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19, 9(2), 152-165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19.92030  

文章引用: 李践尧, 吕咏诗, 袁新宇. 研究型大学本科生专业选择动机与影响因素研究[J]. 教育进展, 2019, 9(2): 152-165. 
DOI: 10.12677/ae.2019.92030 

 
 

Motivation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Analysis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 Selection 
in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A Case of Major in Hospitality & Tourism Management 

Jianyao Li1*, Yongshi Lv2, Xinyu Yuan1 
1Hilton Schoo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Sichuan Touris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2Sun Yat-sen Business Schoo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Mar. 4th, 2019; accepted: Mar. 18th, 2019; published: Mar. 25th, 2019 

 
 

 
Abstract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is facing a serious challenge of high turnover rate while in its rapid de-
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low retention rate of graduates with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from uni-
versitie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choice motivation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tourism and hotel management,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tudents’ choice 
behavior and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in order to design a suitable talent development pla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ow retention rate of graduates and decline professional status in the industry.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of 169 students’ motivations in choosing HTM major 
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throug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 eight motivators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ho selected HTM as their major. Moreover, 
T-test and One-way ANOVA methods are used in the test of the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demo-
graphic variables. At the end of this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ight major motivations are 
summarized and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based on the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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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旅游酒店行业的快速发展所面临人员流失严重问题，特别是高校旅游酒店专业毕业生的行业就业率

偏低。了解该专业本科学生的专业选择动机，探究学生选择专业时的影响因素、影响程度，从“选才”

环节入手，对于该专业招到适合的学生并制定科学的培养计划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解决旅游酒店管

理专业人才流失，行业就业率偏低及专业地位下降的问题也起到重要作用。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

学生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8项主要动机。同时，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一元方差检验分析比较了各主

要动机在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的差异性。最后概括出八项主要动机的特点，并进一步从四方面就如何

吸引，培养更多人才以及如何挽留优秀人才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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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中国国内及入境旅游人数超过 52.7 次，实现旅游业总收入 5.4 万亿元人民币，旅游对社会

国民经济总贡献超过 11%，旅游直接就业人口达 2825 万[1]。旅游产业的高速发展大力推动着中国酒店

业的迅猛扩张，对人才的需求远远高于其他行业。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开设旅游专业的院校数达到 1690
所，有 608 所高校开设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其中的 222 所高校单独设置了酒店管理本科专业[2]。 

虽然我国高校招收了大量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包括人才培养模式的混杂，

人才培养标准的不统一，特别是旅游酒店专业毕业生大量流失的现象。因此，如何吸引，培养和留住专

业人才成为当前很多高等院校及业界共同关注的重点。只有了解学生为什么选择旅游酒店管理这个专业，

才能通过改革培养机制，满足学生期望，真正做到培养行业需要的优秀人才。 
鉴于此，本文试图了解我国高等院校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本科学生的专业选择动机，探究学生选择专

业时的影响因素、影响程度，了解他们对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期望，从“选才”环节入手，对于专业招

到适合的学生并制定科学的培养计划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解决旅游酒店管理专业人才流失及专业地

位下降的问题也起到重要作用。 

2. 文献回顾 

学界对于高等教育中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研究成果数量与该专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是相吻合的。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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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发展在 70~80 年代达到顶峰，并在 90 年代开始有明显减少，而同期相对应的有

关旅游教育的研究也有所减少，在我国，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快速发展主要从 90 年代后期开始持续了将

近 10 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也是旅游教育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快速递增的时期，这也被汪德根等对《旅游学

刊》创刊 30 年来收录论文总结出的中国旅游研究特点与趋势相吻合[3]。 
我国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在经历了快速发展期后出现了学科发展的问题与瓶颈，保继刚和朱峰的研究

发现国内大学培养体系与业界对该专业毕业生能力的要求脱节，难以满足业界对人才的需求[4]。汪德根

等的研究发现国内学者在旅游酒店教育领域的研究普遍集中于教学与课程体系，教学评估与比较，人才

培养与员工培训，而这些研究都较偏向于研究教育本身，如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等，对于

