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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外国游客来华旅游接待研究

王素君

摘　要：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为发展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往来，贯彻国家外交方针，中
国有计划地开展了组织和接待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活动。外国游客的来源国和数量随着中国

外交路线和国家关系的演变而变化。政治性和外交性是这一时期中国接待外国游客来华旅游

活动的重要属性。中国国际旅行社为外国游客提供了政治接待和生活接待，比较圆满地完成

了国家赋予的政治和外交任务。但这一时期的接待外国游客来华旅游也存在着政治性过强，
对外国游客限制较多等问题，影响了旅游接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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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作为一种外出异地或异国的游览观光、娱乐休闲活动，具有政治、经济、社
会和文化属性①。目前关于旅游的研究主要涉及旅游的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对

旅游的政治性、外交性关注不 足，相 关 研 究 还 比 较 薄 弱。Ｊｅａｎ－Ｍａｕｒｉｃｅ　Ｔｈｕｒｏｔ首

先提出了“旅游是政治的另一种简单延续”的观点，Ｅｄｇｅｌｌ进一步认为，旅游“不仅

是政治的继续，而且是世界政治经济的一部分”②。Ｍａｔｔｈｅｗｓ和 Ｈａｌｌ根据政治系

统理论建立了旅游政治系统动力反应模型③。而在国内，关于旅游政治的研究主

要停留在对国外旅游政治学的介绍等方面④，也有学者对旅游政治的基本架构等

进行了分析⑤。旅游可以为外交服务，杨公素认为“文革”时期的旅游作为外交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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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４年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成立前，习 惯 使 用“旅 行”指 代“旅 游”，成 立 后，逐 步 用“旅 游”取 代

“旅行”。本文“旅行”即“旅游”，国际旅行即“国际旅游”，“旅行者”即“游客”。世界旅游组织（ＵＮＷＴＯ）中的Ｔ
原为ｔｒａｖｅｌ，１９９１年改为ｔｏｕｒｉｓｍ。见徐菊凤《论旅游的边界与层次》，载《旅游学刊》２０１６年第８期。

唐志明．旅游政治的政治学分析［Ｊ］．旅游学刊，２００６（７）：８３－９０．
同②．
唐志明．国外旅游政治学研究述评［Ｊ］．政治学研究，２００６（２）：１２０－１２６；杨安华．旅 游 政 治：国 外 政 治

学研究的新领域［Ｊ］．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１）：１５０－１５４；杨安华，梁宏志．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

［Ｊ］．旅游学刊，２００８（１）：８１－８５．
同②．



部分，主要具有政治属性①。梅毅认为，国际旅游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施行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外和平发展功能是旅游外交的主要功能②。王洁洁、朱文等认

为国际旅游具 有 高 度 的 政 治 性 和 外 交 色 彩，成 为 国 家 官 方 外 交 的 延 伸 和 重 要 补

充③。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旅游与政治和外交的关系有较多研究，但相关研究多停

留在理论建构和学科引入方面，研究的内容多宏观论述少实际论证，不够深入且多

重复。
中国早期国际旅游接待被称为政治性、外交性旅游。但是，限于资料匮乏等原

因，目前关于这一时期旅游研究的著作和论文比较少。本文试图利用档案资料，从
旅游政治和旅游外交等视角，对中国国际旅行社成立至“文革”爆发前这一时期外

国人来华旅 游 的 背 景、过 程、政 治 性 和 外 交 性 的 体 现 以 及 经 验 教 训 进 行 分 析 和

研究。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文革”前，我国外交路线经过了由“一边倒”向“两条线”的

变化，相应地作为中国外交路线执行者的中国旅游业在旅游方针和政策方面也发

生了转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局势主要表现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严重对峙。在两大阵营之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

动迅猛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

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对中国实行全面遏制。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
抵制美国的遏制政策，维护新政权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基

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国际局势的考量，中国实行了联苏反美的“一边倒”外交战

略，“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毛泽东认为，“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

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④。当时，“一边倒”的外

交战略是我国外交政策的重心。支持和援助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加强同新兴民

族主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有力支撑。影响和争取各国人民，建

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外交的主导思想⑤。
中国的外交是人民外交，包 括 官 方 外 交 和 民 间 外 交 两 个 方 面。周 恩 来 认 为，

