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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u Politics and Law News 深度观察

今年以来，国内消费逐
渐回暖。乘势而上，各地积
极捕捉消费者需求，提振文
旅消费、推动大宗消费、加快
数字消费，通过深入挖掘消
费热点，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提振文旅消费

3月18日傍晚，随着沿线
建筑、桥梁、河岸灯带同时点
亮，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亮
马河游船旅游项目开启2023
年首航。6公里的游船航线，
包含光影秀、文艺演出等娱
乐项目，成为近年来北京文
旅消费的新亮点。

随着航线复航，亮马河
沿线商业经济带也将升级。
好运桥附近的下沉广场是融
合科技与运动的体验交互
区；蓝港步道上是星空泡泡
屋带来的浪漫户外休闲空
间；朝阳公园内的贝壳剧场
上演别开生面的光影民乐舞
蹈秀。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
的落成，为首都打造水城相
融、商圈互联、文旅消费融合
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亮马河
商业经济带规划建设工作已
全面启动。”朝阳文旅集团亮
马河商业经济带建设相关负
责人谢强表示，在18公里滨
水绿道贯通的基础上，商业
经济带将形成“四大特色区
段、五大重点环节”的规划蓝
图。

如果用一个字形容当下
的深圳消费市场，那就是

“旺”。从商圈到景区，随着
各项稳增长促消费政策的接
连出台，深圳消费市场热情
不减。国旅（深圳）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创杰
对此感受颇深：“今年来，深
圳文旅市场消费持续升温，
我们每日接待的咨询量就突
破500余次。

2月6日至3月10日，我
们已经接待了2000多名赴港
澳旅游的客人。这都得益于
近期深圳对社会消费的持续
引导与促进。我们也在不断
扩充服务队伍，以应对日趋
旺盛的市场需求。”

“深圳正想方设法提振
消费信心、激发消费热点、优
化消费环境，持续增强消费
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据深圳市商务局副局长周明
武介绍，今年以来，深圳已连
续推出多项促进家电、数码

产品、汽车购置等补贴活动，
在全市主要商圈策划了各类
线上线下主题消费活动，营
造全城联动的促消费氛围。

为加快推动旅游业复
苏，山东在一季度实施景区
门票减免行动。全省收取首
道门票的景区456家，除一季
度闭园的景区外，全省132家
国有A级旅游景区全部免首
道门票，其中4A级（含）以上
旅游景区71家。“这次门票优
惠几乎涵盖了山东所有知名
重点景区，省级财政专门安
排7000万元资金奖补，是历
年来景区门票优惠力度最大
的一次，表明了山东进一步
促进旅游消费的信心决心。”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
视员王春生说。

着力提振餐饮、娱乐、旅
游等消费热点，也是天津市
促消费的重要举措。据了
解，今年天津市将重点面向
京冀游客开展踏青节、赶海
节、红色旅游节等活动，打造
多样的旅游创新体验项目。

自今年2月以来，天津港
保税区企业天津海河乳品有
限公司共接待工业旅游的企
事业单位、教育机构20余场，
接待量达1200余人次。

在天津，随着文旅市场
的复苏，市民沿着工业印记，
感受产品生产全过程的工业
旅游消费日益火爆。天津港
保税区相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经历多年工业旅游的积
累，保税区目前已形成以空
客 A320 系列飞机天津总装
线、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
航天五院等为代表的工业旅
游项目。

推动大宗消费

这两天，在山东东营经
济技术开发区东八路汽车产
业园一家4S店内，前来咨询
购车的人络绎不绝。

东营市民杜晓龙刚刚购
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告
诉记者，一辆20多万元的车，
店里给优惠了2万多元，叠加
汽车消费券又省了6000元，
加起来省了近3万元，优惠力
度还是很大的。为进一步促
进消费市场回暖，除发放汽
车消费券之外，东营经济技
术开发区还通过政府出资扶
持、企业让利促销，进一步释
放消费潜力，促进经济回稳

向好。
山东省商务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李迎春认为，汽车涉
及面广、关联度高、对上下游
产业链和就业的拉动效应十
分明显，是扩大内需的关键
领域，通过发挥汽车消费券
的乘数效应和杠杆作用，会
对推动消费复苏回升、稳定
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在
去年发放汽车消费券9.8亿
元、拉动汽车消费438亿元的
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山东将
继续发放2亿元汽车消费券，
支持消费者购买新能源乘用
车、燃油乘用车、报废旧车购
买新车，三种购车类型最高
分别发放 6000 元、5000 元、
7000元消费券。

在山东诸城市仁和五交
化家电超市，消费者周平看
中了一款对开门冰箱。“商场
活动价叠加政府消费券补贴
后售价能省1200多块钱，这
么好的机会我可得抓住。”周
平说。今年以来诸城市安排
300万元专项资金，在全市零
售、餐饮、汽车销售领域发放
惠民消费券，用于激发市场
活力，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
释放，带动家电市场销售。