教育的受体–学生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该专业学生专业选择影响因素和动机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3]。 

2.1. 专业选择动机研究 

2.1.1. 国外关于大学生专业选择动机的研究 
国外尤其是美国对大学生选择专业的研究起步较早，涉及面宽，视角广，研究也较为细致和深入，

特别是在专业(主修)选择的影响因素和群体差异方面[5]。不少国外学者用经济学角度分析人类行为。他

们注意到大学生在他们的教育选择中受到预期的教育投资回报率的影响[6]。有学者从风险规避的角度出

发，研究学生的专业选择动机。Rochat 和 Demeulemeester 发现学生面临的风险是影响专业选择的重要因

素。在他们看来，个人选择大学和专业至少面对两类风险：1) 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可能性(简称“学业竞

争风险”)；2) 学生毕业后获得较高市场回报的可能性(简称“就业竞争风险”)。对于一个回避风险的学

生来说，通过选择低风险的专业也许不失为“明智之举”[7]。 
除了学生对专业的认知、预期等因素会影响学生择业动机外，还有一些因素会对学生的选择有调节

作用。如学生的性别、种族、家庭背景等。Juaneda 等对西班牙旅游专业学生的研究发现，就业前景是学

生选择旅游专业的主要影响因素，学业表现，性别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8]。O’Mahony
对澳大利亚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选择该专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学生对行业的认知和兴趣、家庭

与周围相关人群的态度都是影响学生选择此专业的重要因素[9]。 
尽管国外对学生专业选择动机的研究深入且细致，研究的因素及角度也多元化，但由于我国高等教

育体制的特殊性，使我国学生选择专业的动机绝不可能与国外的相同，但国外的研究还是能为本文提供

思考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从而引导本研究更深入准确地测量出影响我国学生，具体来说是旅游酒店管理

专业本科生的专业选择动机。 

2.1.2. 我国关于高等教育专业选择动机的研究 
近年来，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普及，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大学生的心理状况、学习状况，以大学生

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对专业选择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现阶段对专业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

大主题：1) 学生选择专业的权利的研究；2) 学生选择专业的群体差异；3) 学生选择专业的满意度；4) 不
同专业高等教育如何适应学生的“择业”要求；5)学生专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动机研究[10]-[16]。 

刘浩，殷畅的调查发现 95 后的大学生在专业选择上有跟风行为，对所选择的专业缺乏认识，他们同

时还发现，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更多的选择工商类专业，而在选择理工类技术性较强的专业学生中，家

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学生居多[17]。樊明成的研究发现在 11 个影响学生选择专业的因素中，自己的兴

趣、工作机会、职业生涯发展潜力这 3 个因素对学生专业选择的影响非常大[18]。而余芳对研究型大学学

生自由选择专业的研究发现有近 60%的受访者表示选择专业的原因并非因为个人兴趣爱好[19]。 
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对学生专业选择的影响因素虽然有一定的研究，但具体到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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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研究却比较少见。陈阁芝和韩一衍发现酒店管理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受学生与专业契合度，社会对

专业的评价所影响[13]。郭英芝等在 2004 年对海峡两岸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学生专业选择动机做了比较研

究并发现就业机会，行业吸引力和易于学习是两岸学生选择该专业的普遍动机[20]。郭英芝的另一项对国

内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研究生的专业选择动机研究则发现，较好的职位和较快的提升机会是排名领先的

专业选择影响因素[21]。 
综上所述，学生专业选择受很多内、外在因素的影响，但迄今为止国内外文献都没有对于以“应用

型”为特点的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在研究型大学本科学生的专业选择是否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研究，特别

是这些因素对于此类学生专业选择行为的影响力是否与学者已有研究的发现相类似更是一个有趣并具有

很强实践意义的研究。 

3. 研究设计 

3.1. 测量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对高等院校本科生的调查，收集相关的数据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在

