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汇率调整对旅游业的直接影响及其对策
钱

（一）

汇率以两国货币之间的价值比率为基础， 随供
求变化而相应升降。 因此， 认识汇率变动原因的基
本点， 在于把握影响供求关系背后的因素。 这些因
素既有经济的，也有非经济的。 而各个因素之间又
有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 甚至相互抵制的关系。 因
此， 这使汇率变动的原因变得格外复杂。 但从根本
」来说，影响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还是货币价值和
供求关系的变动这两个方面， 两者相互影响， 并在
一定条件下互为因果。 其中， 供求关系的变动， 从
结果方面来考察表现为国际收支的变动， 而从原因
方面来考察则表现为国际贸易、 国际资本流动、 利
率、 通货膨胀等诸因素的变动。

汇率的变动大致J:有两个方向， 即升值或贬
值。 二者的作用就结果来说方向相反。汇率贬倌的
经济影响主要是：

(1) 汇率下浮影响因际收支经常项目。汇率
下浮们后，贬值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下跌， 外国
对其出口商品的需求土升， 所以出口增加。 同时，
其进口商品的货币价格上升， 这会抑制贬值国对这
些进口商品的需求， 所以其进口减少。或者贬值以
后，其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虽不下跌， 但出口所获
得的同样数噩的外汇收入现在可以换得较多的本国
货币，这样就使出口商品和出口产品制造W的利润
增加， 从而对出口起促进作用。

(2)汇率下浮影响资本项目。 一般地说， 贬
值对长期资本流动的影响较小。 因为长期资本流动
主要取决于利润和风险悄况。 不过，这并不是绝对
的。 在 一国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如果该国
货币汇率的下跌幅度大千通货膨胀的幅度， 则贬值
后新的汇率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将低于基期时
的汇率。 此时，长期投资的成本就会上升， 其盈利
即可能受到影响，从而会影响其投资决策。 另一方
面，如果其它条件不变， 则在贬值之后，由丁外国
货币的购买力相对上升，因此将存利于外国到贬值
国进行新的直接投资。

总之，汇率变动可以对一国的进出口、一、国的生
产结构、一国的收入再分配、一国的利率和货币供应
等状况， 以及一国的消费水平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旅游业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非贸易创汇的重要途径对

汇率的变动极为敏感， 所受的彩响也是多方面的。

敏

（二）

人民币法定汇率在不到一午的时间内连续两次
下调， 从押论上讲，应能吸引更多的海外客人来华
旅游消费。 当本国货币汇率向下浮动时，外国旅游
者兑换 一定数量额的该国货币（贬值国的货币）所
用的外币要比以前减少， 这就会吸引到该国的旅游
名， 因而可能增加该国的旅游收入（这当然是就汇
率变动而言。 实际上是否增加该国的旅游收入， 还
受着该国的旅游设施、 服务态度、 旅游商品价格等
影响），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只有右汇率下降
的吸引下， 增加的客人数猾和花费总值超过下降值
肘，才会成为现实， 反之， 如果客源增加所获得的
外汇收入不及汇率凋低的损失，那么旅游收入则会
减少。 由于这两次汇率变动正逢我国旅游业从低谷
有力爬坡的困难时期，原组团合同履行甘例低，通
过汇率下浮这样一个经济契机，应该说是有利千促
进旅游市场活跃起来的。但是， 我国向国外招祩旅
游客源有相当 一部分通过国外旅游商来推销旅游商
品。在实际工作中，海外旅游商不会将我国让出的
那部分汇价差直接受益千旅游者，即降低零售价 ，
从而他们的佣金比重不断扩大， 而在我国境内的费
用比單却不断缩小， 我国的旅游创汇水平随 之下
降。

两次汇率下调还使利用外资建设的旅游设施还
本付息倍增艰难，它们为此至少多支付了 40.5 ％贷
款， 这还不包括较高的利息。 另一方面，由于汇率
下调推动了进口旅游商品的价格的」涨，从而使旅
游项目成本上涨。 在当前旅游消费供大于求和客沥
市场疲软的悄况下， 各单位不可能随汇率下调而相
应提高各旅游项目的价格， 相反，价格继续呈下滑
趋势，各旅游项目经营单位特别是宾馆，普遍陷入

“维持水平 ” 和 “降低效益” 这一对矛盾困惑之
中。

汇率调整是国家的重大金融决策，它对我国对
外经济总体影响是积极的， 对我国旅游经济影响也
并非全是弊端。 例如， 它具有促进国内旅游商品发
展， 特别是轻工产品和各宾馆设施所需材料用品的
开发， 吸引更多旅游外资项目等。 在世界各国的旅
游发展过程中， 不乏有利用汇率下调时机，得到长
足发展的成功之举。 也有的国家有意识建立 “旅游
汇率＇＇ ，通常低于官方汇率，这是为进一 步扩大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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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方面的外汇收入， 特别是用以吸引西方旅游者，
其主要政策意图在千推动旅游跃上一个新台阶。 因
此，我们必须制订切实可行的措施，消除汇率下调
对我国旅游业的某些副作用， 促进我国旅游业进一