“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外交家来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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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公素．回忆“文革”时期的旅游外交［Ｊ］．国际政治研究，１９９４（３）：５０－５５．
梅毅．旅游外交与中国和平发展［Ｄ］．武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２００６；梅毅．试析旅游业的和平外交性

［Ｊ］．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６（１０）：２４２－２４８．
王洁洁．国际关系及重大事件对出入境旅游的影响———以中国与主要客源国（地）为例［Ｄ］．西安：陕

西师范大学，２０１１；朱文．论跨国旅游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Ｄ］．青岛：青岛大学，２０１３．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９６．
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Ｍ］∥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外 交 部，中 共 中 央

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４８－５７．



来进行”①。旅游是民间性的人民外交的一部分。旅行社通过发展自费旅游这种

“各国人民交往的比较好的形式”，成为“从事人民外交的组织者与桥梁”②。开展

旅游事业的目的“是为国际活动为外交路线服务的”，“有政治经济意义”③。为贯

彻我国和平外交路线，促进中国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成就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消除由于帝国主义宣传所造成的误解和隔阂，邀请

和吸引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就成为执行我国外交政策的一条重要渠道。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展和国际威望的提高，来华旅游人数逐年增

加。为在旅游领域贯彻我国外交政策，中国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成立专门接待外国游客的机构———中国国际旅行社，负责一切旅游接待

事宜。为在旅游领域贯彻我国外交政策，接待日益增多的游客，周恩来接受中央国

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王稼祥的建议，成立中国国际旅行社作为组织接待外国游

客的主要机构。１９５４年４月１５日，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在北京成立，并在天津、

上海、南京、杭州、广州、南宁、汉口、沈阳、哈尔滨、安东、满洲里、大连等１２个城市

设立了分社。至１９６６年，中国国际旅行社在各地共创办了４６个分、支社④。中国

国际旅行社的职能包括宣传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就，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动宣传，增
进来华外国游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了解。同时，对未建交的国家“起了与之打通关

系，伸展工作的作用”。因此，中国国际旅行社“实际上是贯彻党的对外活动和国家

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⑤。

第二，规定了旅游接待的主要对象和接待原则。这一时期中国的旅游是以积

极发展社会主义各国游客为主，尤以苏联游客为重点；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游客有限

制有选择地少量接待（主要以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为主，美国、西德国家游客不接

受）；民族主义国家由于国内经济条件限制，来华旅游人数很少。针对不同性质国

家的游客，中国国际旅行社采取“热情友好，服务周到，政治上区别对待，生活上一

视同仁”的接待原则⑥。在旅游路线、节目安排、宣传内容、接待礼遇方面，不同性

质国家待遇差别较大。但在生活待遇方面，不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

均一视同仁，同一服务等级提供同样质量的服务。

接待社会主义国家的游客，目的是增进相互了解，体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

阵营的团结。因此，在接待过程中贯彻“热情友好，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方针，对
他们提出的要求和专业活动等，一般都予满足。在政治宣传方面，主要宣传三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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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１９４９—１９７５）［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１２．
袁经理在全国第一次翻译导游会议上的报告［Ａ］．江苏省档案馆藏：５０１９－００２－００１４．
同②．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辉煌５０年：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简史［Ｍ］．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２００４：４２．
中国国际旅行社代表团访问苏联国际旅行社的情况报告［Ａ］．江苏省档案馆藏：５０１９－００３－０００５．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张彦副主任在国际旅行社全国经理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Ａ］．江苏省档案馆藏：５０１９

－００２－００３４．



旗的优越性、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经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之间的友好，同时

宣传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感谢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 给 予 中 国 的 援 助 等。
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游客，根据“限制西方国家旅行活动”的业务方针，在外办规定的

开放单位范围内，有区别、有目的、有控制地安排他们参观游览。旅行社采取各种

方式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宣传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打击帝国主义对

我国的造谣污蔑和侵略阴谋。自费游客以安排风景名胜为主，一般不组织专业活

动。对民族主义国家游客，旅行社主要宣传中国取得的成就与民族主义国家的同

情和支援是分不开的，宣传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经验是反对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

