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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潮汕地区由汕头、潮州、揭阳、汕尾四市构成，位

于中国广东省东南沿海，属于潮汕文化区和潮语方言区。潮

汕地区人杰地灵，有丰富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当地政府

重视旅游业发展，潮汕地区旅游品牌有一定的知名度，旅游

业发展态势良好。在中国旅游业持续发展和面临新机遇的背

景下，潮汕旅游业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

中国居民旅游消费进入大众消费阶段，旅游产业正处发

展期。与发达国家旅游消费水平相比，中国旅游业未到饱和

阶段，随着人民收入进一步增长，旅游业有望持续较长时间

增长。国际旅游业发展规律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达到 5000美元时，旅游消费进入大众日常消费阶段 [1]。近年

来，除疫情影响年份外，中国旅游市场多年持续较高的速度

增长。2018年全年中国旅游人数达 55.4亿人次，比上年同期

增长 10.8%，人均一年出游 4次。旅游收入水涨船高，2018

年中国旅游总收入达 5.1万亿元，增长 12.3％ [2]。新冠疫情

给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政府的有效管理和全民参与

下，中国率先走出疫情危机，成为全球为数不多有效控制疫

情的国家之一。虽然 2020年旅游业发展因新冠疫情受挫，但

是被称为“朝阳产业”的旅游业的整体发展趋势不会改变，

旅游业增长期将持续。疫情控制后，中国旅游业于 2020下半

年强势恢复，2021年节假日旅游重现疫情之前的繁荣。

在全国旅游业繁荣发展的大环境下，潮汕地区旅游业发

展形势喜人，旅游业规模逐年扩大。以汕头为例，汕头是“中

国优秀旅游城市”，2019年汕头旅游总收入和接待过夜游客

分别为 568.38亿元和 2344.52万人次，分别比 2018年增长了

6.3%、8.3%。接待过夜游客比 2005年的 444万人次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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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3]。又以潮州为例，2013到 2019年，旅游收入年增速

均超过 20%。2020年受疫情影响大，但恢复较快，实现旅游

收入 199.93亿元，同比恢复逾五成；接待旅客人数 1607.34

万人次，同比恢复逾六成 [4]。

旅游属于奢侈消费品，旅游消费随着收入增长而增加。

中国人均 GDP突破一万美元，旅游消费进一步普及，旅游消

费升级趋势明显，消费者对于旅游体验的要求更高。旅游需

求差异化，旅游服务提供者要进一步细分市场，提供更有针

对性的旅游消费服务，如针对学生旅游、老年旅游等发展潜

力大的子市场设计新旅游品种。消费者已经不满足于有一个

景点可供游玩，对于景点特色及相关服务要求更高。艾瑞咨

询调研数据显示，在 2019年中国旅游消费者选择景区时主要

考虑因素中，58.7%的消费者选择了景区风景特色，景区的

安全性、食宿条件以及费用等因素也是用户较为看重的因素。

艾瑞咨询《2019年中国在线旅游度假行业研究报告》指

出移动端的整体流量表现较 PC端而言，呈现出更强的稳中

有升的势头，中国移动在线旅游市场未来增长将继续向好。

2016—2019年的在线旅游用户规模分别为 3.26亿人、3.76亿

人、3.92亿人和 4.13亿人。尽管 2020年旅游业受到疫情冲击，

但在线旅游用户规模持续增长，2020年在户规模约为 4.32亿

人，同比增长 4.6%。

在物联网及云计算发展的大环境下，智慧旅游日渐受到

关注。目前，优势技术在旅游领域内的应用还不太广泛，实

际能够提升消费者体验的技术还不足。未来，随着技术层面

的进一步更新迭代，旅游业将会迎来更深度更颠覆的技术改

革，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消费者体验及旅游资源运营方等产业

链上各个环节参与者面临的问题。

新冠疫情给是中国旅游业发展史上的黑天鹅事件，中国

武汉疫情暴发后的全民居家抗疫给旅游业发展带来的严重的

冲击。有学者估计仅 2020年春节期间，中国旅游业损失就超

过 5000亿元。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是深远的，包括疫情改变

人民的消费行为，在线消费得以加速普及；疫情尚未结束，

反复的风险仍在，旅游业需要创新机制应对疫情反复及类似

的旅游安全问题。

加大旅游资源保护力度，促进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潮汕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国家级、省级

