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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文化旅游服务贸易发展问题研究 
孙俊  赵玲莉 

（广州工商学院 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1363） 

摘要：随着各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变得日益频繁，世界贸易发展的整体趋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逐渐打破传统贸易的格

局，开始有所突破，向现代新兴技术贸易、服务贸易转变发展。 

服务贸易正以迅猛的势头带动着世界贸易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其中最具潜力的旅游服务贸易也具有自身发展的独特优势，

日益成为服务贸易中稳步增长的主力军。与此同时，我国凭借灿烂的历史文化优势及独特的自然地理风光条件，在发展文化

旅游服务贸易中也带有明显优越性，文化旅游服务贸易作为一种独特的贸易类型，将在我国今后的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本

文从广东省自身经济文化发展特色出发，针对广东省文化旅游服务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及

建议，从而促进广东省文化旅游服务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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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东省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旅游服务贸易作为广东省服务贸易中的新增长点及重

要的组成部分，为广东省对外贸易进出口额提高方面做出重

要贡献。旅游服务贸易体系庞大，是广东省创汇收入的主要

产业之一，相较于传统对外贸易发展模式，文化旅游服务贸

易具有其得天独厚的特点及优势。[2] 

（一）广东省旅游总收入分析 

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有关《2015-2020 年旅游总收入占

GDP比重》（见图 1）报告显示，2015年全省实现旅游总收入

超万亿元，同比增长超 11%；2019年全省旅游总收入达到历

史新高，突 15157.95亿元，占全省GDP的综合贡献率 14.08%，

位居全国第一。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旅游业发展速

度有所下降。从广东省旅游总收入及GDP占比两方面对比分

析，可以看出全省旅游经济发展前景可观。全省旅游总收入

在 2015-2019年间呈现阶梯式涨幅趋势，在收入不断增长的

同时，对GDP的综合贡献率更是突破 14%的比重。尽管是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 2020 年，也能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

厅积极有效的政策部署下，建设发展文化和旅游项目，推动

文化产业及旅游业复苏发展，取得旅游总收入 4690.59 亿元

的成效。 

 
图 1 2015-2020年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 

（二）广东省接待游客市场情况分析 

在发展旅游服务贸易中，游客的客源市场是衡量旅游统

计数据的重要因素指标之一。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中

《2015-2020 年广东省接待旅游总人数及总收入统计图》可

以看出（见图 2），2015-2020年度，广东省旅游规模逐渐扩

大并取得显著的成效。如图所示，全省接待游客总人数从

2015年 36225.2万人次逐渐增长至 2019年 53141.02万人次，

呈现显著上升趋势。由于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

东省接待游客人数有所下降，但与全国各省接待游客总人数

情况相比，仍具有一定优势。 

 
图 2  2015-2020年广东省接待旅游总人数及总收入统计图 

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 

广东省入境游客人数的逐渐增加，也为广东省创汇收入

带来增长。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的报告显示，在 2015-2020

年度广东省入境旅游人数及旅游创汇收入统计图可以看出，

2015-2019年入境旅游人数接待数量连年增加，在 2019年达

到最高值。与此同时，也相应的带动了广东省外汇收入的提

高。 

 
图 3  2015-2020年度广东省入境旅游人数及旅游创汇收入

统计图 

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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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东省旅游交通情况分析 

交通基础设施是保障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基础设

施因素。交通岗工具作为重要的硬件设备，对于发展旅游业

产生重要的影响。目前随着我国高铁技术的发展，已经加大

了改变了我们出行的时间成本，缩短了区域之间的距离，进

而带动了整体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并且广东省地区利用自身

沿海优势，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带动之下，也为当地

发展旅游服务贸易提供了广阔的交通运输空间。根据

2015-2020 年度广东省高铁建设数量及里程数统计图可以看

出，从 2015 年开始，广东省高铁建设数量连年增加，呈现

稳步增长态势。并且在 2020年达到高峰，由 2015年的 7条

稳步增长到 2020年的 14条之多，并且里程数也随之逐渐增

加，呈现增长态势。 

 
图 4  2015-2020年度广东省高铁建设数量及里程数统计图 

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 

二、广东省文化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就广东地区而言，在发展文化旅游服务贸易中具有优越