统治；鉴于一些民族主义国家对日益强大的新中国在将来是否会成为帝国主义国

家的疑虑，宣传中国“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接待礼遇方面，旅行社根据外国来华游客的国家性质给予不同的待遇。以

南京分社为例，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旅游团体，接待第一批时由南京市人委代表（秘

书长或交际处长）出面和分社经理等迎送、陪同进餐，经理介 绍 南 京 概 况、商 谈 日

程。其他批次则由服务科长等迎送，经理出面介绍情况、商谈日程。对资本主义国

家的旅游团体接待第一批时，由分社经理等出面迎送、介绍南京概况、商谈活动日

程。其他则由服务科长等迎送、商谈日程。此外，如遇节日庆典，对社会主义国家

的旅游团体，请市人委或有关部门（如中苏友协）出面邀请参加庆祝会、晚会，并设

便餐招待；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旅游团体，则由分社经理设便餐招待”①。
自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起，苏联推行“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的外交

路线，谋求与美国合作。之后，中国和苏联两国在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总路线等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１９６０年６月的世界工联会议和布加勒斯

特会议使得两党分歧公开化，随后苏联撕毁合同，并撤走所有的在华专家，而中共

也开始公开批判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②。由此，中国的外交路线由“一边倒”转

变为“两条线”，既反帝又反修。可是“两条线”的外交策略使中国在国际上日益孤

立。为了开拓 外 交 的 新 局 面，１９６３年 和１９６４年，毛 泽 东 阐 述 了 “中 间 地 带”理

论———这是他后来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雏形。中间地带由以下两部分国

家构成：“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

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③。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战

略突破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将重点转移到两个中间地带国家，力图依靠

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以建立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中国外交路线

的转变在旅游事业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的旅游接待方针和接待对象有了很大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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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年工作总结［Ａ］．江苏省档案馆藏：５０１９－００１－０００５．
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Ｊ］．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７（２）：２９－４２．
毛泽东．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月）［Ｍ］∥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外 交 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５０８．



首先，对来自苏联东欧等“现代修正主义国家”加强了反修宣传。自１９６０年开

始，中国国际旅行社对苏联东欧等“现代修正主义国家”游客的宣传内容有了很大

变化。宣传内容不再提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而主要宣传毛泽东思想、三面

红旗和中国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旅行社加强了对全程陪同

人员的政治要求，全程陪同人员必须由政治过硬、接待经验丰富的处级以上党员干

部担任。全程陪同人员要积极开展反修斗争，设法多给游客看反修小册子，同时还

要辅以口头宣传。
其次，增加了两个中间地带国家来华的旅游人数，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来华

旅游人数。１９６３年９月至１９６４年７月，中苏论战达到高潮，在中苏两党关系急剧

恶化的情况下，苏联和东欧“大量削减和取消旅行计划人数”①。与此同时，中国努

力吸收中间地带国家，主要是西欧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游客。１９６４年起，中

国适当放宽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限制，“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要采取团结的方

针。团结他们有很多途径，最有效的途径还是旅游事业”②，“多让西方国家的人来

一些，让他们正确了解我们实际情况，回去宣传”③。自１９６４年起，资本主义国家

游客开始超过社会主义国家游客。此外，作为支援“左派国家”革命和建设的一种

方式，朝鲜和越南来华游客人数也大为增加。为支援越南的抗美战争，中国与越南

采取交换互不清算费用旅行者的方式。交换互不清算费用旅行者是指中越两国互

相派出人数对等的游客而互不缴纳任何费用的旅游方式，被越方认为是“马列主义

的形式，对越南革命和建设有极大帮助”。越南总理范文同对越南旅行公司指示，
“中越交换旅行者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④。

二

根据中国外交路线和国家关系的变化以及外国来华游客的国家性质、数量的

变化，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外国游客的来华旅游活动可以划分为１９５６—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１—

１９６３年上半年、１９６３年下半年—１９６６年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５６—１９６０年。这一时期国务院和中国国际旅行社严格执行“一

