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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记者 谢希瑶）
商务部17日召开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政策专场解读外资企业圆桌会。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
表示，中国将一视同仁支持内外资企业参与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凌激说，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党中央着眼高质量发展
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将有力扩大内
需、促进投资、升级消费，并为包括外资企业
在内的各类企业提供巨大市场空间。中国
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开放，优化营商环

境，一视同仁支持内外资企业参与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以及相关政府采
购和项目投资等。希望外资企业把握机遇，
深耕中国市场，加大在华投入。

雅保、伯乐生命医学、埃尼、福特、通
用电气医疗、飞利浦、西门子医疗等外资

企业代表和中国美国商会、中国欧盟商会、
中国韩国商会、中国日本商会等在华外国
商协会代表参会并发言。商务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
等部门代表解读政策，并回应企业反映的
问题和提出的建议。

■新华社记者 段菁菁 陈爱平 杨淑君

“取消预约”是2024年国内暑期旅游市
场的热词之一。

近期，上海、北京、苏州、成都、杭州等
旅游热门城市纷纷宣布，除部分重点景
区、博物馆外，其他景区取消预约要求。

随着暑期来临，多地旅游市场迎来客
流高峰。取消预约后，如何让“不约而至”
的游客有更好的旅游体验？

多地取消景区预约

时值盛夏，记者在杭州西湖景区钱王
祠入口处看到，昔日预约扫码的展板已撤
掉，工作人员正引导游客有序进场。

端午小长假的前一天，“苏州发布”公
众号发布消息：除部分重点景区和博物馆
外，苏州全市其他A级景区、文化场馆、宗
教活动场所取消实名预约。

几乎同时，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也宣
布，除部分热门景区和文化旅游场馆需要
实名预约或购票外，全市3000余家文旅场
所，全面落实入馆参观、入园游览免预约
等举措。

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后，国内取消景区
和文旅场所实名预约的城市群持续扩容。

6月20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宣布，
除故宫、国博外全市景区全面取消预约要
求；此后，武汉、成都、南京、长沙、杭州、广
州等城市相继发文，除少数热门景区场馆
在旺季等特定时段确有必要预约限流的，
取消A级旅游景区预约入园要求。

记者梳理发现，仍保留预约制的文旅
场馆，也积极推出优化预约服务。

比如，故宫博物院出台2024年暑期未
成年人团队快速预约、检票措施，6周岁
（含）以下或身高1.2米（含）以下未成年人
参观不需要预约，在已预约门票的成年人
陪同下进入；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则推出“老

年票”，70岁以上的老人无需预约，凭身份
证或老年证领票即可进馆参观。

作为我国文旅管理方式的创新实践，
预约制对提高旅游服务质量、推动旅游业
稳定有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国民旅游热度持续走高，一些问
题也显现出来：热门景区门票供不应求；
预约程序较为繁琐；“一票难求”之下甚至
催生“黄牛”现象……

为切实提升旅游景区开放管理水平，
门票预约制度不断优化完善。

2023年7月，国家文物局下发通知，提
出各地博物馆应优化调整门票预约制
度。针对一些热门旅游景区出现预约难
等问题，文旅部办公厅专门下发通知，要
求及时应对市场需求变化，优化预约措
施，实施科学管理，不搞“一刀切”，实现原
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最大限度满足广大
游客参观游览需求。

“不约而至”能否有更好体验？

杭州宣布景区取消预约的第二天，安
徽游客陆女士便和好友接连“打卡”了雷
峰塔、德寿宫、西溪湿地等景点，“不用提
前约，身份证也不用刷，行程安排更灵活，
旅游也更舒心了。”
“在很多景区，导游现场购票效率更

高。”途牛北京旅行社相关负责人表示，取
消预约能提升旅行社工作效率。

今年以来，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升
温。携程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入
境游订单同比增长超1.6倍。景区免预约
也让外国游客感受到更多便利。

一些地区公布的数据显示，取消预约
后，游客量有明显增长。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分析，景区取消
预约政策叠加暑期效应，进一步带火北京
旅游市场。6月24日到7月5日两周内，北
京景区门票搜索量较前两周环比增长近3
倍；苏州多个景点、博物馆在取消预约后
也迎来客流高峰，端午期间共接待游客
532万人次，同比增长三分之一。