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很多景区都留有历史文化的足迹。

但潮汕地区的部分景区忽视保护和开发这些优质资源，导致

优质资源稀缺，当地绝大多数景区是 3A级以下。为此，景

区运营商需要从保护、传承、发展潮汕文化的层面入手，了

解潮汕文化，细心发现景区中隐藏的潮汕文化因素，并加以

保护和传承。要向来潮汕旅游的游客展示潮汕文化最好的一

面，让游客产生一种忠诚感。这种忠诚感类似于客户忠诚度，

就是客户对某品牌的产生了好感，消费时会偏好于某品牌，

从而推动客户重复购买。游客产生的忠诚感，可以对游客再

次前往潮汕地区旅游起着积极的引导作用。而且通过挖掘文

化内涵可以帮助潮汕地区的景区在纷繁杂乱的旅游市场中脱

颖而出，清晰明确市场定位，为景区带来流量，提升景区旅

游品牌形象，带动潮汕地区旅游业的整体发展。

主打美食牌，提高旅游吸引力。潮汕美食店遍布全国各

地，已经成为潮汕文化的品牌标志之一。大多数人了解潮汕

美食，都是从爽口弹牙又富有肉的香气的手打牛肉丸开始。

还有生腌海鲜被潮汕人誉为“毒药”，深深地吸引着游客，

吃过便欲罢不能。同时，潮汕是著名的名茶之乡、美食之乡、

柑橘皇后之乡、蕉柑之乡、潮州菜之乡，2004年潮菜荣获第

五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团体金奖，潮菜三次被官方指定作为

中国饮食文化唯一代表参与世博会。潮汕饮食产业的商家应

该利用新媒体，结合新时代热点，宣传潮汕地区的美食文化，

让更多人接触了解潮汕的美食文化，吸引更多的人来潮汕，

加快潮汕旅游产业发展。

随着消费者收入的不断提高，个性化消费成为消费者的

基本诉求。应对与时俱进的旅游消费升级，潮汕地区需要重

视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潮汕地

区政府可推行奖励政策，根据国家旅游业的标准，被命名为

国家 5A级旅游景区、3A级景区的，分别给予创建单位相应

的一次性奖励等积极政策。鼓励升级、打造旅游休闲街区，

提高潮汕地区旅游资源质量。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可持续

发展才是好发展。”潮汕地区政府需发布与旅游业的可持续

发展相关的政策，提醒旅游业相关单位，维系自然、经济与

社会的协调统一发展。

结合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趋势，顺应互联网时代下的智慧

旅游的发展，潮汕地区旅游业的发展需深化“互联网移动端

+旅游模式”。“互联网移动端 +旅游模式”就是利用互联

网为旅游业提供便利服务的新型旅游模式。在饮食方面，游

客可以通过美团、饿了么等 APP点外卖，了解潮汕地区店铺

情况，如食物价格、其他用户的评分；也可以通过小红书等

记录生活的 APP了解潮汕美食。在住宿方面，游客通过携程

等 APP了解酒店的卫生情况、价格情况、使用用户评价等相

关资料，并可以进行预订，而且可以在线上提交大部分的入

住信息，到达酒店的时候，能快速入住。在出行方面，游客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使用滴滴出行、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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啰单车等 APP方便出行。在购物方面，游客使用微信、支付

宝等第三方平台支付，省去了带现金的烦恼，也避免了无法

刷卡的尴尬；当游客想购买手信又想轻松回家的时候，现在

只需要通过淘宝等在线购物 APP上购买手信，直接寄快递到

家门口，无须辛苦地拿着沉甸甸的手信回家。在娱乐方面，

潮汕景区服务优化——线上订票 +景区无票化：通过OTA（在

线旅游）售卖门票，手机扫码或刷脸进入，节约排队购票时间；

电子导览：为游客提供景区地图、介绍文字、语音讲解及导

航等功能等。

根据收集到的网络资料和潮汕地区居民的反馈，潮汕地

区基础设施较为简陋，存在公交车发车时间长等问题，不利

于潮汕地区绿色低碳出行的发展。潮汕地区需要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继续发扬普及便利的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共享

汽车等。让消费者能在潮汕感受到热情丰富的人文文化的同

时，也能在潮汕地区有着“归家”式的旅游体验，提升消费

者对潮汕旅游的好感，助力潮汕地区旅游业更好地发展。

综上，可知潮汕地区旅游业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旅游

业发展的基础是旅游资源，潮汕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

发展潜力大。潮汕地区的旅游业发展也存在上升的空间，需

要潮汕地区政府及潮汕旅游服务主体的共同努力，利用好潮

汕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提供优质的

旅游服务，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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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的固定资产长期规划年度预算至关重要，以此来适应

瞬息万变的内外部环境。

众所周知，“预算的编制，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汇总归计，

更不仅仅是简单的对照类比 [4]”。既然如此，行政单位整体

还需要建立健全预算管理制度，细化预算编制流程，精化相

关部门职权，量化工作流程和目标，做到部门互通，流程互通，

数据互通，健全明确的信息共享机制，使得有关预算的规章

制度能够纵深化覆盖，对已有的资产数据及预算做到心中有

数，避免预算上的信息不对称。

本方法置于最后是因为其最为重要，不论上层建筑以及

相关经济基础如何变动，会计准则及其要求如何变化，最终

的固定资产管理都要落实在各位财务人员身上。做好此点并

非易事，需要人才自身和管理者上层的双重驱动。从管理者

之层次来说，第一，需要单位管理者要有引进人才的人格魅

力。能够吸引人才踏踏实实尽心尽责为单位着想，不搞马虎

账。第二，需要管理者有包容人才的胆识，人才之所以成为

人才就是因为其往往在相关领域有独到的见解。倘若管理者

因为这些独到的见解不符大众就将其忽视、冷嘲，人才又怎

会尽职呢？所以，要给人才发挥独到见解的空间，要多关心，

多包容。第三，管理者需要创新人才激励机制，促使会计人

员对单位全心全意的奉献由不愿转变为甘愿，由自发转变为

自觉。当然从财务人员之层次来讲，一是需要提高自己的规

则意识，坚定政府会计准则不动摇；二是需要自身不断创新，

关注最新财务政策对于本行政单位的适用性；三是需要提高

自身服务意识，牢记国有资产虚不得，定期清查固定资产，

做到账账相核，账物相实，心中有数。总而言之，财务人员

的职业素养是需要协同效力的，只有单位内部搭好了“台子”，

财务人员才能更好地“唱戏”。

固定资产作为一个单位最主要的资产构成部分，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一个单位对于固定资产的把控程度如何，间接

地体现了此单位财务部门的综合素质。倘若每个行政单位的

财务机构都如笔者上文所提及而施行，方能进一步提高中国

行政单位固定资产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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