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从试点推广至全国
成都现有49家店，将进一步扩大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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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朱宁）日前，国
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推广境外旅客购物
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的公告》
（以下简称《公告》），对离境退税“即买即
退”的主要内容、办理流程和施行时间作
出明确规定，将这项服务措施从多地试点
推广至全国。这意味着境外游客在全国
范围内可享受到离境购物的当场退税服
务，并可将退税款继续用于境内消费。

此前，这项举措先后在上海、北京、
广东、四川、浙江等地开展试点。成都作
为试点城市之一，试点情况如何？今年
还有哪些新举措？

“‘即买即退’作为一项便利服务举
措，是‘离境退税’政策的升级优化。”4月
9日，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成都市于2023年开始试点
“即买即退”服务措施，目前共有49家“即
买即退”商店，为境外旅客提供了更加便
捷、多样化的退税选择。

“即买即退”政策有何便利之处？根
据《公告》，境外旅客在“即买即退”商店
购买退税物品，办理信用卡预授权后，即
可在现场领取等额退税款。旅客离境
时，海关核验旅客身份和退税物品，退税
代理机构审核购物退税信息无误后，当
即解除信用卡预授权担保，并办结离境
退税事项。《公告》指出，有意愿提供“即
买即退”服务的退税商店，在与本地退税
代理机构商谈一致后，即可成为“即买即
退”商店。

记者梳理发现，49家“即买即退”商

店全部位于成都市春熙路商圈，涉及珠
宝、服饰等领域，而去年落地的四川省首
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就位于春熙路
商圈的成都IFS（成都国际金融中心）。
境外旅客在“即买即退”商店消费后，就
近就可以到成都IFS办理退税。

“‘即买即退’是现金（人民币）退税，
境外旅客消费后，在‘即买即退’集中退
付点可现场办理退税。”该负责人表示，

“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将离境退税窗口
前移到商业综合体，拉近了成都春熙路
商圈与海外旅客的距离。符合条件的境
外旅客在“即买即退”商店消费后，拿着
购物发票和退税申请单，即可前往“即买
即退”集中退付点办理信用卡预授权手
续并领取等额退税预付金。“这种便利化

的服务可更好地激发境外旅客的消费热
情，促进‘二次消费’，在提升境外旅客消
费体验的同时，也为春熙路商圈吸引境
外客流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该负责人介绍，为了加快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2023年7月20日，四川首
个离境退税特色街区——春熙路离境退
税特色街区正式亮相。为进一步优化离
境退税商店布局，成都税务部门推出“四
川造”“成都造”等中国商品特色商店。

数据显示，2024年，成都全市共有离
境退税商店429家，全市离境退税金额近
3000万元。前述负责人表示，今年，成都
将在现有49家“即买即退”商店的基础
上，吸纳具备条件且有意愿的商店，进一
步扩大“即买即退”商店数量。

4月1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推动经济运行回升向好的若干政策
措施》（以下简称政策），从加快消费恢复
提振、帮助企业降本减负、推进企业快速
成长、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四个方面制定
21条政策措施。

其中，文旅消费相关激励政策被重
点着墨，引进大型演唱会最高可获500万
元激励，引进国际重大体育赛事最高可
获600万元激励，这一系列“真金白银”的
支持措施引发业界广泛关注。

四川为何将文旅演艺产业置于经济
回升向好的重要位置？这些激励政策将
如何撬动区域经济增长？4月10日，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相关业内
人士，对此予以解读。

精准施策
真金白银激活演艺市场

政策明确，对2025年1月1日至12月
31日期间，引进在川举办大型演唱会、音
乐节等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的主办单位，
省级财政根据累计售票总人数、售票收入
及经济贡献，给予最高500万元激励。

引进高品质剧场演出的主办单位，
省级财政根据累计观演观众人次及经济
贡献，给予最高90万元激励；引进全国性
演艺赛事交易活动的主办单位，省级财
政根据参展企业和签约情况，给予最高
300万元激励；引进国际重大体育赛事活
动的主办单位，省级财政根据赛事级别，
给予最高600万元激励。

与此同时，政策还对文旅消费促进
活动给予激励。对2025年4月1日至12
月31日期间，引进在川举办国际性、全国
性重大文旅消费促进活动的承办方，省
级财政分别给予500万元、300万元一次
性奖补。

“近年来，文旅消费总量持续创新
高，表明文旅消费在消费产业占据了龙
头地位，未来将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四
川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振
之表示，在此背景下，政策出台后通过
财政激励，能适当降低企业成本，有望
吸引更多演艺项目、赛事活动等文旅项
目落地。