边倒”外交政策，接待游客以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为主。１９５６年之前，虽然也

有少量国外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游客来华旅游，但大多属于政府邀请性质或参

观访问性质。１９５５年１２月，苏联国际旅行社副主席李沃夫同中国国际旅行社签

订了《１９５６年互换自费旅行者议定书》，标志着外国较大规模来华旅游活动的正式

开始。１９５６至１９５８年三年间，中国国际旅行社共接待苏联、民主德国、蒙古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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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国家的自 费 游 客３　９０３人，其 中 苏 联 游 客３　７０３人，约 占 总 人 数 的９５％①。

１９５９年，中国国际旅行社接待了２２个国 家 的２　０２６名 旅 行 者，比１９５８年 增 加 了

２１％。１９６０年，中国国际旅行社接待了２０个国家的３　７８０名旅行者，比１９５９年增

加了８６．５７％，其中社会主义国家３　６１８人，约占总人数的９６％，苏联３　１７７人，约

占总人数的８４％②。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来华旅游人数呈迅速上升趋势，苏联是最主要的游客来源

国。虽然１９６０年中国已实行“两条线”的外交政策，但中苏两国国际旅行社仍履行

了双方签订的互换自费旅行者协议，来华旅游人数较上年大大增加。中苏外交关

系的转折对苏联及东欧来华游客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政府和领事馆加强了对来

华游客的管理工作，注意介绍中国情况和旅游注意事项；苏联游客言谈谨慎，对中

国问题不轻易表态；旅行团领队的政治级别较高，对游客管理较严，不允许游客未

经领队同意提个别要求③。
第二阶段：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上半年。随着１９６０年中国外交路线由“一 边 倒”转

为“两条线”，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由于中苏双方都有修复关系的愿望，１９６１年至

１９６３年７月，中国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互换旅行者协议得以签订并执行，来华的

社会主义国家游客也承担起修复国家裂痕的任务。这一时期，来自社会主义国家

的游客主动宣传团结友好，要求参观人民公社，赞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普

遍关心中国的经济形势④。然而，中苏关系在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原则性问题上

的冲突导致双方论战升级，最终导致中国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关系恶化，严重影响了

中国旅游事业的发展。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３年是中国国际旅行社发展过程中的低谷，
每年接待人数均在千人左右⑤。与此同时，“左派国家”朝鲜和越南来华游客人数

大为增加。
第三阶段：１９６３年 下 半 年—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３年 起，法 国、日 本 来 华 自 费 游 客

人数迅速增加。随着１９６４年中法建交、中巴通航以及日本政府放开对国民出国

旅游的限制，资 本 主 义 国 家 来 华 游 客 所 占 比 重 迅 速 增 加。１９５６—１９６２年，资 本

主义国家 来 华 旅 游 人 数 一 般 仅 占 总 人 数 的５％左 右，最 高 年 份 也 仅 占８．８％。

１９６３年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来 华 游 客 人 数 占 总 人 数 的 比 重 由１９６２年 的５％迅 速 上 升

为３９．８％。

１９６４年７月２２日，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成立。为大力发展旅游事业，国

家放开了对资本主义国家来华自费游客的限制，“积极争取资本主义国家左派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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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来华旅行”，“积极开展西方国家旅行者来华旅行”①。１９６４年资本主义国家

来华游客占总人数的比重增加到５３．３％，资本主义国家来华游客首次超过社会主

义国 家 来 华 游 客。１９６５年，中 国 共 接 待３８个 国 家 的 综 合 服 务 自 费 游 客５３１批

４　５１９人，比１９６４年增加１８６．７％。其中，资本主义国家的游客全年共接待４９８批

３　９１５人，占游客总数的８７％，比１９６４年增加３６１．６％，比１９５７—１９６４年接待人数

总数还多一倍。１９６５年社会主义国家的游客６０４人，仅占总人数的１３．４％。资本

主义国家来华旅游人数占主导地位。此外，中国国际旅行社还接待海员、在华各国

专家、使领馆人员、留学生、实习生、记者等零星自费游客２　９０１批８　３５８人。１９６５
年合计接待外国游客１２　８７７人，达到“文革”前外国来华旅游人数的最高峰。

