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岸文化产业各具特色，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
拓展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有助于实现两岸互利双赢，也有
利于中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近年来，在文化产业政策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大
陆文化产业正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
势。大批有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文化企业如雨后春笋
般迅速茁壮成长。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早，在市场运
作经验、创意设计水平、高科技与传统文化产业结合等方面
具有优势。两岸文化产业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彼此间逐
渐形成了良性互动和依存关系。

组派文化产业官学人士互访并举办论坛是两岸文化产
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国台办有关部门表示，每年
都会组派文化产业相关人士赴台参访，也会接待台湾文化
产业界人士来访。同时，通过举办讲座、论坛等多种形式
增进了解、增加共识、推动合作。

在两岸文化产业界加强合作的巨大需求下，许多两岸
文化产业展会应运而生，成为加强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
的重要平台，为两岸文化产业的优势互补、文化投融资项目
的对接合作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据统计，台湾厂商连续 5
年参加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台湾馆于 2009 年 5
月亮相第五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海峡
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已成功举办四届。2010
年 10 月、2011 年 9 月，文化部以中华文化联谊会名义组团
赴台举办了两届“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展”，多方展现了
近年来大陆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成果，推荐大陆优秀文化
企业和产品，受到两岸文化产业界的关注。

青春版 《牡丹亭》 在两岸，甚至在海外都掀起了经久
不息的昆曲热潮，这是两岸艺术家、表演团体及经纪机构
合作开花结果的代表作之一，彰显了两岸携手的强大实
力。除此之外，两岸三地版 《暗恋桃花源》 常演不衰；台
湾国光剧团、台湾戏曲专科学校、台湾昆剧团与上海昆剧
院联袂演出的昆剧 《梁祝》、台湾唐美云歌仔戏剧团与厦
门歌仔戏剧团合作的 《蝴蝶之恋》 在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中
又赋予其鲜活的现代理念。

近几年，福州正处于动漫产业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海峡两岸动漫产业合作在福州的成果也逐渐体现。位于福
州动漫产业基地内的神画时代公司，是两岸动漫产业合作
的最好见证。在神画公司内，聘请的一个台湾团队正在进
行动漫创作。

国台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两岸文化产业人才交流已渐
成气候，产业合作呈良性互动态势。在两岸动漫产业合作
方面，台湾动漫业者多为中小企业，企业资源较为不足。
大陆动漫市场成长较快，动漫与衍生商品应用产业达千亿
元人民币产值，但仍处于扶持大陆原创动漫产业的初级阶
段。台业界拓展大陆市场的呼声日渐高涨，两岸文化产业
合作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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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游进两岸交流新境界
两岸双向文化旅游交往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交往，是两岸民众增进交流、加深了解的重要途径。两岸双向交流合作的不

断增强，特别是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快速增长、有序发展，为两岸交流提供了直接窗口和便利平台，进一步促进了两岸民众相

互了解，增进理解，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打下了更为扎实的民意基础，对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有利环境具有长远意义。

文化产业：

海峡搭舞台

大戏正上演
本报记者 廉 丹

自 2008 年 7 月 18 日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以来，两
岸双向旅游交流和人员往来迈入全新阶段，海峡两岸旅游
交流协会（以下简称“海旅会”）与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
协会（以下简称“台旅会”），会同两岸各有关方面，共同秉
承诚信经营和品质化发展的原则，出台政策规章，加强市
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倡导企业诚信经营，引导游客理性
消费，推动双向旅游交流实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取得
显著成效。

双向旅游交往规模不断扩大

截至今年 5 月底，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总人数已近 400
万人次，仅今年前5个月，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总人数就已突
破 83 万人次（团队游客 78.7 万人次，个人游游客 4.8 万人
次，日均赴台游客人数超过 5500 人次），同比增长 59.2%，
创历史新高。自 1988 年到 2011 年，台湾同胞到大陆人数
累计达 6630.34 万人次。今年前 5 个月，台湾同胞到大陆
旅游达 217 万人次，同比增长 3.22%，其中入境过夜人数
182万人次，增长 2.61%，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势头。双向旅
游交往规模不断扩大，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一大入境客源市
场，台湾是成为大陆第三大入境客源市场，两岸互为重要市
场的格局已经形成，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取得了显著的综合
效益，得到了两岸民众的广泛认同。

赴台旅游经济效益日益凸显

实践证明，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对台湾经济社会产生了
积极影响。

据台湾方面统计，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开放以来，累计为
台湾带去了超过 1750 亿元新台币（约合 390 亿元人民币）
的经济效益，并有效拉动了台湾住宿、交通、零售等关联产
业的投资与发展，促进了就业，改善了民生，使台湾更大范
围的行业和民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进一步密切了两
岸旅游业互利共赢的发展关系。

赴台旅游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

目前，大陆 31 个省区市已全部开放赴台团队旅游业
务，赴台湾组团社达164家。继北京、上海、厦门于2011年
6月成为首批赴台个人游试点城市后，天津、重庆、南京、杭
州、广州、成都、济南、西安、福州、深圳十城市于 2012 年 4
月成为第二批赴台个人游试点城市。福建居民赴金马澎地
区个人游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顺利启动。2011 年 11 月 10
日，海旅会开放了大陆居民直系亲属异地参加赴台旅游团
和赴台游组团社承接单一机构跨区域赴台团队旅游业务。
与此同时，在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下，两岸之间航点城市达
到41个、每周往返航班558个。大陆游客赴台旅游可通过
直航航班、途经港澳转机、“小三通”或搭乘游轮等多种方
式。为进一步规范赴台游市场，保障市场秩序和服务品质，
海旅会与台旅会共同实施了《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团队组
接社合作合同要点》，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得到了两岸民众的一致拥护和社会的广泛认可。

两岸旅游交流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海旅会与台旅会建立了定期工作磋商机制，相互协调，
共同做好双向旅游交流的市场监督和管理工作。2011年5
月，双方在台北和北京成功互设旅游办事处，为协调两岸业
界，服务两岸游客架设了新的桥梁和窗口；经大陆方面同意，
台旅会上海办事分处将于2012年下半年设立。

在两岸业界共同努力下，海峡两岸旅游行业联谊会、海
峡两岸旅游交流圆桌会议、台北旅展以及中国国际旅游交
易会、国内旅游交易会、海峡旅游博览会等展会在促进两岸
旅游交流方面的作用也不断得到增强，在深化两岸旅游产
业合作，促进双向旅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
极推进作用。为积极应对和妥善处理旅游安全事故和突发
事件，两岸合作建立和完善了重大旅游安全信息沟通，旅游
安全预警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

赴台游再创新高 大陆游保持增长
本报记者 毛 铁

6 月 23 日晚，来自台北的大学生表演舞蹈《飞跃端

阳》。当日，第六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在

侨乡石狮举行。鹿港参访团、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艺术团

的 100 多位台湾同胞与当地民众一起在海上泼水狂欢，

共祝端午佳节。当晚，闽台青年还在福建省石狮市体育

馆举行两岸青年端午歌舞会，表演了精彩纷呈的歌舞。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