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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签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士新对此评

论称：“中国与东盟国家互访频繁，实施签证便利化措施除了

对旅游业是利好，这种全面互惠的措施对于带动经贸发展，以

及更多领域内的对接，都有积极意义。”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可预见的将来，世界各地给中国人以

各种免签待遇的国度也将越来越多。

从“新马泰”游到“新马泰”免签

时代车轮就是这样滚滚向前的——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

代初，中国公民赴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旅游相继开启。其

一大标志是 1990 年 10 月，国家旅游局会同外交、公安、侨办

等部门，出台《关于组织中国公民赴东南亚三国旅游的暂行管

理办法》（以下称“暂行管理办法”）并报国务院批准。由此，

中国公民出境游开始发展。

之后，旅行社推出“新马泰”团队游产品。有资深旅游业

从业者曾称，当时推出“新马泰”旅游产品，其实是相当高端的。

毕竟，当时能够纯粹以旅游名义走出国门的话，可以去的目的

地并不多。“新马泰”将三大目的地整合在一起，最初时这一

旅游产品的售价相当高。

记者查询到，1997年7月1日，青岛中国国际旅行社在《青

岛日报》打出新马泰加港澳 15 天境外游的广告，组团出游的单

人价格在 1.5 万元左右。广告刊出，报名火爆，可真正成行，

则要到两个月后，32名游客组成的首个出境游旅行团正式出发。

亦有资料显示，当时国内有关新马泰游的报价，从 1.5 万

元到2万元出头不等。而上世纪90年代，以1997年的上海为例，

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是 952 元。能够消费得起“新马泰”团队

游的人是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由此，一些大城市出现了针

对“新马泰”游的自嘲。比如阿拉上海有人就称“莘庄、马桥、

松江泰晤士小镇”为“新马泰”，这种噱头如同上世纪 80 年代

一出滑稽戏将“朱家角”与“芝加哥”混淆。而在北京，“新

马泰”也可以指新街口、马甸、北太平庄。

那时候，即便是有消费能力者，还得面对比金钱更难解决

的问题——依照暂行管理办法，前往东南亚三国探亲旅游的中

国公民必须由海外亲友付费、担保。有资深旅游从业者告诉《新

民周刊》记者，当时境外游一般采取“境外买单、境内报名”

的方式。亦即游客在香港、澳门等地有亲友，通过亲友在港澳

等地的旅行社交款，内地游客在内地旅行社报名，并由国家审

批通过后，方可出境旅游。“要排队等待名额，一般要排一两

个月甚至半年。”该业内人士说，“当地导游一开始并不愿意

接待来自中国内地的旅行团，因为他们感觉陌生，从前没有遇

到过。当时，当地导游甚至会抓阄来决定导游人选，谁被抽到

接待中国游客，还感觉挺沮丧呢。”

如今在美国加州定居的上海人陈女士至今回想自己第一次

出国，就是去泰国。“那时候，我在一家外企工作。有一天，

老板跟我说，要出差，去泰国的一个叫做 Samui 的地方。”因

为是出差而非旅游的缘故，当时由所服务的公司帮忙办理，刚

毕业不久的小陈顺利拿到签证，跟着外籍老板和团队到了泰国。

陈女士告诉记者：“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后来各种旅游产品推出，

身边的朋友一拨拨前往泰国旅游度假，我发现 Samui 被翻译成

苏梅岛。这名字倒是蛮好听的。不过我去 Samui 的时候，这个

小岛好像还没有广为流传的中文译名呢。”

与陈女士相似，今年 87 岁高龄的张锦渭老人也难忘自己当

年的东南亚之旅。张锦渭几乎可以算最初的几批在境内报名、

在境内付费，然后跟团前往新马泰旅游的朋友。1997 年，由国

家旅游局与公安部共同制定并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公民自费

出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同期还规定了中国公民自费出

国旅游的目的地国家，明确了“出国 ( 境 ) 旅游”的概念，这

标志着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规范发展的阶段。

当时张锦渭刚退休。一辈子职业生涯都供职于铁路部门的他感

到，自己已经走过国内不少名山大川，却没有出国旅游的经历。

2023年 8月 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新加坡会见新第一副

总理黄循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