的自身条件。广东省地理位置优越、气候宜人、风光旖旎，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自然、人文景观优势。不仅如此，

广东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增长速度较快，为文化旅游服务

贸易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近几年

来，各项基础配套设施逐步完善并达到一定高度，为文化旅

游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支持。[1] 

（一）广东省文化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综合竞争力分析 

1.历史文化优势 

广东省不仅具有优越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物质资源也

相当丰富。广东省有 6个地市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历史文

化名城”；与此同时，拥有不可移动文物约 2.5万处，可移动

文物约 87万处；拥有国家、省、市、县文化保护单位约 5912

个。在革命历史文化宣传中，广东省也具有自身的明显优势，

建成 4A级以上国家红色经典旅游景区 23个，拥有红色文化

旅游示范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旅游博物馆、纪念馆等

各项历史文化旅游基础设施。 

2.民俗资源优势 

在发展文化旅游服务贸易中，广东省在民俗方面具有资

源丰富，地域性强的优势。广东省被称为“岭南文化”传承

之地，分别以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为主分为三大

民系。在我国的方言中，广东省就具有三种地方特色方言，

分别是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独具地方特色的粤方言，

被称为“白话”、“粤语”、“广东话”。饮茶是广东人日常生

活的真是写照，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广东人的“饮茶”包

括早茶、下午茶、晚茶以及凉茶等。以此催生出的相关产业

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广东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展示了

当地独具魅力的生活特色。广东省的民俗文化也呈现出多种

多样的态势，比较著名的有富有美好寓意的广东舞狮表演；

具有浓郁文化底蕴和豪迈激情的普宁英歌；将舞蹈与历史史

诗相互结合的吴川飘色等，都是能够体现广东地区独特文化

色彩的民俗风俗资源。并且每逢春节，当地还会举办具有特

殊的迎春花市；春节行花街等具有地方特色的节目。不仅丰

富了当地居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同时也将传统文化传承发

扬，以此带动相关产业的进步与发展。 

3.地方美食特色云集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广东地区作为岭南美食的代表地

区，将广东饮食文化的魅力充分的展现出来，让全国乃至全

世界人们所喜爱。从为人们熟知的早茶文化，到口感鲜香的

云吞面，再到经典的多样肠粉的搭配，以及独具广东特色的

粥品，虾饺、糯米鸡、广式凤爪、萝卜牛腩等吸引着八方游

客，也刺激着他们的味蕾。老火靓汤也是广东地区的一大特

色菜，奠定了广东宴席别具一格的格局。客家菜式盐焗鸡、

粤菜系文昌鸡、炸子鸡、南方菜系白切鸡、广东烧鸭、隆江

猪脚、湛江生蚝等也体现着老广味道的独特魅力，吸引着八

方游客，留下美好回忆。 

（二）广东省文化旅游服务贸易市场化程度分析 

1. 文创产品凸显优势 

广东省在发展文化旅游服务贸易的同时，不断进行文化

创意产品的开发与创新。2018年，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在首

批省级文物单位中启动了 16个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

旨在开发出结合多元文化需求、满足现代生活需求的优秀文

化创意产品，以积极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佛山的茶具、

陶瓷公仔等文化产品品种及样式不断丰富，带动广东省文化

创意产品工作不断深入开展。 

2. 文化旅游路线丰富多彩 

在发展文化旅游服务贸易中，对于文化旅游路线的开发

是十分重要的，决定文化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成败。广东省

积极探索地方文化特色与旅游服务相互融合，在进行旅游路

线设计的过程中，将地方特色、文化遗产保护、旅游便利性、

经济收入相互结合，打造出具有经济发展潜力、地方特色的

文化旅游线路。2020年发布的“历史文化游径”中，更加注

重原有历史文化遗址的改造升级，将现代文化与历史文化相

互交融。并且，积极弘扬及宣传岭南地方文化，让全世界游

客领略到广东文化的魅力和丰富的人文内涵。 

三、广东省文化旅游服务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文化旅游区域发展平衡程度有待提高 

根据 2020年广东省统计年鉴提供的《广东省各地市A级

景区数量及分布统计图》显示，（见图 3）目前广东省各地区

景区分布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其中广州市景区开发程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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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相对较好，珠海、汕尾、潮汕等地区相较于其他各地对