国内外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参考 Kim 等人的动机量表[22]，考虑中国教育制度的特殊性及中国学生重视

家人意见、学校名气等因素，遴选出本科生共 30 项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动机作为问卷调研范围。 

3.2. 研究抽样与实施 

本研究选择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和管理学院相关专业学生进行调研。作为研究型高水平大学的中山大

学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在全国所有大学旅游管理专业中排名一直稳居前列，同时，中山大学也是中国旅游

名校联盟“T10”成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代表性。 
本研究通过实地问卷调研与网络问卷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向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和管理学院旅游酒店

管理专业学生发放 240 份问卷，共回收问卷 200 份，回收率 83.33%，其中有效问卷 169 份，问卷有效率

84.5%。 

3.3. 统计方法 

对本研究使用 SPSS 17.0 软件对回收的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内容主要包括：1) 通过描述

性统计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了解人口统计变量基本情况及量表各项得分均值和标准差；2) 利用信度

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对问卷整体信度进行评估；3) 从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中提

取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本科生专业选择动机主成份因子；4) 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和一元方差检验

(One-Way ANOVA)比较评价各主成分因子在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的差异性。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基本信息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次调查的目标对象是中山大学旅游酒店管理相关专业本科生，根据收回

的问卷，统计得出在学院、性别、年级、生源地、职业发展意愿、家庭人均月收入共 5 个项目的人数和

百分比，如表 1 所示。 
从样本特征统计可以总结出就读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本科生的一些基本特点。1) 从性别上看，以女生

为主，占有约 74.6%的比例；2) 年级分布整体来说较为均匀，从而保证了问卷有效性；3) 从生源地上看，

以城市居多，约 49.1%，农村生源最少，约 20.7%；4) 超过一半的被调查学生把毕业后就业为第一选择，

5) 学生来源的家庭人均月收入 3000 或以下的占将近 7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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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ampl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样本人口特征描述性统计 

项别 类别 人数 有效百分比(%) 总数 

性别 
男 43 25.4  

169 
女 126 74.6 

年级 

大一 49 29.0 

169 
大二 46 27.2 

大三 48 28.4 

大四 26 15.4 

生源地 

农村 35 20.7 

169 城镇 51 30.2 

城市 83 49.1 

职业发展意愿 

出国升学/工作 45 26.6 

169 
国内升学 27 16.0 

创业 1 0.6 

就业 96 56.8 

家庭人均月收入 

1000 元及以下 41 24.3 

169 

1001~3000 元 77 45.6 

3001~5000 元 33 19.5 

5001~7000 元 8 4.7 

7001~9000 元 6 3.6 

9001 元及以上 4 2.4 

4.2. 各测量项目均值和标准差 

对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本科生专业选择动机因素共 30 个测量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平均值和

标准差。其中，得分最高的选项是“学校的综合实力或知名度”均值为 4.12。其余得分高于 3 的选项共

有 11 项：“选择专业时是根据自己的兴趣(3.8)”、“选择专业时是根据自己的学术能力(3.4)”、“性格

适合就读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或从事旅游酒店管理工作(3.29)”、“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我更有学习/工作优势

(3.04)”、“家人对我就读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理解和支持的(3.41)”、“选择该专业是因为这有利于进

入理想的大学(3.31)”、“选择该专业受到我的高考分数落点影响(3.59)”、“选择该专业是因为我所选

择的学校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排名靠前(3.18)”、“选择该专业是因为旅游/酒店行业就业前景良好(3.21)”、

“选择该专业是因为旅游/酒店行业职业发展潜力大(3.33)”以及“选择专业时，我曾考虑社会对旅游酒店

管理专业的看法和认可度(3.31)”。 

4.3. 正信度分析 

本文采用 Cronbach α系数来测定本问卷的信度。检验结果(表 2)表明，整个研究变量的内部一致性和

稳定性较好，可靠程度较高，说明研究变量的相应度量指标之间具有较强相关性，即本问卷具有良好的

信度。 

https://doi.org/10.12677/ae.2019.92030


李践尧 等 
 

 