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极“左”思潮影响到外交领域，中国旅游事业管理局被批

判为“外汇挂帅”，“走资产阶级路线”，接待外国人是“风景出口”，是为外国资产阶

级服务的②。而“文革”引起的“社会动乱使外国游客失去安全感，纷纷取消或更改

旅华计划”。１９６６年全国共接待来华游客４　５５１人，比１９６５年大为减少，其中资本

主义国家游客仍占绝大多数③。以中国国际旅行社南京分社为例，１９６６年南京分

社共接待游客１　８８０人，其中资本主义国家游客１　５６６人④，占南京分社接待总人

数的８３％。１９６７年总社接待外国来华游客人数骤减至８６６人。１９６８年，中国国

际旅行社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游客一律不接待，全年仅接待３０３人⑤。中国旅游

事业发展的大好局面为“文革”所中断。

三

中国国际旅行社的工作是国家对外活动的一部分，是为中央和地方党的国际

活动服务的，政治性、思想性强⑥。中国国际旅行社作为执行国家外交政策，为国

家外事活动服务的国家机构，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将政治贯穿在旅游接待活动

的每个环 节。政 治 性 是 这 一 时 期 旅 游 活 动 的 根 本 属 性，主 要 体 现 在 以 下 几 个

方面：
（一）接待机构和工作人员的政治性

中国国际旅行社和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都属于国家行政机关的一部分，

是执行国家对外政策的行政机构。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对外宣称从属于对外贸易

部，实际由公安部管辖。１９５８年１月９日，国务院决定将中国国际旅行社划归国

务院直属，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领导，各分社、支社划归各省市人民委员会直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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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１９６４年７月２２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成立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

局，直属国务院①。可见，这一时期我国旅游机构主要是作为政府行政机构和事业

单位存在，不属于企业性质。中国国际旅行社不以经济功能作为开展旅游业务的

主要功能，而把旅游的政治功能和外交功能放在首位。
接待人员的政治性是保证接待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中国国际旅行社工作人

员主要来自公安部门、组织部、交际部门。以南京分社为例，除正副经理外，由公安

部门调配１１人，省市交际处调配６人，南京市委组织部调配１１人。调配人员“在

质量上要求政治 可 靠，业 务 上 有 培 养 前 途，并 具 有 一 定 文 化 水 平 和 社 会 常 识”②。
南京分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结合经常任务（特别是重大任务）对工作人员进行轮

番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了工作人员的政治认识。
除经常性的政治学习外，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和国旅总社对翻译导游人员的政

治素质特别予以关注。翻译导游人员处在旅游接待的第一线，工作对象是来自不

同国家、不同阶层和持有不同政治态度的各种人物，是做“人”的工作。翻译导游人

员既是宣传员，又是服务员和保卫员，是旅行社接待外国游客的桥梁③。刘少奇和

陈毅要求翻译导游人员具备五性：政治性、思想性、原则性、纪律性、灵活性。翻译

导游人员要具 备 政 治 水 平 和 政 策 水 平，经 常 了 解 国 内 外 政 治 形 势 和 中 国 外 交 政

策④。自１９５８年开始，总社每隔一年就利用冬末春初的旅游淡季，集中各地旅行

社的翻译导游人员进行一次整训，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总结工作，交流经验，提高认

识，统一思想，改进工作⑤。
（二）政治接待和生活接待

政治接待即根据不同的接待对象在政治上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同时大力宣

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路线方针、外交路线和对国际问题的观点。政治接待是旅游

接待工作政治性贯彻的主要方式⑥。
政治接待的主要内容是做外国游客的政治思想工作，通过“一看二谈”“先看后

谈”“虚实结合”“新旧对比”等方式达到影响和转变游客的目的。通过和外国游客

交朋友，宣传我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改变外国游客对中国的看

法，改善国家形象，扩大政治影响。中国国际旅行社 的 宣 传 内 容 密 切 围 绕 国 际 形

势、中国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展开，根据不同对象、不同类型国家、不同时期确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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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宣传内容。

