人才培养的交流合作。积极为邻国中文人才培养提供帮助,互送工作人员到对方进行学

习培训,或互派师资到对方进行教学,共同提高口岸通关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语言能力,提升通关服务水平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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