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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8_B8_E9_98_9F_E4_c34_450118.htm 一、国内关于导游人

员的研究进展 国内有关于导游现状的研究很多。针对目前导

游违规操作严重等现象，有关专家提倡加强导游人员的道德

建设和管理法规建设，但他们并没有考虑到导游人员的物质

需求，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有学者从我国导游的

人力资源状况出发，分析了新时期旅游业对导游人员的素质

要求，对导游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探讨。更多

的是从旅行社的管理制度上出发，把改进导游人员的招聘、

激励、绩效考核制度，建立合理的导游人员职业机制作为导

游队伍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以上的研究分别从各个侧面讲

述了导游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但这些观点主要集

中在某一层面，并未提出一套系统化的管理措施。 二、广东

导游队伍现状 导游队伍现状包括人数规模，类别构成，学历

年龄结构、就业情况等方面的内容。笔者在调查有关导游管

理部门的基础上，获得了相关数据，分析如下。 1、导游队

伍的规模及结构层次 以2006年广东省导游人员资格考试为例

，全省有1.5万多人参加报名，其中4433人通过考试，成功获

得导游资格证。截止2006年12月，全省持有导游资格证的

共21533人，占全国总数不到10%。 导游队伍基本上由初级导

游员组成，只有极少数的中高级导游员，而特级导游员为零

。 从我国导游队伍的学历结构分析，本科以上的高学历人才

仅占19%，外语类导游的学历情况要比中文导游稍高，但大

专以下学历仍占52%。广东的导游队伍的学的语种比例和年



龄结构又有什么特点呢？笔者以广州为例，调查了广州市主

要的两家导游管理公司：南星和翔旅两家导游服务公司，这

两家公司现有挂名导游人员共计4566人，约占全省导游人数

的21.2%，其统计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对调查结果的

整理分析可见，导游队伍语种结构单一，英语、日语、法语

等外语类导游和泰语、越南语、老挝语等小语种导游十分缺

乏。年龄结构趋向年轻化，20-29岁之间的导游人员约占70%

，其中大专院校的在读学生占很大的比例；学历水平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大专以上学历占67%。 2、导游人员的从业情况 

椐了解，目前在旅行社聘用的导游当中，以兼职导游人员为

主，专职导游的比例越来越少。另外，导游人才的流失情况

严重，根据2003年国家旅游局人教司全国旅行社人力资源调

查，至2002年8月底，在持证导游中，有65471人已经不再从事

导游工作，占全体导游的33.2%。其中，资格导游的流失率

为45.3%，初级导游为6.4%，中级导游为14.6%，高级导

游10.1%，特级导游为37% 。广东作为全国经贸最为发达的地

区之一，企业人员的流动频繁。导游人员通常都具有良好的

语言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往往会成为各企业的招聘对

象，导游人才的流出空间更为广阔，广东的导游人才流失情

况也不容乐观。 三、广东导游队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

、总体规模与广东旅游业的发展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广东

省2006年的旅游总收入约占全国的1/4，是全国的旅游大省。

但广东现有导游从业人员21533人，仅占全国10%。中级导游

员、外语导游员尤其缺乏。虽然每年的导游资格考试都为导

游队伍输入大量的人才，但每年都有一批导游不再从事导游

工作，使导游队伍规模难以得到扩展。广东省导游队伍无论



从规模上还是整体构成上，都与广东旅游大省的地位不相衬

。 2、语种、年龄、级别等层次结构分布不均 外语类导游供

不应求。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国际贸易的发展迅速。在为

我国旅行社带来大量国外游客的同时也引入强大的竞争对手

国际旅行社，外语类导游紧缺已经成为我国旅行社争取国外

游客和参加国际竞争的重要制约因素。与国内游客相比，国

外游客对导游往往有更高的要求。外语导游除了要具备良好

的外语沟通能力外，还要有良好业务知识和服务意识，即较

高的文化素养。而我省导游队伍的学历构成以高中、中专要

占上大多数，要从现有的导游从业人员中选出培养对象的确

不容易。因此在短时间内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外语导游是不大

可能的，要建立起一支多语种的导游队伍仍需经过长时间的

努力。 导游人员年轻化趋势明显。每年的导游资格考试都有

很多大中专院校的在校学生参加。原因是导游工作对经验的

要求不是太高；导游资格考试更注重考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

，这对在读的学生来说就更有优势；导游工作既新奇又有趣

，不用花钱就可游历四方，既可增长见闻，又可结交朋友，

满足了年青人求新猎奇的心理。导游工作不仅对知识要求高

，体力消耗也大，年青人在这一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导

游年龄年轻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导游工作的操作性

强，除了对体力有较高要求外，更需要从业者有丰富的人生

阅历、老练的为人处世技巧，专业的业务知识和良好的思想

道德素养，上述这些问题年青人往往欠缺。导游人员年轻化

容易引起人才流失，很多选择做导游的只是出于一时兴趣，

或存在短期利益思想，真正做起来，却发现与想象中大相径

庭，做不到几年就转行。此外，导游的职业前景也不太广阔



，晋升空间小，年青的导游人员宁愿导游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的行业中发展。 导游队伍等级结构不合理。广东省导游队伍

中，初级导游员就占了98%，中高级导游数量还达不到全国

的平均水平。除一些大社外，旅行社对导游的培训工作也没

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很少组织导游人员参加职业培训。另外

，各等级导游的年龄断层大，初级导游的平均年龄为25岁，

中级导游为36岁，高级导游为45岁。一方面是中高级导游人

员年龄的逐渐老化和流失，一方面是难于从缺少经验初级资

格导游中得到补充，级别提升也是困难重重，导游队伍整体

素质难以提高。 3、兼职导游逐渐成为主力，缺乏一支稳定

的专职导游队伍 接待游客人数随旅游的淡季和旺季波动较大

，对导游的需求也呈季节性变化。兼职导游能随时适应市场

需求的变化，是导游队伍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过，兼职

导游难以为旅行社提供稳定的服务，旅行社对他们的约束力

有限，与正式员工相比较，他们在接待工作中很少会考虑维

护企业声誉的问题，违规操作现象屡禁不止。另外，对兼职

导游的培训工作更是无从开展，一方面是兼职导游只在旺季

才参与导游工作，毕竟不是靠导游工作来吃饭，大多都太不

愿意参加业余的导游职业培训。另外，对旅行社而言，兼职

导游的流动性大，为兼职导游提供职业培训，而他们往往同

时服务于别的旅行社，增加了培训成本，许多旅行社不一定

愿意。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旅行企业更加需要的是一支高

素质的专职导游队伍，与兼职导游相比，专职导游员更会维

护企业的效益，他们更会为企业拉拢顾客，由于长期从事导

游工作，他们的业务素质也比较高，能保持良好的服务质量

。而且组织他们进行培训也比较容易。旅行社也更愿意花钱



去培训专职导游，使他们成为旅行社接待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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