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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凑够1000字交上去就算了，结果是越写越激动，终于写

了很多实话，以下是我提交作业的原文。 在写作业之前，有

必要先进行下自我介绍，我是在99年的中文导游考试中通过

而获得导游资格的。在去年加试的英语口语并顺利通过，转

为一个名英语导游。在导游带团方面我具有带国内团和国外

团的双重经验。我所写的作业是品格的力量，这个题目也许

在几年前遇到的话我不会去选，但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

历的增加，以及我在带团过程中所经历的，我逐渐对这个模

糊的概念开始逐渐清晰起来。在书上和课程上所讲的东西我

并不想在这里重复，我想结合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来讲讲有关

于品格的力量这一概念。 在原来我带国内团的时候，目的很

明确，在带领这个团队游览北京的过程中获得不错的收入，

让游客能够满意而归，能在带完团之后把旅行社压我的团队

门票款顺利要回来，以上三条能做到就足够了。有些人可能

还会说一些其他的目的，当然那都是次要的，对于一个导游

员来讲，能够实现劳有所得无疑是排在第一位的。但是我发

现我无法适应带国内团的工作环境，原来我想到有许多种理

由和说法，诸如导游收入低、地位低、劳动量大等，这些都

是客观存在的，但当我真正从事了涉外团队业务的时候我才

明白，原来强迫自我转型的真正原因就是无法发挥我自己在

工作中的品格力量。我始终认为品格能够发挥真正的力量，

是建立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的，其中包括精神环境和物质环



境，我很难想象非洲的那些难民在领取救济食品时候还能做

到谦让，生存永远是人类的第一理由。用我的一点实际感触

来说明也许更好理解一点。 在带领外国游览的时候，我会对

我们积极弘扬我国的各种传统文化（不一定要以外国游客的

喜好为转移），我会拾金不昧地把客人落在我这的物品交还

给他们，我会不遗余力地去做着讲解，这并不是因为带外团

能比带内团多赚多少钱，而是外团的旅游操作环境是非常宽

松的，一个外国人来华可能有几百块甚至上千的利润，所以

旅行社就没必要在操作上暗中降低标准来换取利润，也不用

擅自安排一连串的购物点，因为行内有句话，私自降低服务

标准等于自杀，外国人虽然看来起比国内的很多游客温和，

但他们的一句NO，往往比投诉还要关键。旅行社的高利润也

给导游在工作中带来了轻松的环境，我们有着一定的带团补

助和津贴，在带团时候只需要垫付少量的门票款。无论该团

能赚多少，但我们清楚那至少不会赔钱。因此我们才有机会

能发挥我们的职业道德和品格的力量。而反观国内团的情况

，现在全国各地几乎都是一样的状况，极其微少的利润，甚

至有些地方达到付团费接团，这就导致了旅行社只能暗中降

低该团的标准，包括房、餐、车等，增加了数倍的购物点，

在这种过程中导游只能很无奈的充当一个执行者，不但要自

己缴纳高额的人头费，还要昧着良心地把团队在正规景区游

览的时间缩短，来达到购物点所要求的停留时间。我无法理

解游客做出的这样的行为还能称之为旅游，似乎他们是在交

钱之后和导游一起配合完成某种任务。往往导游还要替这种

行为背黑锅、挨投诉，而有些个别旅行社也乐于顺水推舟的

地把责任转嫁给导游。还有一个最让我不能理解的就是导游



在上团时必须要垫付该团在北京所旅游景点的全部门票款！

一个团几千块的团款在带完团半年还要不回来，这种事现在

来讲早已不新鲜了，毕竟吗，谁拿着钱愿意还回去啊，何况

导游手里拿着的只是一张没什么法律效力的欠条。现在放眼

北京导游界，哪个国内的专职导游不是在旅行社压着上万的

团款啊。头两天看到了六大景点又要门票涨价，从北京市民

的角度来讲，我举手赞成，但站导游的立场我坚决反对，并

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在垫付门票款上，如果那时候导游

再带个40人的团队，所应垫付的门票款接近两万，作为收入

也不过比这个多一些的中文导游来讲，将是无论如何都难以

承受的数字。试问中文导游在以上那么多压力下还如何能够

保持自己的品格力量，全心全意的为游客进行服务？也许有

的领导会很轻松地说，这种社你也可以不去啊，但是您要看

清楚，上面那些条已经变成北京旅行社的行规了，北京导游

万余人，你不带有的是人带。现在北京的导游考试报名门槛

非常低，媒体对导游工作也经常说成是高额收入的工作，今

年的考试又有大批的人报考，导游越多越不值钱，导游越多

越不赚钱，这已经向着恶性循环走去了。提高导游资格考试

报考的门槛看来应该是势在必行了。 当然，北京还有相当数

量的导游坚持在第一线上，他们并不是适应了这种规矩，而

是现在的环境下煎熬着，或是热爱这个行业，或是学以致用

，等待着导游行业、旅游行业能回到健康的轨道上来。现在

的旅游市场混乱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团队旅游过程中

，游客、导游甚至旅行社都是一个个被牵着走的傀儡或木偶

，被互相压低的价格和混乱的市场肆意摆布着。前一段时间

海南就出现导游聚集来呼吁有关部门能解决这方面问题的情



况，似乎报道被封锁的比较厉害，但矛盾不会因为有封锁而

解决的。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像中国足球那样到了崩盘的时

候才想起改革来就被动得多了。国家目前的主流确实是市场

经济，但那应该是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

手段在市场混乱的情况下使用还是非常必要的。例如可以制

订一个组团社出游的价格最低线，对于低于最低线价格的报

价的这种行为将被视为有暗中降低标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嫌疑，那么所有旅行社就会在最低价格线以上来比拼各自的

服务和经营手段，把旅游业从新拉回到良性竞争的轨道上来

。也许国内旅游市场会冷清一段时间，但游客这样出去旅游

一次才会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旅游，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

随团旅游的方式，而不仅仅是看上了那低廉的价格。我们已

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随着过渡期的结束，外资的旅游企

业将会大量地涌入中国，对市场造成极大的冲击，如果那时

候我们才大刀阔斧地改革就显得有点晚了。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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