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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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1月 27日电）

■新增9国入境免签 ■免签停留期限延长至30日

免签政策红利再释放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李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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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1月 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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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所有

省份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济，23 个

省份已将共济范围扩大至“近亲属”，今年 1 至

10 月共济金额达 369 亿元。职工医保个账家庭

共济如何实现？需要注意什么？国家医保局进

行相关解读。

什么是职工医保个账家庭共济

我国职工医保参保人设有医保个人账户，

缴纳的保费会有一定比例划入个人账户，原来

只能由职工本人使用，主要用于支付就医购药

时个人负担的费用等。

2021 年，国办印发文件，将职工医保个人账

户使用范围从职工本人，扩大到其参加基本医

保的“配偶、父母、子女”；今年 7 月，国办再次印

发文件，进一步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亲属

的范围由“配偶、父母、子女”，扩大至其参加基

本医保的“近亲属”，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

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10 月职工

医保个人账户共济 2.83 亿人次，比 1 至 9 月增长

0.37 亿人次；共济金额 369.08 亿元，比 1 至 9 月

增长 64.51 亿元。

目前，31 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共济。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明年将加快

推进跨省共济。

“家庭共济”可以用于支付哪些费用

随着全国所有省份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

户省内共济，只要共济人、被共济人在同一省份

内参保，无论是否在同一个城市，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资金都可以用于支付被共济人在定点医疗

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

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等的个人缴费。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共济用途看，今年

1 至 10 月用于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

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306.64 亿元，用于支付在

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 14.16 亿

元，用于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等的个人缴费 44.54

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各地处于居民医保集

中缴费期，1 至 10 月用于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等

的个人缴费的金额比 1 至 9 月增加 27.51 亿元。

如何实现“家庭共济”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家庭共济”

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共济的家庭成员仅限于

父母、配偶、子女等近亲属。二是共济的家庭成

员必须参加了基本医保。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地方

专区、当地医保部门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等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功能模块，实现

线上办理，具体途径由各统筹区医保部门向社

会公开，也可以在线下医保大厅办理。

例如，李明的儿子李小明生病了，李小明就

医购药需要个人负担 100 元。李明职工医保个

人账户里还有余额，办理家庭共济后，李小明就

可以使用李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支付这

100 元。

需要注意的是，医保个账“钱可以共济，卡

不能共用”。也就是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就医

购药都必须使用患者本人的医保卡或医保码。

（新华社北京 11月 26日电）

职工医保个账省内共济全覆盖

“家庭共济”这些要点需注意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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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冬时节，外国游客在北京市怀柔区慕田峪长城脚下的渤海镇北沟村内参观游览。 新华社发

▽11 月 23 日，在扬州市广陵区汤汪街道

九龙村，医生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新华社发

11 月 22 日，在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成华医院·成华区中医医院，导诊人员向

患者解释惠民政策。 新华社发

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扩大开放
新华社记者 冯源 朱涵 段菁菁

一双慧眼，目光深邃穿透时空；两道涟漪，相

互交叉而互不干扰。在第二届“良渚论坛”上，源

自良渚玉器“神人兽面纹”的论坛官方标志首度亮

相，寓意着“文明之眼、融汇共生”。11月 25日至

27日，来自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考古学家、作家、

音乐家等 300余名中外嘉宾齐聚第二届“良渚论

坛”，围绕“交流互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题开

展研讨，共商文明交流互鉴。

交流：相知无远近

“我的祖父存书颇多，其中就包含中国的

《四书》和《孙子兵法》，这些书对我影响很大。”

提到自己和中国文化的因缘，在中外作家对话

平行论坛上，墨西哥作家罗赫略·格德亚说，“我

们面临着共同的挑战，拥有同样的梦想，而文学

作品的交流能够加强彼此联系。”

“文学的核心价值是展现人类心灵的高度，它

拒绝人在俗世里沉溺，拒绝心灵被遮蔽。”在本届“良

渚论坛”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麦家在主旨演讲中

阐述了文学的价值，引起了许多外国作家的共鸣。

“音乐的历史要远远早于文字的历史，音乐是

一种超语言的文化形态。”浙江音乐学院院长王瑞

表示，在良渚文明的故地，邀请全球音乐家进行对

话，就是希望使音乐这一超语言文化形态从历史

走向未来，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精神指引。

互鉴：如切如磋

在中外考古学家对话分论坛上，希腊考古

学家苏尔塔纳·玛丽亚·瓦拉莫蒂分享了在希腊

北部发现公元前 1500 年的粟遗存的报告。

粟作农业源于中国，那么粟是如何传播到

希腊的？在会场上，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百人计划”研究员安婷与这位希腊学者进行了

一番认真的讨论。她告诉记者，自己非常关注

粟从东向西的传播，之前也看过希腊同行的学

术文章，自然不会错过现场交流的机会。

“考古发现证明，世界各地的文明有着多种多样的产生和发展

的道路，回望古代，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

院院长刘斌说，中外考古学家济济一堂，开展文明起源的学术交流，

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文明是通过交融互动而不断发展的。

法国作家爱德华多·贝尔蒂回忆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

2004 年，当时去了北京和上海，那是一次神奇之旅，中国就像一幅

让人着迷的画。我有三部作品都与中国相关。”

合作：行远自迩

“之前的国家图书馆每年只迎接 1.8 万名访客，而新馆在开馆

的第一年就接待了超过 230 万访客。”在论坛上，提到中国援建的萨

尔瓦多国家图书馆，萨尔瓦多文化部长劳尔·卡斯蒂略表示，这一宏

伟的工程象征着两国人民之间深厚的友谊和共同的价值追求。

《中国江南的考古学》《中国新石器时代文明探求》《从动物、植物、矿

物中探寻古代中国》……在中外考古学家对话分论坛上，中日学者与浙

江大学出版社共同签约，将合作出版中日联合考古系列研究成果。

中日两国学者在浙江的合作始于 1994 年，在田野考古和科技

考古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东京大学教授米田穰也是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我们希望通过和中国同行的紧密合

作，探索更多的问题，获得更多的成果。”米田穰说。

“现在的考古学呈现出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态势，各国考古学都有

自己的优势，国际合作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

技考古室主任王宁远说，“我们将制定长期的研究计划和目标，扎实工

作，向公众展现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新华社杭州 11月 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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