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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免签成中国
不断扩大开放“政策名片”

■免签国家范围持续扩大

为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往来，中国
决定扩大免签国家范围，自2024年11
月30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对保
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黑山、北
马其顿、马耳他、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日本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

中国还决定进一步优化免签政
策，将交流访问纳入免签入境事由，将
免签停留期限自现行15日延长至30
日。自2024年11月30日起，包括上
述9国在内的38个免签国家持普通护
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
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
办签证入境。

优化免签政策的消息公布后，很
快，在携程海外平台欧洲站点、日本站
点，中国相关目的地搜索热度环比分
别增长65%、112%。尤其，从日本多
地直飞国内目的地的航班热度大涨。

北马其顿媒体刊文说，中国是世界
最迷人的目的地之一，以其丰富的历
史、文化和现代经济进步而闻名。克罗
地亚日报网以“中国给克罗地亚公民带
来好消息”为题报道了免签消息。

外交部领事司负责人童学军在11
月22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介绍，一年以来，中国同新加坡、泰国
等6个国家签署互免签证协定，目前
已同25个国家实现了全面互免。截
至目前，同157个国家和地区缔结了
涵盖不同护照种类的互免签证协定。

国家移民管理局多批次优化实施
过境免签、区域性入境免签、口岸签证
等政策，让外国人“方便来”“多样来”

“引进来”。外国人可利用72/144小
时过境免签、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入
境免签、59国入境海南免签等来华旅
游或开展商务活动。

我国还推动驻外使领馆全面取消
签证预约制度，进一步扩大免采指纹
范围，优化简化签证申请表，降低签证
费，让外籍人士来华签证手续更加便
捷、来华成本进一步降低。

■免签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

11月22日17时30分，吉隆坡-
南宁AK168次航班抵达，140名旅客
中，马来西亚籍旅客占了三分之二。
马来西亚何氏总会永久荣誉顾问拿督
何书新带着19位朋友入境，“来中国

‘寻根’，探亲访友、联络宗谊”。据广
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统计，今年以
来，约3万名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
旅客从南宁口岸免签入境。

截至11月24日，北京大兴机场边
检站受理签发144小时临时入境许可
量为去年同期的5倍，超过3万名外籍
人员享受到过境免签便利措施。大兴
机场边检站选派精通外语的移民管理
警察靠前服务，确保通关高效顺畅。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今年第
三季度，外国人入境818.6万人次，同
比上升 48.8%；其中，通过免签入境
488.5万人次，同比上升78.6%。

5月以来，欧美国家人员适用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来华数量大幅增

长。许多海外自媒体博主纷纷点赞中
国高效便捷的入境政策，惊叹中国经
济发展、社会安定、交通便捷、网络便
利、风物美好，成为向国际社会宣介中
国的“外来粉”。

日前在上海举行的2024中国国
际旅游交易会上，多名外国旅行商高
度评价中国免签政策。“这对我们来说
是一件大事，订单数据相比去年翻了
一番。”德国旅行商克劳斯·彼得·贝茨
说。澳大利亚旅行商莱德感受到“中
国正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各国宾客”。
法国旅行商阿丽斯·马赛表示，正积极
拓展中国市场，期待将更多旅游团队
带到这个活力市场。

携程平台上，今年1至10月入境
游订单同比增长约2倍。中国旅游研
究院副院长唐晓云认为，随着我国对
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预计2024年全
年入境旅游人次有望恢复到接近
2019年同期水平。

“中国通过一系列主动的对外开
放措施，持续向国际社会展现自信开
放包容的国家形象。”北京师范大学政
府管理学院教授王磊认为，免签政策
促进了相关国家与中国经济互联互
通，带动了中外经贸、文化、教育、旅游
等更广泛领域合作，有利于全球经济
增长与产业发展。

■持续疏通来华卡点堵点

“希望过境免签时长增加，游玩更
解渴”“中国地域辽阔，还有不少令人神
往的城市没被纳入免签范围”“希望有
更多醒目的外文标识”“手机支付、门票

预约可否更便利”……一系列入境便利
化举措落地见效的同时，记者也了解到
外国人对“中国游”的一些新期待。

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
年，国际航班客运规模恢复至2019年同
期的81.7%。旅游从业者希望，加快恢
复国际航班、航线，降低出行成本。

