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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
的旅行”

“现在，无论是中国的朋友还是马来西
亚的朋友，都可以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旅行了。”马来西亚沙巴马中联谊协会常务
副会长兼秘书长廖志国说，“这个春节，我
可忙坏了。很多中国朋友来马来西亚旅
行，我们沙巴州亚庇市尤其适合亲子游。
另外，我身边很多马来西亚朋友也选择了
春节黄金周之后到中国旅行。”

2023年12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期
间，中国对马来西亚持普通护照人员实行
单方面免签政策；2023 年 12 月 1 日起，马
来西亚对中国公民实施停留不超过 30天可
免签入境的便利措施。

好消息接踵而来。
2024 年 2 月 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与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互免持普通护
照人员签证协定》 正式生效。根据协定，
中新两国持普通护照人员可免签入境对方
国家停留不超过30天。

2024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与泰王国政府关于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
签证协定》 正式生效。中方持公务普通护
照、普通护照人员和泰方持普通护照人
员，可免签入境对方国家单次停留不超过
30日 （每180日累计停留不超过90日）。

“中国和‘新马泰’之间的人员往来一
直都很方便，不过，哪怕是落地签，也需
要提前规划好，还要准备一些基础文件材
料，才能够有效缩短办理等候的时间。”东
盟—中国工商总会新加坡会长黄达说，“中
新之间的人员往来很频繁。很多中国朋友
都喜欢到新加坡度假，免签之后，两国亲
朋好友之间的往来就更顺畅了。”

“中泰进入‘免签时代’后，持中国护
照的人虽然单次停留不超过 30天，但一年
之中累计可以在泰国停留180天。对于很多
到泰国来进行商务活动、陪伴孩子读书、
照顾家人或者就医的人来说，不再需要准
备一堆材料申请长期签证，真的方便多

了。”泰国安徽同乡总会会长洪时静说。

“旅客增多了，尤其是商务
考察多了”

对于旅居“新马泰”的华侨华人而言，伴
随“免签时代”而来的，是满满的机遇。

签证互免为中泰游客“双向奔赴”带
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促进了人员往来和
商贸沟通，让想要从事跨境合作、投资的
人员可以“想来就来”。正如分析普遍指出
的，中国和泰国经贸关系密切，中国是泰
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国，泰
国是中国在东盟国家中第三大贸易伙伴，
2022年双边贸易额达 1350亿美元。泰国自
然条件优越，盛产稻米、热带水果等农产
品，而中国正是泰国农产品最大出口目的
地。泰国稻米、天然橡胶和热带水果等在
中国市场热销，备受青睐。此外，中泰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下合作
不断加深，区域内 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
最终实现零关税。

“泰国于2023年9月25日至2024年2月
29 日对中国实行阶段性单方面免签。从那
时起，我就忙起来了。”洪时静说，“我有
旅游服务公司，也做汽车租赁业务，还为
国内考察团提供与泰国当地机构对接的服
务。我的感受是，这半年，旅客增多了，
尤其是商务考察多了。近半年，我接待了
很多来泰国考察投资环境的考察团，看到
很多考察团带着大盒小盒的产品样品过
来，跑市场、考察相关业态。我亲身感受
到了那种迫切。我相信，中泰免签，对中
国企业、中国产品出海能起到很大的促进
作用。”

新加坡的华侨华人也对未来充满希
望。2013年以来，中国已连续 10年成为新
加坡最大贸易伙伴。而且，新加坡是中国
企业“走出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23
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801.7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23.3%，主要投向国家中，新加坡
居首位。

“2 月 9 日，中新双方正式免签。一个
月来，新加坡全岛的大中小酒店几乎全
满。”黄达说，“很多中国商人来新加坡都
是办理商务事宜的。我是持牌照的金融顾
问和宏观经济分析师，我的公司专门服务
于高净值客户的各种财务需求。中新免签
之后，我公司的中国客户特别高兴，他们
可以更加方便地来新加坡处理个人业务
了。此外，来找我公司咨询如何到中国投
资或者如何到新加坡投资、如何在东盟办
理业务的人也明显增多了。”

“要早早布局”，为更加密切
的交流合作做准备

3月1日是中国与泰国互免持普通护照
人员签证协定正式生效首日，中国国家移
民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公民出境
赴泰国 18258 人次；泰国人入境中国内地
3837 人次，其中持普通护照免签入境 2930
人次，占比为76％。

上海机场边防检查站统计数据显示，中
新互免签证实施仅 3天内，经上海浦东机场
口岸出入境的两国免签人员超过1万人次。

根据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和文化部2月
24 日发布的数据，春节期间，马来西亚接
待了约 5000个中国旅游团，预计为马来西
亚带来 10 亿到 15 亿林吉特 （1 美元约合
4.76林吉特） 的经济收益。

这只是个开始。中国和“新马泰”都
在为更加密切的交流合作做准备。

比如，为便利出行，多家航空公司计
划拓展航线或增开航班。泰国航空将于3月
31 日起增加曼谷与中国主要城市间的航
班，其中曼谷与昆明、成都之间的往返航
班，将从每周 5 班和 4 班增加至每周 7 班。
在提供便利的数字化服务方面，中泰两国
企业紧密合作。在曼谷，轻轨深绿线和浅
绿线的所有 68个车站，已全面实现微信支
付，让乘客们轻松支付，畅游无阻。