DOI: 10.12677/ae.2019.92030 157 教育进展 
 

Table 2. Reliability test of the questionnaire and its measuring indicators 
表 2. 问卷整体及其测量指标的信度检验 

项目 Cronbach α 判别 

问卷整体信度 0.864 非常好 

李克特 5 分量表信度 0.904 非常好 

4.4. 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本科生专业选择动机因子分析 

4.4.1. KMO 和 Bartlett’s 检验 
本研究中量表 KMO 值为 0.864 (表 3)，大于 0.8，根据 Kaiser 的观点表示很好，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此外，本量表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其值为 2087.745，自由度 435，达到 0.05 显著性水平，代表总体的相

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Table 3. KMO and Bartlett test 
表 3. KMO 和 Bartlett 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0.864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2087.745 

 df 435 

 Sig. .000 

4.4.2. 主成份因子提取 
本文对 30 个测量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学生专业选择动机的选项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N = 169)，以主成

份因子分析方法提取因子，得到 8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以 Varimax 法对因子矩阵进行正交旋转，得

到旋转后的因子矩阵(附表 A1)。有四个选项因子载荷小于 0.5，因此在本研究中予以剔除。提取的 8 个主

因子，累计可解释变异量达 63.915%，这表示因素分析的结果能较好地代表原是变量，我们将其归纳为(F1)
行业发展前景，(F2)家人支持，(F3)学习成本，(F4)自身优势，(F5)他人理解与认同，(F6)社会支持，(F7)
分数影响，及(F8)学校名气。各因子载荷值及因子命名见附表 A2。综上，八项主成份因子(公因子)按各

自特征值加权相加即为综合得分 E，由 E 值的大小可以反映某同学选择旅游/酒店管理动机(M):M = 
8.874F1 + 2.106F2 + 1.715F3 + 1.483F4 + 1.459F5 + 1.280F6 + 1.168F7 + 1.089F8。 

4.4.3. 各主成份因子在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的差异结果 
本文以性别、生源地、学生未来发展意愿和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为自变量，专业选择动机类型(公因子)

为因变量，对不同组别的选择动机类型分别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和一元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以考察个人变量对动机类型的影响。 

1) 性别对学生专业选择动机的差异检验 
表 4 结果显示，学生性别“学习成本”和“社会支持”两项动机中存在明显差异，其余四项动机不

存在显著性差异。男生在这两项动机中均呈现出更高的均值，这表明，男生在考虑是否选择旅游/酒店管

理专业的时候更多考虑学习时能否获得更多资助或花费更少成本。而政策、社会的认可对于男生来说更

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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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Gender difference T-test on students’ choice motivation 
表 4. 性别对学生专业选择动机的差异检验 

 

男(n = 43) 女(n = 126) 
t 值 p 值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F1：行业发展前景 2.94 0.67 2.82 0.7 0.964 0.337 

F2：家人支持 2.77 0.72 2.77 0.87 −0.004 0.997 

F3：学习成本 2.34 0.75 2.07 0.7 2.113 0.036 

F4：自身优势 2.94 0.66 3.01 0.8 −0.558 0.578 

F5：他人理解与认同 2.85 0.71 2.68 0.82 1.181 0.239 

F6：社会支持 3.21 0.72 2.87 0.8 2.502 0.013 

F7：分数影响 3.34 0.9 3.48 0.81 −0.995 0.321 

F8：学校名气 4.02 0.64 4.15 0.62 −1.156 0.249 

 
2) 生源地对学生专业选择动机的差异检验 
表 5 结果显示，相对于农村学生，城市及城镇的学生在选择专业时较为参考家人的意见，而家人对

学生选择此专业有更高的认同与支持。这表明，由于城市、城镇经济相对发达，服务业发展也较为迅速，

城市人对旅游业的发展相对于农村人更有深刻的体会与长远的眼光，因此当子女选择此专业时，城市的

家长们会给予更多的支持与肯定。 
 

Table 5. Geographic difference T-test on students’ choice motivation 
表 5. 生源地对学生专业选择动机的差异检验 