生活接待是政治接待的物质基础。生活接待主要包括食、住、行、游、购、娱六

个方面。此外，生活接待还包括外国游客日常生活 委 托 事 务，代 办 离 境 签 证 和 旅

游、居留签证，办理邀请单位或接待单位委托的其他事项①。生活接待既是服务工

作又是政治工作，是为加强中国政治影响和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服务的。生活接待

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任何一个细节上的差错都会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旅行

社要加强生活接待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充分发挥旅行社各项业务工作的作用，

提高服务质量。每个服务人员都是对外政策的宣传员。

（三）旅游路线和景点选择的政治性

对来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游客，在开放城市方面也有区别。开放城市分为

开放城市、预备开放城市和有控制开放的城市和地区三种类型。开放城市是指“对

外公开宣称的游览城市，除公安、外交两部规定不批准的六个国家和五种对象外，

其他外国人均可去。１９６５年开放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南京、武汉、天津、无锡、

苏州九个城市”。预备开放城市是指“目前条件还不具备，拟在今后逐年公开宣传

对外开放的城市。在未正式开放前只少量接待。这些城市有长沙、西安、洛阳、郑

州、南昌、庐山、桂林”。有控制开放的城市和地区是指“不对外公开宣传、内部掌握

控制，只限社会主义国家、少量资本主义国家进步人士、特殊要求者和过境的自费

游客去。这些城市和 地 区 有 沈 阳、鞍 山、抚 顺、长 春、南 宁、昆 明、济 南、曲 阜、景 德

镇、绍兴、黄山”②。

１９５８年之前，中国国际旅行社认为接待自费游客就是要“给他吃住玩得好”，

主随客便，“他要什么给什么，结果厚古薄今”。１９５８年后，中国国际旅行社采取了

“主客两便，以我为主”的方针，通过提前制定旅游节目菜单让外国旅行社选择，景

点菜单要坚持“厚今薄古”的原则，主要安排工、农、教、卫等景点③。旅行社对于游

客“看什么，解决什么问题，为何看，要做到事先心中有数，不仅安排联系，而且要到

现场研究”④。１９５９年南京分社根据游客的特点和要求，对重点参观单位和景点事

先做好充分准备并进行周密组织⑤。通过参观工业、农业、教育和卫生事业可以展

现南京市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就，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一些不愿参

观工农业建设成就的外国游客，旅行社“采取见农田谈公社、见学校谈教育、见寺庙

谈宗教”的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政治效果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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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旅行社统一承办外宾生活接待办法［Ａ］．江苏省档案馆藏：５０１９－００３－０００８．
旅游工作会议简报（第三期）［Ａ］．江苏省档案馆藏：５０１９－００２－００４３．
袁经理在全国第一次翻译导游会议上的报告［Ａ］．江苏省档案馆藏：５０１９－００２－００１４．
帝资国家自费旅行者参观游览工作规划（草案）［Ａ］．江苏省档案馆藏：５０１９－００１－０００９．
接待第四季度苏、捷、波、德等国自费旅行规划［Ａ］．江苏省档案馆藏：５０１９－００３－００１６．
同⑤；南京分社１９６５年工作情况报告［Ａ］．江苏省档案馆藏：５０１９－００１－０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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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间中国政府开展的外国游客来华旅游活动是中国外事活动的

一部分，是为中央和地方党的国际活动服务的。中国外交路线和政策的演变直接

规约或间接限制了外国游客的来源国、人数、旅游内容，政治性和外交性渗透到旅

游的各个环节，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外交意义。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这一

时期的旅游接待工作也存在着政治、外交功能过强，经济功能 弱 化 甚 至 消 失 的 问

题。当然，这些问题后来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很快就发生了根本

的改变。
这一时期国际旅游活动的开展对我国开展旅游外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旅游是增强人

们亲近感的最好方式”①。今天，旅游外交已被纳入国家外交战略，在国家间外交

关系的拓展和维系、经贸往来、文化传播以及国家对外形象塑造等方面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国际旅游政治和外交功能的发挥要与经济功能的实现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不能厚此薄彼。在注重旅游经济功能的同时，我们要深入挖掘旅游的政

治和外交功能，使国际旅游成为良好国家关系的加速器和国家关系处于僵持状态

的缓和剂，服务于我国外交战略的开展和国际形象的塑造。
（责任编辑：潘亚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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