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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大联盟合作协议 

 

泛珠三角区域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品独特，区域内各省

区互为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进一步深化旅游合作基础扎

实、潜力巨大。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

域合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18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十

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70 号）、《泛珠三

角区域深化合作共同宣言（2015—2025 年）》等文件精神，泛珠

三角区域各省区秉持资源共用、产品共建、市场共拓、信息共

享、互利多赢的原则，经共同协商，决定建立泛珠区域旅游大

联盟，并在以下方面深入开展合作： 

一、共同打造泛珠旅游品牌和精品线路 

（一）编制跨区域旅游规划。联合编制跨区域的特色旅游功

能区、国家旅游风景道规划。争取由国家层面牵头编制泛珠区

域旅游合作规划。 

（二）推动都市旅游协同发展。发挥珠三角城市群、长江中

游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滇

中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的优势，率先构建

城市群“快进慢游”旅游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加快完善旅游集散中

心、旅游厕所、停车场、标识标牌等配套服务设施和租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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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都市旅游协同发展。 

（三）加强旅游产品建设。建立泛珠三角区域旅游招商引资

项目库，联合开展旅游招商引资活动。支持旅游企业跨省区经

营、连锁经营和品牌输出，做大做强旅游市场主体。推动旅游

产业与文化、交通、体育、科技等关联产业融合发展。完善自

驾游服务体系，评选推广泛珠三角区域十大高科技旅游企业。 

（四）建设跨区域旅游精品线路。共同打造泛珠三角区域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旅、海峡之旅、边境之旅、邮轮之旅、

滨海之旅、养生之旅、红色之旅、世界遗产之旅、重走长征路

之旅等一程多站精品旅游线路，推进福建—深圳—澳门联线旅

游线路。积极打造跨省的京广高铁精品旅游线、合福高铁精品

旅游线、沪昆高铁精品旅游线、粤桂黔高铁精品旅游线、珠江

—西江千里生态廊道旅游线、长江黄金水道游轮线、张吉怀桂

山水民族精品旅游线等不同主题和特色的精品旅游线路。 

二、联合开展旅游整体营销 

（一）共建旅游宣传平台。加强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旅游推

广联盟合作。创建中外文版的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官网、官微，

实现各省区官方旅游网站的相互链接。建立泛珠旅游媒体联盟，

开辟专栏宣传各省区旅游资源和产品。推动各省区在高铁、机

场等重要公共交通站点互设游客服务中心，提供宣传展示和接

待服务。推动精品景点的户外广告、电子广告等宣传资源互换，

宣传广告互推。充分利用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香港旅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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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旅游展等展会，共同布展，联合推出泛珠三角区域旅游线

路、产品，形成宣传合力。 

（二）合力打造旅游节会品牌。轮流举办泛珠三角区域旅游

合作峰会、泛珠三角区域旅游推介会。联合在境内外举办主题

旅游促销活动，共同开拓旅游客源市场。积极组团参加区域内

各省区举办的重要节庆活动、大型会展及旅游推广活动。 

三、促进内地与港澳旅游合作 

（一）促进港澳地区旅游发展。完善粤港澳区域旅游合作协

调机制。加强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合作，发挥粤港澳对接广西、

福建等内地沿海省份的优势，开发一程多站旅游线路。依托香

港国际航空及亚洲邮轮码头枢纽地位，支持香港建设多元旅游

平台，做强一程多站及“一带一路”多边旅游，促进邮轮及会展旅

游发展。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发展会展业、举办

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推动港澳、粤澳、闽澳联合开发海上丝绸

之路旅游产品，打造旅游精品线路。鼓励港澳地区资本赴内地

进行旅游投资，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二）扩大内地对港澳开放。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涉旅

政策措施的复制和推广，依托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

探索内地对港澳旅游开放的成功经验。支持香港、深圳、广州

邮轮母港群建设，并在符合出入境及海上交通安全的前提下，

促进琼粤港澳游艇旅游业发展。加强内地与港澳青少年的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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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促进双向游学旅游市场发展。 

（三）规范赴港澳旅游市场秩序。加强旅游部门联动，完善

旅游安全保障和预警机制，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共同

打击不合理低价团队游和其他违法违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四、共同提振入境旅游 

推动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联合打造国际旅游精品

线路。深化与周边国家旅游市场、产品、信息、服务融合发展，

推进跨境旅游合作区、边境旅游区建设，鼓励自由贸易试验区

在促进入境旅游发展方面先行先试。借助“港洽周”、“广交会”

和亚洲金融论坛、中国—南亚博览会、昆明国际旅游交易会等

国际性活动，大力发展会展商务旅游。积极推动中国—东盟无

国界旅游圈建设，重点打造一批国际旅游精品线。鼓励有关旅

游机构在促进外国人入境、过境旅游便利化及健康旅游等方面

先行先试。 

五、共建良好旅游市场秩序 

（一）建立联合监管机制。互通旅游市场监管信息，建立重

大旅游突发事件处理机制、旅游案件协查协办制度和旅游联合

执法机制，严肃查处损害游客权益、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违法

违规行为，维护游客合法权益。 

（二）建立有效诚信机制。共同维护旅游市场秩序，不向其

他省区输送低价团和零负团费团。 

（三）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充分发挥旅游行业协会在行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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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促进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引导旅游经营者诚信经营。鼓励

和支持旅游行业协会跨省区对接合作。 

六、加强旅游人才培养和智库合作 

（一）加强旅游人才培养。共享旅游人才信息，发挥港澳在

旅游教育、培训的优势作用，加强跨省区旅游人才教育培训与

合作，共同建设高素质的旅游人才队伍。建立跨省区旅游专业

大中专毕业生实习就业基地，促进人才在区域内合理流动。适

时联合举办全域旅游、都市旅游、研学旅行、旅游扶贫、红色

旅游等专题培训班。 

（二）推进旅游智库建设。推动建立泛珠三角区域旅游专家

人才库。推动区域内旅游院校、科研机构开展常态化学术交流

和课题研究，举办学术交流研讨会、论坛，形成一批学术成果。 

七、完善合作机制 

（一）建立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合作会议制度和互访机制。由

轮值省区牵头，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制定年度合作计划，

研究合作重大事宜，推动旅游部门之间人员往来、工作交流。

必要时可召开临时会议。 

（二）建立专项工作小组制度。根据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合作

会议确定的合作项目，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具体推进专项工作。 

（三）建立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合作联络员制度。各省区旅游

部门明确 1 名处室负责同志担任联络员，具体负责日常对接和

工作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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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事项 

(一)泛珠“9+2”各省区开展的各项旅游合作应坚持“一国两

制”原则，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实

际情况积极配合本协议内有关工作。 

（二）本合作协议未尽事宜由合作各方另行商议。 

（三）本合作协议经各方代表签字后正式生效。 

（四）本合作协议一式十一份，合作各方各执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