“这次出台的政策补贴力度很大，对
演艺企业和文旅活动的承办方激励也很
大，让企业更有动力去引进项目。”杨振
之告诉记者，数百万元的补贴为演艺企
业注入了“强心剂”，助力企业引进高质
量的演艺及赛事活动。同时，建议政策

更多向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倾斜，减轻
企业实际负担。同时，杨振之建议，除了
对景区、演艺和赛事活动的补贴外，政府
后期还可以加强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激励
措施，“类似于旅游消费券的做法，可以
让消费者直接获利，更能激发市民游客
的消费热情。”

文旅联动
将“两小时经济”延展为长效消费

刚刚过去的清明假期，四川迎来了

一波文旅热潮，全省纳入统计的886家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274.57万人
次、实现门票收入超过1.19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16.06%、11.32%。

成都、眉山、雅安创新跨城推出“跟
着《苏堤春晓》游四川”，围绕国家大剧院
在川演出“观剧惠游”，带动三苏祠、瓦屋
山等景区热度提升；达州市巴山大峡谷
景区首次推出“祈福巴山万物共生”大型
沉浸式实景互动演艺；绵阳市推出文旅
消费券—演艺演出券；雅安市推出“跟着
演艺去旅行”系列优惠套餐，多地共同发
力推动假期“演艺+文旅”消费新热潮。

4月4日至5日举行的2025成都热浪
飞行银河左岸音乐节，据测算累计吸引
观众超6万人次，其中外地观众占比
87%，带动消费1.2亿元。这一数据印证
了演艺活动对拉动消费的强大动力。

一张门票可撬动交通出行、住宿餐
饮、商超购物、景区旅游等综合消费，在
此背景下，四川多地提出“跟着演出去旅
行”激励举措，希望将演唱会“两小时经
济”延展为长效消费业态。

杨振之表示，演艺活动对于经济的
拉动效应除了活动本身，更在于如何留
住观众进行更多消费，“对于一座城市来
说，如何让游客看完演出后能留下来消
费，这是最关键的。”杨振之认为，关键在
于地方政府要做好演出场地周边的消费
场景布局，政府不仅要推出各类丰富的
配套消费场景，还可以做好相应旅游游
玩攻略，“告诉游客到哪儿玩、怎么玩，提
前准备好整体方案，才能将演出经济进
一步扩大。”

记者了解到，成都市在去年年末出

台的《成都市关于推动演艺市场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中就提出，支持演艺与
旅游联动，在未来，5000人以上的大型营
业性演出活动举办期间，观众可凭演出
门票实名免费参观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
物馆等热门景区。

战略引领
打造文旅消费新高地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2024
年四川演艺市场持续火爆，全年举办营
业性演出3.2万场，观众1250万人次，票
房总收入29亿元，其中引进大型演出218
场，观众276万人次，票房收入超19亿元，
拉动综合消费130亿元，演艺经济已成为
文旅消费新的增长点。

四川文旅资源丰富，又坐拥中西部
地区营业性演出最大票仓，政策创新是
推动四川演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
素。除了21条政策措施外，近日，四川省
文化和旅游产业链10个细分领域三年行
动方案正式出台，明确聚焦数字文化产
业、演艺产业、影视产业等十大重点领
域，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链式协同、集群
发展、能级提升。其中，四川省演艺产业
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27年全省
演艺产业规模突破1500亿元，围绕这一
目标梳理出全省18家演艺产业重点企业
作为链主链属企业，将建立“链长+链主”
双驱动机制，打造“川演联合体”。

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四
川文旅将充分考虑对应产业细分领域的
特征，发挥其带动性作用，积极推进跨界
融合，尤其是与农业、商业、体育、教育、
科技等领域的融合发展，培育更多文旅
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

有从事演艺事业的内部人士认为，
在政策激励下，四川将吸引更多国内外
一流演艺资源、体育赛事落地，打造更多

“爆款”文旅活动。同时，本土演艺创作
力量也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逐步形成
具有四川特色的演艺产业集群。

更多文旅促消费活动已经在路上，
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透露，2025年，
四川聚焦文旅消费提质扩容，依托“安逸
四川 玩转天府”文旅消费活动品牌，将在
全年持续举办文旅消费促进活动，围绕首
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夜间经济、
演艺经济等不断创新模式、丰富供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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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真金白银”支持文旅消费

引进国际重大体育赛事最高奖励600万元

成都演艺市场持续火热，未来两个
月，林忆莲、陶喆、范玮琪、王赫野、吉克
隽逸、潘玮柏、何洁等众多明星将接连在
成都开演唱会。

今年清明假期，成都、眉山、雅安创新跨城推出“跟着《苏堤春晓》游四川”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