一些人担心，部分景区取消预约后客
流量剧增，会降低旅游的体验感。

位于杭州市中心的浙江自然博物院在
取消预约后的第一个周末，现场排队的队
伍接近百米。一些外地游客反馈：“进馆后
还是跟着人流走，展品没办法仔细看。”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孙梦阳
说：“取消旅游预约制旨在提升游客的便利
性，但在旅游旺季，需要配合弹性管理和人
性化服务，让众多‘不约而至’的游客有更
好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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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醒，暑期旅游高
峰期，客流管理方面或将面临一系列考验。
比如，线下大排长龙时，有的游客可能花钱雇
人排队购票，让“黄牛”现象再度出现。

完善配套措施 提供多元选择

有业内人士认为，无论是实行还是取
消预约，都是对文旅市场及游客需求的回
应。面对暑期旅游高峰，城市及景区应综
合考虑人流量、承载量、参观体验等因素，
做出因时因地制宜的决策。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周卫红认为，热门博物馆和景
区应学会“双腿”走路。“既可以面向有预约
和规划行程习惯的游客保留预约服务、优
化流程；也可以面向临时起意、不习惯或不
方便预约的游客，保留线下票务服务。”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取消
预约的景区，应进一步增强人性化服务理
念，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比如，为中小学
生、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提供便利
措施，防止“黄牛”挤占票源等。

不少受访者指出，为寻求旅游人数和
参观体验的平衡，对热门景区应采取流量
提示、错峰分流等措施，以避免拥堵。

据了解，为应对暑期客流，北京天坛
公园提前研判分析线上购票情况和游客
结构变化，根据验票情况动态调整回补票
量；上海则通过“乐游上海”小程序，显示
全市约140个景区（点）的实时客流和最
大瞬时承载量，游客一看便知景区是“舒
适”还是“拥挤”。

7月1日，国家文物局发布通知，明确
重点场馆、热门场馆可根据实际情况，通过
适当延长开放时间、策划云展览等方式，更
大限度满足观众参观需求。记者注意到，
多地博物馆纷纷在暑期延长开放时间，或
推出“夜游”项目、打造“24小时博物馆”，
为公众提供更多元的文化体验。
“预约不是单一事件，而是系统工程。”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
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建议，在保护文物
安全、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应谋划开放更多
可游览空间，更好满足旅游消费需求。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记者 申铖 韩佳诺）记者17日从财
政部了解到，节能节水、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以下简称
专用设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的公告，企业在2024
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发生的专用设备数字化、智能化
改造投入，不超过该专用设备购置时原计税基础50%的部分，可按
照10%比例抵免企业当年应纳税额。企业当年应纳税额不足抵免
的，可以向以后年度结转，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享受公告税收优惠的改造投入，是指企业对专用设备数字化、
智能化改造过程中发生的并形成该专用设备固定资产价值的支
出，但不包括按有关规定退还的增值税税款以及专用设备运输、安
装和调试等费用。

据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记者 范思翔）记者从国家机关事
务管理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资产累计
入仓13.16万件、原值9.28亿元，出仓5.76万件、节约购置经费3.89
亿元，进一步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存量资产、提升国有资产管理效
能，落实过紧日子要求。

近年来，国管局在稳步推进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建设基础
上，坚持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作为全国公物仓“一张网”的有
机组成部分统筹推进。近期，国管局牵头编制《行政事业单位公物
仓建设与运行指南》国家标准，作为公物仓建设管理领域首个国家
标准，旨在以标准化助力公物仓建设和运行节约、规范、高效。同
时，国管局指导国家发展改革委、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等42家单
位完成公物仓创新试点建设，在公物仓应用功能拓展、信息平台建
设、运行机制优化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商务部召开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专场解读会

一视同仁支持内外资企业共同参与

多地取消旅游预约 保障游客体验感成为新“课题”

如何做好“不约而至”后半篇文章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可享税收优惠

国管局落实过紧日子要求

推进全国公物仓“一张网”建设

第34届香港书展17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60多家内地出版

单位组成内地出版展团参加本届书展，集中展销近万种内地精品图

书。图为一名观众在香港书展内地出版展区参观。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