 农村(n = 35) 城镇(n = 51) 城市(n = 83) 总平均值(n = 169) F 值 p 值 

F1：行业发展前景 2.85 2.77 2.90 2.85 0.556 0.574 

F2：家人支持 2.45 2.71 2.95 2.77 4.976 0.008 

F3：学习成本 2.13 2.19 2.11 2.14 0.160 0.852 

F4：自身优势 2.85 2.88 3.12 2.99 2.449 0.089 

F5：他人理解与认同 2.69 2.81 2.69 2.72 0.450 0.638 

F6：社会支持 2.93 2.93 2.98 2.95 0.070 0.933 

F7：分数影响 3.41 3.36 3.51 3.45 0.534 0.588 

F8：学校名气 4.09 3.96 4.23 4.12 2.983 0.056 

 
3) 职业生涯发展对学生专业选择动机的差异检验 
如表 6 结果显示，无论是选择毕业后出国升学/工作、国内升学、创业还是就业的学生，在专业选择

动机时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一方面，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未来发展平台较宽；另一

方面，学生在选择专业前对自己未来职业发展的考虑较少，更多学生是在入学后才明确自己的未来发展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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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Career plan difference T-test on students’ choice motivation 
表 6. 职业生涯发展对学生专业选择动机的差异检验 

 出国升学/工作 
(n = 45) 

国内升学 
(n = 27) 创业(n = 1) 就业(n = 96) F 值 p 值 

F1：行业发展前景 2.88 2.74 3.00 2.88 0.311 0.818 

F2：家人支持 2.98 2.49 3.00 2.75 2.092 0.103 

F3：学习成本 2.06 2.19 2.50 2.16 0.350 0.789 

F4：自身优势 3.16 2.89 3.00 2.95 0.961 0.413 

F5：他人理解与认同 2.70 2.70 2.00 2.75 0.324 0.808 

F6：社会支持 3.01 3.00 2.00 2.92 0.642 0.589 

F7：分数影响 3.44 3.33 4.50 3.47 0.713 0.546 

F8：学校名气 4.18 4.26 3.00 4.06 1.948 0.124 

 
4) 家庭经济状况对学生专业选择动机的差异检验 
One-Way ANOVA 分析表明(表 7)，家人支持、学习成本和他人理解与认同三项动机在不同家庭经济

状况学生中显示出明显的差异。统计显示，中等偏上收入家庭的学生在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时能得到

更多家人的支持。一方面由于高收入的人群往往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因此对国家未来发展前景看得更

为透彻，对于接待服务业的发展也能更理性看待，因此更趋向鼓励子女选择此专业。另一方面，低收入

家庭和高收入家庭更希望自己子女从事更高收入的行业，因此对旅游/酒店行业并不抱有好感，支持度较

低。而在学习成本方面，虽然不同经济状况的学生均表示能否获取奖学金并不会影响其是否选择旅游/酒
店管理专业，但就表中数据显示，中等偏低收入的学生相对于低收入家庭或中高收入家庭在选择专业时

更加看重高中老师、同学、朋友们的意见和认可。 
 
Table 7. Family income difference T-test on students’ choice motivation 
表 7. 家庭经济状况对学生专业选择动机的差异检验 

 
1000 元 
及以下 
(n=41) 

1001~3000 
元(n = 77) 

3001~5000 
元(n = 33) 

5001~7000
元(n = 8) 

7001~9000
元(n = 6) 

9001 元 
及以上 
(n = 4) 

