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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华签证新调整 入境游利好再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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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海南入境免签

此次进一步调整外国人来华签证及入境
政策包括：恢复2020年3月28日前签发且仍在
有效期内的签证入境功能、 驻外签证机关恢
复审发外国人各类赴华签证、 口岸签证机关
恢复审发符合法定事由的各类口岸签证等。
此外，还包括恢复海南入境免签、上海邮轮免
签、港澳地区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免签、东盟
旅游团入境广西桂林免签政策。

对于此次政策调整， 中青旅国际旅游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胡继英表示，1月8日宣布实
施“乙类乙管”，优化中外人员往来管理办法
出台，让入境旅游看到了曙光。此次进一步调
整外国人来华签证及入境政策， 意味着入境
游业务真正进入到了复苏的轨道。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入境旅
游发展年度报告（2022-2023）》，数据显示，
2022年6月以来，伴随着中国入境隔离、签证
政策的放宽，加之国际航班数量持续增多，海
外对来华航班和住宿的搜索量显著上升。根

据海外民众一般提前3-6个月开始计划旅游
的消费习惯，这一数据预示着，2023年中国入
境旅游市场大概率将会出现显著的恢复。

9个语种专业人才严阵以待

京骑文化是一家经常接待入境游客的骑游
公司，该公司联合创始人窦俊杰表示：“一直以来，
入境游市场的询价以及远程的接洽都是有的，伴
随入境游的需求逐步上升，相关产品也将扩容。”

“入境旅游签证没有放开前，旅游产品的

订单量的确受限，过去一段时间，中旅旅行一
直通过定期推送NEWSLETTER、 线上培训
和云游方式和全球的旅行合作商保持密切联
络，3月15日旅游签证正式放开， 算是为我们
带来了‘迎春’的希望，接下来我们将加大营
销推广力度，抢抓市场机遇。”中旅旅行相关
负责人进一步谈道，“目前，中旅旅行9个语种
的专业人员严阵以待，准备接待全球客户。”

谈到接下来的上新， 胡继英表示，“中青
旅国际正在全线升级产品， 计划以Embrace�
the�World,Rediscover�China为主题， 推出

五大系列、100条新产品， 让境外游客更深入
体验中国文化”。

下半年成复苏关键点

“入境游市场虽然利好不断，但复苏不可
能一蹴而就，从目前的情况看，仍需要半年到
一年的时间， 其中9-10月份会是一个关键节
点。”窦俊杰表示。

胡继英坦言：“目前， 入境旅游专业人才
相对缺乏，包括外联销售、计调后期和外语导
游，急需后备人才补充。”

“从导游种类来看，接待入境团队的外语
导游培训时间相对较长， 过去一段时间人员
流失也较多， 明显恢复可能要到今年下半
年。”窦俊杰谈道。

此外，国际航班运力也在逐步恢复当中。
中旅旅行入境部负责人表示，3月底至4月初
开始，航空公司将执行夏秋季航班计划，会增
加多架航班。届时，随着运力的恢复和航班数
量的增加，相信机票价格也将有所回落。

此前， 包括海南航空在内的多家航空公
司均发布了夏秋季的航班计划， 在国际及地
区方面，换季后，海航将运营北京-布鲁塞尔、
北京-莫斯科等20余条国际及地区航线，航线
通达欧洲、北美、亚洲。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
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看来， 此次政策调
整向入境旅游市场释放了积极的信号， 放宽
了入境限制。目前来看，今年下半年，入境旅
游可能会迎来进一步的复苏。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张怡然

3月14日，外交部领事司发布通告，为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往来，

决定自北京时间2023年3月15日零时起， 就外国人来华签证及入境政

策作出多项调整。 其中包括驻外签证机关恢复审发外国人各类赴华签

证、恢复海南入境免签等多项入境免签政策。一系列新的调整，也将进

一步利好入境游。不过从当前市场情况来看，入境游市场持续复苏仍需

一段时间。

自2023年3月15日零时

起，就外国人来华签证及

入境政策作如下调整：

恢复2020年3月28日前签发且仍
在有效期内的签证入境功能。

驻外签证机关恢复审发外
国人各类赴华签证。

恢复海南入境免签、 上海邮轮
免签、 港澳地区外国人组团入
境广东免签、 东盟旅游团入境
广西桂林免签政策。

口岸签证机关恢复审发符合
法定事由的各类口岸签证。

近日，国产化榴莲将上市的消息引起了
榴莲爱好者的“狂欢”。据三亚日报报道，海
南省三亚育才生态区榴莲基地种植的1400
亩榴莲已挂上幼果， 将于今年6月成熟上
市，预计产量可达3500斤/亩，每亩产值在
10万元以上， 折合价格或将低至28.57元/
斤。洋水果本土化，可以让消费者花更少的
钱品尝到更多的优质水果。同时，由此延伸
出的一系列产业链、供应链，也将撬动更大
的市场，带动更多人就业。