“我们以打造区域消费中心
城市为抓手，实施‘消费提振
年’行动，举办‘乡约在集’等
促消费活动，线上线下消费
高度融合，推动购物、餐饮、
汽车、家居等消费扩容回补、
提质升级。”诸城市商务局局
长李彦玲介绍说。

“真没想到，高端定制商
务改装车、进口房车和平行
进口摩托车能借用直播这种
新形式火出圈，受到这么多
粉丝青睐。”看到屏幕上万人
在线的场景，东疆企业极速
熊猫（天津）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的汽车主播刘晓丽兴奋地
说。这是不久前在天津东疆
综保区举行的“炫耀东疆改
装车直播展”天津首届平行
车安心嗨购节的一幕。天津
东疆综合保税区商务局新业
态促进科科员李雪婷介绍，
此次特色车辆展出旨在践行
党建引领共同缔造理念，为
企业提供技术交流机会、挖
掘汽车消费市场潜力。嗨购
节总关注人群达到5000万次
以上，活动期间东疆企业实
现成交以及交付定金的车辆
80余辆，起到了提振汽车消

费信心的作用。

加快数字消费

得益于近年来网购平台
的快速发展，线上线下相融
合的消费新模式正成为消费
热点。为进一步发挥电商释
放消费活力、推动消费升级，
在今年春节期间，深圳联合
各大电商平台及重点品牌企
业组织开展了2023年深圳网
上年货节。据浪潮第三方大
数据统计，2022年12月30日
至2023年 1月28日，深圳整
体的网络销售额约为1017.3
亿 元 ，约 占 广 东 全 省 的
36.9%。

为方便跨境消费，近日
深圳罗湖区联合中国银行、
香港八达通集团，面向所有
来深香港人士，推出了 e-
CNY跨境消费硬钱包自助发
卡机，并推出了数字人民币

“软钱包”活动，向跨境人群
精准投放通用消费券。罗湖
区金融服务署署长黄拓表
示，数字人民币硬钱包自助
发卡机在跨境无损、合规、互
通三项原则的前提下开展，
以跨境小额支付为使用场
景，用支付互联的方式促消
费互融。

“从近期回暖的消费市
场来看，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快速发展。从消费场景来
看，情感消费、绿色消费、体
验式消费持续走俏，直播电
商等新业态蓬勃发展；从消
费品类来看，‘颜值类’商品、
户外运动类产品备受追捧，
个性化、定制化消费正成为
新风尚。

更为关键的是，线上线
下的有机融合正持续激活潜
在消费需求，并将其传导至
产业链上下游，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动
能。”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二十一世纪中国研究中心研
究员李想表示，要释放消费
潜力，一方面需要从政府侧
做好引导，营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与消费氛围，加快培育
新型消费；另一方面需要从
产业供给侧精准把握消费需
求，以更新的技术、更好的产
品、更优的服务，全面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
追求。

（杨 阳 腾 王 金 虎 周
琳 韩秉志）

把握热点释放消费潜力把握热点释放消费潜力

飞机“过水门”仪式、红
毯礼遇、政府官员迎接……
随着一系列利好政策发布，
出境游呈现明显复苏趋势，
多家旅游企业也在筹备相关
产品，发力出境游市场。

那么，哪些国家和地区
会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游
客有哪些新需求？旅游行业
又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请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专家指出，此次放开后
比较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有一
些显著的共同特点：一是距
离中国较近，交通便利；二是
气候温暖，适宜冬季出游；三
是消费水平低，旅行成本不
高；四是文化氛围独特，值得
异国游客体验。此外，还有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
对中国开放免签或落地签政
策，对中国游客持有热情欢
迎的态度。

提升品质、重视体验、满
足个性化需求成为诸多旅游
机构形成的发展共识。出境
游重启后，不少旅游机构针
对细分群体推出新的旅游产
品。如今，线上渠道越来越
受旅游行业的重视。一方

面，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在
线上进行旅游咨询，为此，旅
行社开发了许多线上咨询、
下单的渠道，方便游客按照
自己的喜好来定制旅游产
品；另一方面，旅行社也更多
地通过线上渠道进行宣传、
招揽客源。新的政策给出境
旅游行业带来了很多新机
遇，与此同时，刚刚走出低谷

的旅游行业在稳中向好的道
路上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过去三年，一些中小型
旅游企业，尤其是像旅行社
这样的一线服务企业，在疫
情期间专业人才流失。随着
出境游逐渐复苏，旅游机构
需要一定时间来召回人才，
或者是培养新的人才。

总的来说，今年出境游

相关政策出台后，泰国、柬埔
寨等东南亚国家作为旅游目
的地，正在中国游客之间流
行起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在
线上各种渠道选择适合自己
的旅游产品，旅游行业各机
构也在努力开发新产品，寻
求焕发新生之道。

（李杰 白瑜 李思佳 黄
晨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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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前，一行一行输入
代码，搭建起云计算的底层
架构，让海量数据能够有效
被提取、处理和利用……伴
随着手指敲击键盘的“啪嗒”
声，阿里云的高级技术专家
张凯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从手机App里的新闻推
送、生活中的人脸识别，到智
慧灌溉、自动驾驶、智能制
造，看得见的智慧应用背后，
是看不见的计算力在支撑。
像张凯一样的云计算工程技
术人员，就是上“云”用“数”
的护航者。