“要早早布局。我有个朋友的夫人，认
识很多泰国‘网红’。春节前，她就带着几
个人去中国转了一圈，收集了许多信息。

她的目标是在泰国的网络平台推荐中国的
旅游资源。”洪时静自己也打算起来了，

“除了现有业务外，我今年有两个想法。一
个是要开一家清真火锅店，3月底就可以开
业了。另一个是准备进入泰国房地产市
场，我看好建筑领域。”

大家都忙起来了。
“3 月我要去趟山东，之后去深圳。今

年应该会比之前更忙些。”黄达说。
“从去年 3月开始，我几乎每个月都会

回中国一次。今年接下来的行程也满满当
当。今年是中马建交 50 周年，3 月底，我们
协会将参与举办‘2024肇庆半程马拉松暨中
马建交50周年友谊跑’。4月中旬，我要在马
来西亚接待一个国内省份的考察团。今年一
定会是忙碌的一年。”廖志国说。

近日，第三届南洋文化节暨新加坡梧林娘惹文
化季活动之一的娘惹服装秀在中国著名侨乡福建晋
江梧林传统村落举行，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观看。
峇峇娘惹是早期移民到南洋地区的华人与当地人结
婚后生下的后代，男孩称峇峇，女孩叫娘惹。晋江
是中国著名侨乡，旅居海外侨胞和台港澳同胞300多

万，遍布 60多个国家和地区。位于晋江新塘街道的
梧林传统村落，聚集了 200 多幢承载乡愁的百年建
筑，被誉为“华侨建筑博物馆”。

图为模特在晋江梧林传统村落走秀，展示新加
坡娘惹服装设计师设计的服装。

中新网记者 张 斌摄

中国与东南亚三国进入“免签时代”——

“新马泰”侨胞拥抱新机遇遇
本报记者 张 红

3月1日，中泰免签正式生效，两国迈入“免签时代”。自
此，被合称为“新马泰”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三国均与中
国实现签证互免。中国与“新马泰”组成“免签朋友圈”，旅居
三国的华侨华人欢欣鼓舞。 图为新加坡鱼尾狮公园景观。 邓智炜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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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全国人大代表、浙江中
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黄文秀带队在国外进
行中医药文化宣传和义诊时遇到的景象
令他印象深刻：阿根廷的上百名华侨华
人报名义诊、智利侨胞追着问国内专家
何时再来、中药颗粒制剂和中草药膏供
不应求……

这一景象令他喜忧参半。喜的是在
海外中医药依然火热，忧的是当地中医
药诊疗资源匮乏，无法满足侨胞所需。

“我们要在借侨力促进中医药文化国际传
播的同时，拓宽为海外同胞提供中医药
保健诊疗服务的途径。”最近，黄文秀接
受采访时说。

中国是中医药发源地。近年来，中
医药文化“出海”进程加快，但仍面临
只是“走出去”尚未“走进去”这一困
境。这一点，黄文秀体会颇深。

2023 年 11 月，他参加了浙江省侨联
“亲情中华”中医团，到访阿根廷、智利
和厄瓜多尔，开展文化宣传和慰侨义诊
等活动。10天里，他们办了3场讲座和4
场义诊，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侨胞的热
烈欢迎。但他们也发现了问题：一方
面，当地中医药服务场所稀缺，中医药
人才极度缺乏；另一方面，则是中药可
及性差，中成药、中药制剂等基本靠个
体行为从国内带出境。

他认为，要借侨力助推中医药文化
国际传播，在进一步提升海外民众对中
医药文化认同的同时，也可以拓宽为海
外同胞提供中医药保健诊疗服务的途径。

针对国外中医药人才缺乏问题，黄
文秀建议，要培养一批具有扎实中医药
知识技能、服务当地兼具国际视野的本

土中医药人才。
此次出访，浙江中医药大学与瓜亚

基尔中医诊疗所、厄瓜多尔思邈维华国
际学校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展产学研项目
的谅解备忘录，提出将通过开展中医
学、针灸推拿学、中药学等专业方向的
长短期合作，探索培养本土化中医药人
才的可行路径。

人才是“软实力”，中医药文化“出
海”，更要依靠长效的“硬支持”。

黄文秀表示，形成与海外医疗系统
交流、援助的长效机制是中医药文化

“出海”的关键。可通过顶层设计，制定
相关政策，借助华侨联络当地资源和社
会力量，为当地民众提供多样化的中医
药特色诊疗服务。

2022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获批国家
特色服务出口基地 （中医药），黄文秀认
为，可以依托基地的若干有利政策，联
合侨胞的力量，积极探索中药及其制剂
出口、中药类产品海外注册的可行路
径，拓展更广阔的中医药服务贸易国际
市场空间。

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中医药文化
的国际传播也要更多元、更灵活。

当前，由浙江中医药大学建设的中
国—新西兰中医药中心正在研发中医养
生保健国际化区域服务 APP，开发在线
问诊、中医药科普宣传等功能。“一旦成
型，这一模式亦可在各国复制”。黄文秀
希望，通过这种便捷、日常的方式，可
以拓宽为海外同胞提供中医药保健诊疗
服务的途径，同时也能进一步提升海外
民众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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