于景区开发仍有待提高，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地方特色及优

势，发展内生增长力不够充足。因此会呈现出各地景区开发

数量分布不均的局势。 

 
图 5  广东省各地市A级景区数量及分布统计图 

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 

（二）文化旅游基础设施有待提高 

随着我国经济逐渐发展，居民收入也随之提高，大家的

消费观念及消费习惯也在随之发生变化。作为旅游服务贸易

发展的物质基础，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至关重要。住宿

条件的完善程度、卫生状况；餐饮条件的丰富与否都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顾客的满意程度及游客量的程度。并且，由于

年轻人对于新奇事物的推崇，具有民俗风情特色及人文关怀

的新型民宿也开始大受欢迎。但就目前广东省文化旅游服务

贸易中 2015-2020 年度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数据显示，（见

图 6）全省星级宾馆数量呈现下降趋势。同时，广东省各地

餐饮业数量也呈现分布不够均匀的状态，各地区发展不平

衡。（见图 7） 

 
图 6  2015-2020年广东省星级宾馆数量统计图 

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 

 
图 7   2020年广东省各地市餐饮业数量统计表 

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 

（三）文化旅游特色品牌效应不够凸显 

在发展文化旅游服务贸易的过程中，对于地方文化产品

品牌效应的合理运用是十分重要的。地方特色文化产品品牌

如同对外宣传的名片，能够充分体现当地的特色，同时也能

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但就目前广东省文化旅游服务产品

品牌建设的情况来看，各企业对于文化旅游品牌价值的认知

度不够高，文化创意产品的发展程度不够完善。并没有充分

融入岭南地区特色文化及广府文化的内涵，文化创意产品品

种相对单一，没有形成独具特色的品牌形象及品牌意识。 

四、促进广东省文化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一）整合文化旅游资源，促进旅游区域协调发展 

面对文化旅游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局面，应积极整合广东

省各地区文化旅游资源，加强各地文化旅游资源的投入，针

对不同地区提供不同发展方案及提供不同优惠政策，以此带

动各地区文化旅游服务资源的协调发展及区域间的平衡。对

于发展不够充分的地区加强资金支持及提高宣传力度。充分

挖掘地区优势，重视偏远地区优质文化旅游服务资源的开发

利用，积极打造地方特色优势。整合全省多地优质文化资源，

同时也要加强文化资源的保护，重视合理利用及开发，将经

济增长与自然资源保护相互融合。 

（二）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龙头企业 

积极推进广东省旅游服务贸易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及部

署，全省应积极发展相关产业群，创建具有竞争优势的龙头

企业、服务标杆企业。加强对于住宿、餐饮等相关行业的监

督管理，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且加强服务人员素

质培训，提高优质服务意识。加强服务行业技能培训，开设

文化旅游服务培训课堂，增设服务人员岗前培训等课程。逐

渐强化广东省服务人才培训机制，提高服务人员自身素养。 

（三）塑造特色旅游文化品牌 

应不断深度挖掘岭南文化内涵，打造富有地方风土人情

特点的文化创意产品，并利用品牌优势效应，增加产品自身

附加值，提高文化旅游产品吸引力。注重产品品牌宣传力度，

提高产品自身吸引力。将文化宣传同产品宣传相互结合，可

以设计生动自然的故事情节，既能够体现文化特点，又能够

起到产品销售的目的。开展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积极吸

取优秀作品，增加文化创意产品的辐射力度。 

五、总结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水平稳步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广东省具有自身经济发展的独

特优势，如能把握机遇，充分认识到文化旅游服务贸易的发

展前景以及对于促进广东省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作用，必将

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因此，广东省应充分利用当地优势，积

极稳步发展文化旅游服务贸易，加强文化研究，将自身地区

优势充分发挥，进而带动整体经济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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