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会同人民
银行、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门综合施
策，持续畅通外籍人员来华卡点堵点，进
一步提升金融支付、住宿交通、景区预
约、网络通讯等服务便利化水平。

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
性的意见》。经各方共同努力，目前来
华人员可灵活选择多样化支付方式。
据主要银行卡组织统计，2024年 10
月，境外银行卡线下交易笔数、交易金
额分别较2月增长184%、150%。今
年10月，超293万入境人员使用移动
支付，交易规模达到2月的3倍。

“免签还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将
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统筹规划，把商
务、文化、旅游、交通、教育、发改等多
部门纳入，推动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
围对外开放。”王磊说。

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持续优化完善过境免签等政策
措施，扩大活动范围、增加联动区域、
优化开放布局，进一步提高政策含金
量、吸引力，积极会同有关部门提升外
国人来华在华的便利度。

“我们将持续为大家创造更多有
利条件，进一步优化免签政策，让更多
的外国朋友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感
受中华之美。”童学军说。

更便利！我国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出实招”
新华网消息 超声、X光、血常规

……刚做的检查检验，换一家医院却
不算数。看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要
重复检查检验，令不少患者烦恼，也加
重了负担。

改善就医体验“出实招”！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等7部门11月 27日公布
《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
结果互认的指导意见》：

到 2025 年底，各紧密型医联体
（含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实现
医联体内医疗机构间全部项目互认，
各地市域内医疗机构间互认项目超过
200项。

到2027年底，各省域内医疗机构
间互认项目超过300项；京津冀、长三
角、成渝等区域内医疗机构互认项目
数超过200项。

到2030年，全国互认工作机制进
一步健全完善，检查检验同质化水平
进一步提高，结果互通共享体系基本
建立，基本实现常见检查检验结果跨
区域、跨医疗机构共享互认。

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
“小方便”，关系着群众就医体验的大
提升。

随着结果互认，患者可以最大限
度避免重复检查，不仅节约就医时间，
也减少了不必要的支出。

不同医疗机构的检查检验标准不
一、水平不一，如何保障医疗质量，让

结果能互认、敢互认？医改惠民背后，
有大量“看不见”的基础支撑。

如何破解“不能认”？检查检验结
果要“联网”。

患者带来的胶片看不清楚，但打开
电脑上的互认平台，之前检查的细节都
能看到了——这是一位医生使用当地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平台后的感受。

来自不同医疗机构的结果，在同一
个电子平台上打得开、看得到，首先得
统一数据标准。目前，各地积极推进卫
生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全国医疗卫生机
构信息互通共享三年攻坚行动自2023
年10月以来持续开展，力争实现各机
构之间信息化建设“车同轨”。

此次印发的文件专门提出，各地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区域信息平
台建设，通过建立检查检验结果数据
库、“数字影像”或“影像云”等方式，在
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区域内
跨机构共享调阅。

如何破解“不敢认”？检查检验结
果要“达标”。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便利患者是目
的，把病看准是前提。有患者和医务人
员担心，一些基层医疗机构的检查检验
结果“不准”，上级医院又将其作为诊疗
依据，最后“受伤”的还是患者。

本次印发的文件明确提出，强化
检查检验质量控制。各地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要提升辖区内检查检验同质化
水平，落实城市医疗资源下沉县级医

院和城乡基层机制，提升基层医疗机
构检查检验能力水平。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而言，通过推进
结果互认，也在倒逼自身水平提升。只
有基层强起来，分级诊疗体系才能加快
落地，才能实现大医院不再人满为患、
看病检查不再排长队的期盼。

医学专家提醒，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并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有医务人员说，在诊疗过程中，有
的患者因外伤、急性病等，病情变化

快，即使前期做过检查，为确保医疗安
全，也仍然需要重新检查。

为此，文件要求，坚持以保障质量
安全为底线，以接诊医师判断为标准，
积极有序推进互认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
辉说，应尊重疾病诊疗的客观规律，尤
其尊重医生的临床决策权。同时，医
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要加强医患之间的
沟通，在检查检验结果不能互认时，对
患者做好解释和说明。

新华网消息 日前，我国宣布
扩大免签最新政策，新增9国入境
免签。至此，入境免签增加至 38
国。同时，免签停留期限自现行
15日延长至30日。

免签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
成为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流量
密码”、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政
策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