研究数据显示，我国现
有云计算相关从业人员超过
400万人。随着算力应用从
信息通信领域向科技、工业、
交通、医疗等领域加速拓展，
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正在迎
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云计算从业人员超
400万人

42岁的张凯已经工作了
17年，从毕业后从事软件研
发、企业IT开发，再到现在进
行云计算技术研究、云系统
构建，工作职责变化的背后，
是新技术的不断演进，以及
市场对云计算需求的快速提
升。

所谓云计算，是通过网
络“云”将巨大的数据计算处
理程序分解成无数个小程
序，然后通过多部服务器组
成的系统处理和分析这些小
程序，得到结果并返回给用
户。

以自动驾驶为例，车辆
的环境感知、路径规划、决策
控制都要依靠算法，消化海
量数据依靠巨量算力，如何
合理匹配好算力资源，让数
据访问、计算、存储更高效是
关键。

张凯的工作，包括研究
开发云计算产品、规划设计
云计算系统的“骨架”等，在
海量计算、存储、网络资源池
中，进行精准的算力调度和
资源分配，从而让用户宝贵
的数据资产“算得精”“用得
准”。

如今数据“算得精”“用
得准”已经在多个领域实现：
购物 App 里，智能客服“对
答”更准确自如；智能的生产
线上，机械臂挥舞翻转，按照
设定程序操作关键工序；智
慧的道路上，无人驾驶汽车
自动选择最优车道、上下匝
道，变道自动紧急避让……

“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越
来越多的行业和企业萌生出

‘上云’的需求，云计算等技
术在企业信息系统中的采纳
率逐年升高。”张凯说。

近年来，像张凯这样的
云计算行业技能型人才的需
求保持快速增长。人社部将

“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作为
新职业纳入国家职业目录。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
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副所长
栗蔚说，数据显示，我国现有
云计算相关从业人员超过
400万人，一线城市云计算人
才需求最为明显。

云计算产业快速增长

人才需求激增的背后，
是云计算正加速融入千行百
业，其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来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
云计算市场规模为 3229 亿
元，增速达54.4%；预计2022
年市场规模4390亿元，增速
为35%。

云计算的市场潜力有望
进一步释放。《关于2022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

“狠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

“加快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具
体部署，将进一步推动数字
新兴产业发展，加快企业上

“云”用“数”的步伐。

根 据
德意志银
行的分析
报 告 ，越
来越多IT
企业关闭
了 线 下
IDC（互联
网数据中
心），开始
把业务迁
到 云 上 ；
中 国 有
84%的企
业有意愿
要 上 云 ，
认为云是
企业的未
来。

“ 我
国云计算
发展已经
进入全新
发 展 周
期，企业
上云已经
进入深化
阶段，云
计算应用
已从互联
网拓展至
政务、金
融、工业、
医疗、交
通等传统
行业。”栗
蔚说，未
来几年企
业对云计算平台、服务和应
用的需求将持续提升，我国
云计算市场规模有望突破万
亿元大关，这也将为从业人
员打开更广阔的就业前景。

多层面建设完善人
才体系

随着金融、政务、工业、
医疗等行业对云计算人才的
需求与日俱增，相关从业人
员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
间。

这从云计算人才薪酬待
遇中可见一斑。根据人社部
发布的《云计算工程技术人
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
在云计算领域细分岗位月均
薪酬分布中，10000元以上成
为基本标配。云计算领域人
才月均薪酬在10000元以上
的占比高达93%，30000元以
上占比34%，反映出市场对
于云技术专业技术人才的刚
需。

据人社部数据显示，到
2025年我国云计算人才仍将
有近150万的缺口。“各行各
业上云用云深度逐步加深，
对云计算从业者的需求更加
多元化，从核心技术型人才
逐渐扩大到融合创新型人才
和实践应用型人才。”栗蔚认
为，一方面，云计算技术的迭
代创新需要高技能人才支
撑；另一方面，云计算与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融
合更加紧密，对云计算从业
者的新技术融合创新能力将
提出更高要求。

在业内人士看来，面对
当前云计算行业人才供不应
求的现状，我国亟须从多个
层面建设完善的云计算人才
体系。

栗蔚说，各高校应积极
开展云计算专业教育，面向
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专业开设云计算专业课程，
加大云计算人才输出。云服
务商可以面向职业院校以及
全社会云计算从业者等开展
云计算培训课程，加深校企
合作，培养云计算专业技术
人才。同时，完善人才评价
激励机制，加大力度建立创
新型、领军型人才评价机制。

“产业发展归根结底在
于技术和人才的储备。”张凯
说，如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技术融入到了云服务之中，
他也将抓住产业变革的机
遇，紧跟前沿技术的创新，为
各行各业“上云用数赋智”提
供坚实的算力底座。

（郭倩 杨琪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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