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

沪府办发 〔２０２５〕３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全面推动上海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５—２０２７年)»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全面推动上海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５—２０２７

年)»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２０２５年２月１２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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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动上海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５—２０２７年)

　　为更好发挥上海旅游业在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

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中的作用,聚力打造中国

入境旅游第一站、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持续深

化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发挥都市资源优势,开发全域多元特色大产品

(一)建设世界级旅游地标.加快推进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

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建设.推动世界级主题公园矩阵提质升级.

推进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建设,打造世界领先的邮轮旅游港.

坚持三岛联动,建设崇明世界级生态旅游目的地.推动上海工业

博物馆建设,筹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上海博物馆北馆(长江口二

号古船博物馆).(责任单位:市文化旅游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规

划资源局、市交通委、市生态环境局、市经济信息化委、相关区

政府)

(二)打造品牌化旅游产品.优化提升以“党的诞生地”为标志

的红色文化旅游产品,以“一江一河”“建筑可阅读”等为标识的海

派文化旅游产品,以朱家角、南翔、泗泾等为代表的沪派江南古镇

旅游产品.推动朱家角古镇创建国家５A 级旅游景区.(责任单

位:市文化旅游局、市委宣传部、市水务局、市交通委、市房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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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相关区政府)

(三)丰富全域化旅游产品.加强旅游资源规划及配置,优化

空间布局.培育中心城区各具特色的旅游休闲街区,丰富都市旅

游场景和线路.打造郊区“一区一特”沪派江南文旅项目,培育一

批乡村旅游重点村镇,推出一批五星级乡村民宿,创建临港滴水湖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强化夜游品牌塑造,打造一批夜景旅游打卡

点和夜游好去处.(责任单位:市文化旅游局、市规划资源局、市农

业农村委、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市绿化市容局、相关区政府)

(四)提升主题型旅游产品.统筹都市资源推进产品开发,引

导通过红色旅游感悟初心使命、社区旅游探寻市井烟火、工业旅游

展示辉煌成就、夜景旅游感受光影之美、体育旅游体会澎湃激情、

科普旅游探索科技奥秘、研学旅游开展实景学习、医疗康养旅游促

进身心健康、邮轮旅游体味海上风情、文娱旅游品味美好欢乐、会

奖旅游体验个性特色.把握不同国家和地域游客需求差异,丰富

定制化个性化旅游产品.聚焦不同年龄段游客群体需求,推出家

庭亲子游、银发休闲游、祖孙三代合家游等系列产品.注重吸引年

轻群体,打造沉浸社交、圈层兴趣、城市探索等文旅新场景.(责任

单位:市文化旅游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卫生健康委、市科委、市

商务委、市绿化市容局、市体育局、市民政局)

(五)优化入境游旅游产品.用好免签政策及口岸外国人团体

旅游签证政策,开发“航空＋铁路”“机票＋邮轮”等多元化入境游

渠道组合,升级通关、通信、支付、购票、免税退税等便利化举措,推
—３—



出更多入境游精品线路.拓展入境游产品市场,与国际旅行商精

准对接旅游产品,组织遴选“上海礼物”,促进产品和需求形成良性

互动.(责任单位:市文化旅游局、市交通委、市商务委、市税务局、

市公安局、市通信管理局、上海边检总站、上海海关、民航华东地区

管理局、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机场集团)

二、发挥现代化发展优势,打造开放创新支柱大产业

(六)推进旅游产业投资.加强产业规划,推动一批资源集聚

型产业项目建设改造.培育文旅策划、运营管理等旅游相关产业.