步发展。

（三）

在深入进行多因素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并进行
跨部门协调，我认为，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 汇率下调时使得消费者直接受益，要促进
旅游消费。 旅游是 一种国际现象，旅游价格是否正
确合理，对旅游客源多少有重要的影响。 由千我国
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建国以来，一直实行低收入、
低消费、 政府采取一定补贴的政策。 加上目前我国

国内旅游设施条件较差，旅游服务水平较低，因而
国内旅游的价格应当相应地低一些。但是，由千一

些经济发达国家实行高收入、 高消费的政策，外国
人的工资水平与我国有相当差距，对外国人在我国
的旅游消费不可能也不应当象我国政府对国内人民
群众采取物价补贴那样给予补贴，因而国际旅游的
价格应当高于国内旅游价格。应当参考国际旅游市
场价格，按质论价，合理收费。

一般来讲，旅游价格低就能够多销，销售数蜇
扩大，有利千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有 利 于 创
汇，有利于国家旅游事业的发展，反之，在旅游价
格上采取厚利高价的错误做法，旅游企业虽然在短

期内获得较大的利润，但往往会导致客源减少、市
场缩小、 甚至滞销，旅游企业无法进一步发展。

汇率下调后，我国旅游价格水平要适应海外旅
游者消费心理程度。要使海外旅游者真正得到汇价
差的实惠。 可以建立以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 中国
旅行社总社、中国青年旅行社总社为主体的包括驻
外使馆、驻外商务机构在内的公关体系 ，利用一切
手段在海外广泛宣传汇率下调对旅游者到我国来旅
行的实惠，以推动旅游者消费，使他们产生购买旅
游消费品的意愿。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能够在广告宣
传上做得非常出色，而且还应有一个强有力的推销
网，有一批精于推销旅游商品的推销员， 通过他们
的 “动员 ” 、 “劝说“ ，使更多的消费 者前来购
买。以达到多创外汇的目的。

2. 汇率下调时要及时调整对外报价。汇率下
浮后，外国旅游商品需求不会马上增加，从而一国
的出口显不会马上扩大。这样在贬值的初期，一国
出口收入反而可能减少，但同时，旅游商品昼却不

会马上减少。因为进口合同早巳签订？贬值的初

期， 一国的贸易收支悄品不但很难立刻改善，而且
可能会趋于恶化，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贬值国贸
易收支才会好转。这一现象的存在就要求旅游业对
外报价，仅可能在调整汇率基础上，尽快由一类旅

行社提出方案，征得国家物价管理部门批准后，同
时由二类旅行社参考执行，缩短汇率贬值的 “ J曲
线效应” 。

3. 汇率下调时要建立比较科学的核算统计体
系，加强企业效益分析。 目前，我国企业生产的产
品都是作为商品进行生产和销售的，而旅游企业的
无形产品和服务劳动也是作为商品销售的。这些商
品中所凝结的劳动时间，如果等于或低于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旅游企业不仅可以用销售商品的收入抵
偿各项费用的支出，还可获取盈利，为国家积累资
金，用于扩大经营规模，发展旅游业，更好地满足
人们对旅行游览的需要。反之，如果旅游企业消耗
的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超过部分社会
不予承认， 商品销售的收入抵偿各项费用支出后，
只能获得较少的盈利，甚至发生亏损。因此，按照
价值规律的要求，在旅游业经营过程中，采取有效
措施减少劳动消耗，使之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就需要实行经济核算。

实行经济核算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各种核算和
经济活动分析，把经营活动的各个侧面及时准确地
反映出来， 要求尽置减少人力、物力、 财 力 的 消

耗，取得较大的经济效果。 例如， 旅游企业接待旅

游者的人数多少、服务质昼高低、劳动效率、 客
房、 设备利用率的高低等，但最终要归结为盈利水
平的考核。汇率下浮客观上对旅游企业所获得的同
样数量的外汇收入可以换得较多的人民币，使企业
人民币收入虚假上涨现象产生。因此，在核算统计
指标上，可按汇率原始价作为不变价进行统计分
析， 以使旅游行业经营状况更为清晰地得到反映，
以利于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4. 汇率下调时要适当考虑新建旅游设施的还
款能力。旅游业是饮食业、旅馆业、交通业、导游
业和商业服务业以及城市建设等交织融合的系统工
程。由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旅游设施远远
落后于发达国家。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
家动用了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旅游事业的
开发，仅祖国的东大门福建为发展旅游 业巳投资
1、 2亿美元，着手兴建福州、厦门、 泉州、武夷