由于榴莲主产区为东南亚一带的国家
如泰国、越南、菲律宾等，截至目前我国的榴
莲基本全部依靠进口。 据相关媒体统计，
2021年我国榴莲进口总量超82万吨， 开销
高达280亿元，我国对榴莲的年消费总量排
到了世界前三， 占2021年全世界榴莲消费
总量的五分之一。

这种全部依靠进口的模式，导致了我国
榴莲的高价。北京商报记者检索发现，淘宝
平台上的冷冻金枕榴莲价格大概在30-70
元/斤，品质更好的榴莲价格更高。美团买菜
这种当天配送的平台上，100g的猫山王冷
冻榴莲价格达39.9元，折合199.5元/斤。

这种高价现象，随着国产化的三亚榴莲
在6月上市后或将迎来改变。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在接受三亚
日报采访时介绍，三亚在四年前引进了榴莲
品种，经过多年培育，驯化后的榴莲品种于
今年开始规模结果。1400亩榴莲将于今年6
月成熟上市， 预计产量可达3500斤/亩，每
亩产值在10万元以上。

根据这个预估产值，每斤榴莲的产值为
28.57元。 而这个预估价格在后续集中上市
后或许还将更低。

“根据榴莲亩产量评估， 未来国产榴莲
价格还会进一步下降，合理的价格区间应该
在10-20元之间。”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
究院副院长、 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向清
称，国产化的洋水果随着产量增加，市场供
应量增加，价格都会下降，老百姓将可以花
更少的钱品尝到更多的优质水果。

不过，宋向清也指出，受国产榴莲产量和
价格影响，进口榴莲价格会进行适量调整，但
由于进口榴莲和国产榴莲适应的消费群体不
同，如果进口规模不大幅度增加，进口榴莲降
价幅度预计不会太大。

虽然第一批国产化榴莲将于今年6月上
市， 但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市场需求量角
度，榴莲完全国产化还任重道远。

从技术层面来看，榴莲对生长环境较为
挑剔。以存活为例，榴莲树属于热带乔木，适
合生长在常年高温的环境下，最适宜生长的
温度在25-30摄氏度左右，需达到日平均气
温22摄氏度以上才能维持生长。当气温低于
15摄氏度时，榴莲树就会停止生长甚至直接
冻死。

从目前榴莲在我国的国产化进程来看，
公开资料显示，在对榴莲种植进行了深入研
究后，我国选中了海南、广东、云南、台湾等
气候温暖的地区作为榴莲种植地，并从马来
西亚引进了优良榴莲品种，采用先进技术进
行培育。 但目前宣布国产化榴莲上市的，仅
海南省三亚育才生态区榴莲基地。

即使种植难度较高，水果中的王者“榴
莲”仍旧吸引了一大批企业想要从中捞一笔金。
北京商报记者以“榴莲”为关键词在天眼查进行
检索发现，目前相关企业共有6084家。

这一切都源于榴莲极高的利润。以中国
最大的榴莲分销商洪九果品为例，2022年9
月5日， 洪九果品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2022年前5个月销售额达到15.5亿元。 招股
书显示，目前，洪九果品核心水果的毛利率
为17.5%，毛利率最高的水果是榴莲，三年
来毛利率位于18.9%-21%。

而榴莲在我国本土化种植之后，又将撬
动一整条产业链上的千亿元大市场。

仅以施肥为例，中原农资营销中心工作
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一亩榴莲平均每年
施3-4次肥，每次40-50斤。按照该公司电商
平台果树用三元复合肥12元/斤的价格，5万
亩榴莲仅肥料便需花费1440万-2400万元。

“而在全产业链上的种植、采摘、分销、
榴莲深加工等，又将带动更为海量市场的发
展。”宋向清称，榴莲的国产化无疑将有利于
优化我国水果产业链供应链生态，助推我国
高端水果产业链供应链的升级。

在延长产业链和就业之外，北京社科院
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
心研究员王鹏指出，这种国产化替代，也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我国外汇的流出，进而
起到稳定本币汇率、抵抗金融风险等作用。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陆珊珊