发展低空旅游、房车露营、帐篷露营、城市市集、徒步健行等新业

态,建设文旅元宇宙产业示范集聚区.推进招商引资,依托上海旅

游投资促进大会平台、文旅营商通服务平台,加大金融对旅游产业

的支持力度,打造亚太旅游投资门户.(责任单位:市文化旅游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市科委、市规划资源局、市委金融办、市

体育局、市绿化市容局、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

(七)促进旅游消费升级.深化文旅商体展联动,加强文旅资

源与商圈活动、体育赛事、展会论坛等合作,探索“门票＋购物”“门

票＋酒店”等联动促消费模式.加大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强化节假

日和寒暑期旅游产品投放,办好上海旅游节等文旅节展活动,发展

电竞、动漫等业态.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优化文创产品和旅游商

品开发经营模式,打造以“夜购、夜食、夜游、夜娱、夜秀、夜读”为特

色的文旅夜间消费集聚区.优化消费体验,推出主题酒店、特色酒

店,在景区植入演艺演出、非遗展示等场景,打造消费友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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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文化旅游局、市委宣传部、市商务委、市体育局、相关

区政府)

(八)优化旅游营商环境.加强政策供给,在旅游企业产品开

发、客流导入、市场开拓、业态培育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落实重

点企业“服务包”,建立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打造旅游资源要

素交易平台.深化旅游领域“一网通办”“一业一证”改革,优化行

政许可服务.(责任单位:市文化旅游局)

三、发挥文化高地优势,推进文化旅游科技大融合

(九)丰富旅游文化内涵.厚植城市文化底蕴,实施红色文化

传承弘扬、海派文化研究传承、江南文化研究发掘、时尚文化培育

发展系列工程.推动文艺创作再攀高峰,聚焦舞台、影视、美术、群

文、网络视听等,推出更多“上海原创”“上海制作”“上海出品”的精

品力作.提升都市旅游魅力,吸引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秀演

艺项目在上海首演首秀,加密演唱会和音乐节举办频次,升级打造

演艺新空间.彰显都市旅游活力,发展国风国潮、沉浸式演出和小

剧场演出等文化新业态,培育“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

行”“跟着赛事去旅行”等旅游新业态.(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

文化旅游局、市委党史研究室、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商务委、市体

育局)

(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表达,

保护利用好文物、老城厢、优秀历史建筑、革命旧址遗址和历史文

化名镇(村)、历史文化街区等文化遗产,活化利用非物质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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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推动“考古＋旅游”“非遗＋旅游”发展.加快建设博物馆之都,

实施“大博物馆计划”“大美术馆计划”“社会大美育计划”,办好“何

以中国”“何谓海派”“对话世界”文博美术大展,促进“文博＋旅游”

“展览＋旅游”发展.深度推进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滨水可游

憩,推出一批人文、艺术、建筑和时尚相融合的 CityWalk线路.

(责任单位:市文化旅游局、市规划资源局、市房屋管理局、市水

务局)

(十一)推动科技焕新旅游.集成运用大模型、元宇宙、区块链

等技术,实现一机游上海.打造智慧博物馆、智慧美术馆和智慧图

书馆,用科技提升文化产品表现力传播力感染力.增强智慧景区、

智慧酒店服务能力,提高行程规划、旅游咨询、智能客服、机酒预订

等智慧服务水平,用科技提升旅游服务体验性舒适性便捷性.(责

任单位:市文化旅游局、市科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四、发挥精细化管理优势,做优品质高效安全大服务

(十二)完善基础设施配套.聚焦观光游览设施、游乐设施、演

艺设备等重点领域,推进设备更新提升.合理规划建设旅游风景

道、骑行道、休闲步道,完善停车场、充电桩、旅游厕所、多语种标识

标牌等设施.完善文旅地标、文化场馆、体育场所、郊野公园等周

边商业配套设施和文化娱乐设施.(责任单位:市文化旅游局、市

发展改革委、市交通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商务委、市体育局、市

绿化市容局、相关区政府)

(十三)提升旅游专业服务.推动景区景点和场馆提高游客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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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能力,科学设置线上预约和线下购票渠道.加强旅游服务标准

化建设,提升旅行社、酒店、景区和各类旅游产品规范化品质化服

务水平.建立以游客为中心的质量评价体系,完善旅游服务质量

监测机制,构建响应迅速的诉求反馈系统.开展星级旅游饭店服

务技能竞赛和导游大赛,提升旅游志愿者服务水平,设立“城市推

荐官”,讲好上海故事.(责任单位:市文化旅游局、市委社会工

作部)

(十四)优化城市公共服务.推动旅游公共服务与城市公共服

务一体化建设,促进景区“小交通”与城市“大交通”有序衔接.聚

焦节假日大客流,科学调整公共交通运营时间.优化交通站点、景

区景点、宾馆酒店和购物商圈等场所行李寄存服务,鼓励景区周边

停车资源节假日向社会开放,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和无障碍

设施建设,打造游客友好型城市.依托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

场外籍人员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打造入境旅游服务“第一站”.