山四个旅游区。此外，上海、 江苏、浙江正在联合
起来，开辟沪、杭、苏、锡国际旅游区和以上海、

杭，州为轴从东至绍兴、宁波、酱陀山、 南至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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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雁荡山，西通于岛胡、天目山、黄山的若干条旅游
新线。 这样一些规模浩大的工程中， 其中相当部分
巳竣工落成， 并且相当部分资令是国际金融机构信
贷或国家委托外汇贷款，大煜设施面临还款高峰。

由千国家汇率下浮受经济规律的制约， 客观＿1一

使企业承受过重负担， 国家应当在有关部门配合
下， 平衡财政、信贷等关系， 有政策＿卜给予适当的
照顾， 如降低高利率水平，延长还贷期。

5. 汇率下浮时要相应币估固定资 产 帐 面 价
值。 固定资产折旧是生产资料价值的转移和补住。
这种补偿能否保证更新需要，不仅取决于折旧幸的
高低， 同时取决千固定资产的帐面价值是乔符合实
际。 现在，企业固定资产的帐面价值（指原值， 下
同）与实际价值背离的情况相当普遍， 有高有低。
旅游设施作为构成旅游、、LK固定资产的玉要部分， 它
包括旅游区点、 园林公园、旅游饭店建筑及其内部
的设备、 生产一般旅游产品的T厂厂房及其机器设
备、 生产工具、 各种交通运输工具、 房屋、 仓库及
各种实物宵守。

要使得实际价值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帐面价值相
符， 必须承估固定资产帐面价值。 从1989年年底国
家公布人民币汇率由原3.70元／美元调整为4.70元／
美元起， 至今， 人民币汇率下浮了40.5%， 即利用

外资贷款的项目还款要比原来多支用人民币
40.5% 。 仅仅是汇率大幅度浮动这一缘故， 也应当
相应调整固定资产原伯。 国际会计准则16号规定：
“企业的固定资产可按历史成本记帐， 也可以按重

估价值记帐。”(j)固定资产更新并不晃简单的设各复
制还原， 而应该采用新抄术、 新设备，所以更新本
身就包含着扩大再生产的因素。 当然， 这种生产能
力的扩大，不是由新投资生产的， “而是由从固定
资本的本体分出来，以货币形式和它分离的价值再
转化为追加的或效率更大的同一种固定咨产而引起
的“ @。

如果固定资产的帐而原值偏低，而计提折旧又
是以帐面原值为基础， 因而所提折旧往往不符拓置
然要， 即使折旧率提高了， 也不能解决设备更新和
房屋重建的需要， 如此持续下去， 将会造成很大的
欠帐， 不利千旅游行业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汇率的浮动要符合客观经济规律。
汇率的下浮对旅游韦业的发展利多弊少， 关键在千
及时采取相应对策，利用经济规律来为牛产服务，
为创汇服务。

汜Q)参见《会计研究〉〉 1983年第 5 期， 第60
页。

＠参见（（资本论〉〉第三卷第192 页。

（上接第34页）营单位职工间也没有适当拉开差距， 甚至由于平均发放的补贴、津贴等越来越

多 ，在货币工资中所占的比重提高，货币工资越来越平均了 ，也加剧了平均 分配这种分配不公。
究竟怎样解决经济分配不公的问题呢？笔者认为， 坚待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坚

持公平与效益的辩证统一这两条， 是带根本性、 关键性的。

第一， 坚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问题。 解决经济分配

不公的问题， 决不是要改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实行多种分配形式的政策， 改变实行多种所
有制形式并存的政策， 也不是要抛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人们共同富裕的政策， 而是要
坚持保护合法收入； 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这三条。 只有坚持了这三条， 就是 坚持了
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向。

第二， 我们的目标是公平和效率的辩证统 一。 这是解决经济分配不公的指导思想。 经济
效率和社会公平是双重关系： 一方面，经济效率是根源性的， 公平是由它派生的。社会主义条
件不公平状态的形成、 发展依赖于经济效率的发展状况。 另 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社会公平
对经济效率又起主导作用，它反过来决定经济效率的发展速度乃至发展方向。 改革前，我们注
意效率不够， 片面追求公平， 致使平均主义倾向日益加剧， 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既损害
了效率，又 一定程度上曲解了公平。改革以来，由于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实行以公有制为主
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 以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形式并存， 并在守法经营、勤劳致
富的前提下， 鼓励一部分劳动者先富起来， 这就 坚待了改革和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有

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经济效率的提高。 总之，公平和效率

的辩证统一，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通过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才能逐步得到实现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