洋水果国产“平替”乐坏了谁

松绑

具体来看， 杭州此次的政策包括以
下几方面： 对已在杭州市区落实就业单
位的35周岁以下的普通高校大专学历毕
业生，可在市区办理落户；45周岁以下普
通高校硕士研究生可以“先落户后就
业”；放宽技能人才落户，全面放开县域
落户政策。

“人才是第一资源，杭州放宽落户政
策正是对中央相关政策的落实。”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学院副教授陈
建伟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当前我国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区间，发
挥聚集经济效应需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吸引人才流入，形成人才高地，长远来看
有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短期也有
助于稳定房地产市场。”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 近年来杭州
对落户门槛进行了多次调整， 大专学历
可落户并非首次。2019年5月， 杭州市曾
放宽落户条件， 全日制大学专科及以上
人才，在杭州工作并缴纳社保的，可直接
落户。但仅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在2021年
10月， 杭州又将大学生落户的门槛提升
到本科毕业。

在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
院长、产业经济中心主任宋向清看来，
“此次落户政策再放宽和杭州当前的
发展方向紧密相关， 一方面是互联网
平台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是制造业
再次回归， 这些都需要多元化的技能
型人才”。

抢人

事实上， 杭州并非唯一允许大专学
历落户的城市。

2022年4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官网发
布《关于实施强省会战略支持长沙市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放宽
人才落户限制，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在
长沙就业人员可即时申报落户， 享受在
长沙购房资格。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长沙
市的限购政策是大专以上学历在长沙就
业人员落户满1年，且在长沙已连续缴纳
12个月社保或个税， 才能在限购区域内
购买首套住房。

相较于长沙，大连则可称“零门槛”
落户。2022年5月， 大连市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全面放开落户条件的通知，6月1日
起，全面放宽个人落户学历和年龄限制。
中职学历以上取得职称的专业技术人
员、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有缴纳
社保记录、 拥有合法产权房屋等均可落
户，大连户籍人员的父母、配偶、子女也
可投靠落户。

为何各地频频放宽落户条件？ 陈建
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这是为了协同“人
口红利”和“人才红利”。“人口红利”主要
是依靠青年人口规模大、 养老负担轻所
实现的，“人才红利”是“人口红利”阶段
过后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和技能培训实现
的，“人才红利” 才是当前更需要依赖的
人口因素， 因此需要加大力度推进人口
红利向人才红利市场和机制进行转换。

在宋向清看来，“各地降低落户条件

还可以促成现阶段各个城市之间积极有
效的人才流通， 说明城市对快速发展经
济存在紧迫感和使命感， 对国家的创新
也是十分有益的，应该支持鼓励”。

留人

“落户门槛放宽只是第一步，能不能
留下人，关键看公共服务的支撑，例如就
业、 住房、 教育、 医疗等方面的配套措
施。”宋向清指出。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 在留住人才
方面，各地也频频出招。特别是杭州，因
政策优厚，#杭州吸走北京上海人才#还
曾冲上微博热搜第一。

例如，在生活方面，杭州对本科生
补贴1万元、硕士生补贴3万元、博士生
补贴10万元，毕业时间在2021年10月14
日（含）之前的博士生，补贴标准仍为5
万元；在租房方面，在杭州市无房且未
享受公共租赁住房、人才租赁房等住房
优惠政策的，全日制本科（含）以上大学
毕业生发放租房补贴，每户每年发放1万
元，可发放三年；创业方面，毕业五年内
的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5000元， 高层次
留学回国人员（团队）在杭创业创新项目
可申请3万-100万元资助， 特别项目可
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最高给予500
万元资助。

长沙也在此前发布了《关于促进湖
南海归人才科创园（长沙·海归小镇）人
才聚集和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长沙市
望城区骨干人才认定和奖励办法（试
行）》，从人才奖补、企业奖补、引才引智
奖、创新研发奖、金融服务保障、工作生
活保障等六个方面， 提出36条具体奖补
措施。

“就业和宜居对人才的吸引力尤为
重要，就业取决于经济产业发展，宜居取
决于公共服务质量、 人文地理环境等多
方面因素综合， 因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
展之外， 更需要打造宜居的城市环境。”
陈建伟分析称。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张晗

降低落户门槛 多地展开抢人大战
杭州又开始“抢人”了。近日，杭州市公安局起草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户

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拟

放宽对大专学历、高技能人才的落户，全面放开县域落户政策等准入门槛是

此次政策调整最大的亮点。事实上，除杭州外，长沙、大连等地也陆续纷纷出

台新政“抢人”。专家表示，多地频频放宽落户条件是为了协同“人口红利”和

“人才红利”，与人口和人才的发展形势紧密相关，但“落户”只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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