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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3月1日电(张乃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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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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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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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意味着，中国和泰国正式进入“免签时代”，民众旅游出行将更加便利，两国贸易往来也将更加顺畅。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中国护照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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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泰国普吉岛。


　　说走就走！中泰迈入“免签时代” 


　　阳光、沙滩、海岛、古寺……一直以来，风景秀丽、文化独特的泰国，吸引着大量游客前去观光度假。


　　泰国濒临泰国湾和安达曼海，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和众多岛屿，年均气温27摄氏度。温暖的气候、绝美的海景，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不论是“打卡”网红景点、入住海边别墅，还是“跳岛”游览小众海岛，都别有一番乐趣。


　　这个位于中南半岛中南部的国家，有约6790万人口，30多个民族，90%以上的民众信仰佛教。这里独特的风土人情，也吸引了各国游客的目光。


　　泰国首都曼谷都市气息浓厚，既有恢宏的古建筑，又有繁华的商业中心，适合体验多元文化带来的碰撞与精彩；有着“北方玫瑰”之称的清迈风景旖旎，历史文化深厚，在这里，可以从容悠闲地欣赏古迹与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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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泰国曼谷街头。


　　而对泰国游客来说，幅员辽阔的中国，拥有壮丽优美的自然景观、古老神秘的历史文化，蕴含着巨大的探索价值。不论是名胜古迹，还是现代都市，都令人心驰神往。


　　不用签证，拎包出发，中泰互免签证协定落地后，“说走就走”的旅行近在眼前。


　　想来就来！互利合作前景广阔


　　“中国的消费正在复苏，这将支持经济复苏。这也将提振泰国的经济，因为中国是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更多的中国游客将前往泰国旅游。”八方体育平台下载《曼谷邮报》写道。


　　事实上，在免签协定正式生效之前，泰国已于2023年9月25日至2024年2月29日对中国游客实施阶段性免签政策，吸引了大八方体育平台下载批中国游客前往泰国旅行。


　　2024年1月1日至2月25日，中国游客赴泰数量突破100万人次，在赴泰的外国游客中居于榜首，足见免签举措给泰国支柱产业之一旅游业，带来的巨大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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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想要从事跨境合作、投资的人员“想来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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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北京大兴机场。 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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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水热条件优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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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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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地区重要国家，中泰互利合作前景广阔。随着免签新政落地，中泰人员经商、学习、旅游等方面的交流将更加密切，助力两国和地区发展。


　　亲上加亲！中泰迎人文交流里程碑


　　伴随着免签新政策的到来，中泰双方也在积极筹备，为两国人民往来提供更多便捷条件。


　　2023年9月，泰国曼谷素万那普机场新航站楼正式启用，这座航站楼最多可同时起降28架飞机，每年可运送旅客1500万人次。


　　为便利出行，多家航空公司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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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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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泰国曼谷大皇宫。


　　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塔佩妮曾表示，泰国旅游部门通过重新整合旅游产品和景点资源，期待进一步提升中国游客的满意度，为游客打造愉悦而难忘的旅游体验。


　　“(互免)协定的签署是长远促进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里程碑，尤其是在旅游、经贸往来和人员往来方面。”泰国驻华大使馆写道。


　　泰国总理赛塔也表示，“(泰中)签署互免签证协定，有利于密切两国经贸人文交流，增进人民友谊，让泰中两国亲上加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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