加强旅游安全监管,健全完善旅游安全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应急演

练.(责任单位:市文化旅游局、市商务委、市交通委、市政府外办、

市应急局、市民政局、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相关区政府)

(十五)深化旅游市场治理.依法开展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

务、强迫购物、非法一日游、不合理低价游和“黄牛”倒票等专项整

治行动,坚决查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推广旅游电子合同,保障游

客合法权益.健全跨部门跨地区旅游市场执法协作机制,坚持线

上线下同步治理,加强数据信息共享和线索移交,常态化开展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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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发布安全出游提示,倡导文明旅游,营造良好旅游环境.

(责任单位:市文化旅游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

五、发挥媒体资源汇聚优势,实施城市立体精准大宣推

(十六)深化全景式IP演绎.立足上海旅游“都市型、综合性、

国际化”的特点,聚焦红色之源、现代之城、人民城市、沪派江南、海

派风情、时尚之都等主题,打造都市主题IP.推出反映城市风貌

和特色文化的影视精品、视听节目、演艺作品,推动主题IP融入城

市形象宣传,促进都市IP深度演绎全球传播.(责任单位:市文化

旅游局、市委宣传部)

(十七)加强城市形象宣介.坚持大小屏联动,发挥上海新媒

体总部集聚优势,用好国内外主要新媒体与社交平台,做好事实传

播、情感传播和价值传播.提升“乐游上海”网站、微信、微博、视频

号、抖音号的影响力,打造“MeetinShanghai”境外多语种新媒体

传播体系.依托多语种上海国际服务门户,加强旅游服务资讯供

给和城市形象宣介.(责任单位:市文化旅游局、市委宣传部、市政

府新闻办、市政府外办、市委网信办)

(十八)强化旅游产品营销.聘请国际旅游形象公益推广人和

入境旅游观察员,主动走出去与客源地服务商对接,扩大旅游产品

的知晓率和触达率.在航班高铁及交通枢纽等场所提供即时游览

和展演活动资讯.在酒店景点及全市旅游咨询服务点设置旅游信

息检索公共服务大屏.向来沪参加商务、展会、赛事等各类活动的

客人精准推送旅游产品信息和旅游地图导览.(责任单位: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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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局、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机场集团)

六、发挥战略链接优势,深化国际国内区域大联动

(十九)推进长三角旅游发展一体化.携手建设长三角世界级

旅游目的地,稳步推进新场等江南水乡古镇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联合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合力打造长江国际黄金旅

游带.(责任单位:市文化旅游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资源局、

相关区政府)

(二十)服务全国旅游发展.持续推进对口地区旅游发展,在

人才培养、资源导入、宣传推广等方面提供支持.加强与国内重要

旅游城市合作,联合推出“一程多站”旅游产品,联手开拓国际旅游

市场.(责任单位:市文化旅游局、市政府合作交流办)

(二十一)促进境内外旅游交流合作.以联合国旅游组织在沪

设立地区办事处为契机,加强与主要客源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旅游合作.支持上海博物馆等文博场馆加强中外联合考古、文物

修复、展陈交流等领域合作.发挥上海国际友好城市资源优势,加

强旅游合作交流.落实沪港、沪澳旅游合作交流机制,推进沪台旅

游领域合作.(责任单位:市文化旅游局、市政府外办、市政府

台办)

建立健全统筹推进本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机制,推动

形成大旅游工作格局.强化资金保障,充分发挥上海旅游发展专

项资金作用.优化旅游项目土地供应,鼓励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

让、租让结合、弹性年期出让等方式灵活供给.实施旅游人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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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加强创意策划、市场营销和多语种导游等人才培养,抓好旅

游从业人员职业培训.发挥高校智库等专业机构作用,开展旅游

产业理论和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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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纪委监

委,市高院,市检察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２月１３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