F 值 p 值 

F1：行业发展前景 2.69 2.93 2.90 2.93 3.10 2.23 1.528 0.184 

F2：家人支持 2.49 2.77 3.08 2.97 3.42 1.88 3.912 0.002 

F3：学习成本 1.96 2.25 2.21 2.38 1.50 1.63 2.588 0.028 

F4：自身优势 2.77 3.06 3.18 2.92 2.56 3.17 1.717 0.133 

F5：他人理解与认同 2.43 2.88 2.89 2.63 2.25 2.38 2.736 0.021 

F6：社会支持 2.80 2.93 3.23 3.25 2.50 2.75 1.810 0.114 

F7：分数影响 3.44 3.45 3.39 3.50 3.58 3.50 0.068 0.997 

F8：学校名气 4.00 4.19 4.00 4.13 4.50 4.25 1.254 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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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提取主成分的研究方法对 169 位同学的选择动机进行调研，并利用一元方差检验分析动机

公因子在不同人口统计变量中的差异性。通过本文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中山大学旅游/酒店管理相关专业

本科生的 8 个主要选择动机因子分别是“行业发展前景”、“家人支持”、“学习成本”、“自身优势”、

“他人理解与认同”、“社会支持”、“社会影响”、“学校名气”。 

5.1. 研究发现 

通过提取学生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主要动机进行归纳后可以概括如下现象： 
1) 行业发展前景对学生选择该专业影响最大。通过调查归纳我们可以发现，学生主要考虑旅游、酒

店管理这个行业出路是否光明，是否能满足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要求，而“行行出状元”的心态在旅游、

酒店行业显然并非“主流”思想。从公因子“行业发展前景”的平均分(2.85)中我们可以推断学生普遍认

为旅游、酒店行业并非他们理想的发展行业，行业对于他们的吸引力不足这一结论。 
2) 相较于自身因素，他人的支持与认同更能影响学生的专业选择。家人的支持、老师、同学、朋友

以及社会的看法和认同度都是学生在填报志愿时重点考虑的因素。而相比于女生，男生在这方面显然更

加慎重。在“他人理解与认同”和“社会支持”两项动机中，男生的平均分均高于女生，这说明旁人、

政策、社会的认可对于男生来说更加重要。因此，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旅游酒店管理专业中男生数量远

远少于女生这一现象。 
3) 学生在选择旅游酒店专业时更加理性。尽管学生们在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时表示出对该专业的

兴趣，但对于学生动机来说，兴趣不如自身优势来得重要。这是因为高中毕业生对大学的专业了解并不

足够，很多情况下仅仅是通过简介或固定印象、社会他人的意见来评判一个专业，相对于金融、经济、

会计这些热门专业，把旅游酒店管理的作为填报的志愿的学生具有更多的理性思考。 
4) 高考分数与学校名气很受重视。为了进入理想的学校，很多学生会把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当作是保

底专业。另一方面，如今很多企业招聘时并不实行专业对口，而是更看重学校的实力与知名度，由于相

对于其他热门专业，该专业收分并不高，因此，重点高校的旅游酒店管理专业也成为学生进入这所学校

的重要“踏板”。 

5.2. 具体建议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高速发展，众多高等院校也增设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招收人数逐年递增，但重点

研究型高校旅游专业却大多数处于萎缩状态或萎缩状态的边缘。另一方面，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本科毕

业生在就业时选择从事旅游酒店行业的比例也越来越低。要改变这一格局，需要学生自身、家庭因素、

学校因素和行业因素这“四架马车”同时做出相应调整。 

5.2.1. 从学生自身角度而言 
学生在选择该专业时，除了考虑专业发展前景和自我职业发展，更应考虑目前经济形势及社会、国

家未来发展趋势，不应仅仅停留在追逐个人利益层面。本文认为，为了进入著名大学从而选择旅游酒店

管理专业的做法并不可取。 

5.2.2. 从家庭支持角度而言 
在本文统计结果分析中，家人支持对于学生入学动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一方面学校应努

力与学生、家庭进行深入交流，无论是在选专业时、就读时还是毕业时，都应与学生、家长充分沟通，

努力改变学生、家长们的就业观念，实现家庭就业观念与行业发展、教育大趋势同步发展。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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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也应该适时调整自己的期望，不能仅以薪酬作为评价自己子女能力的唯一标准，应给予学生充分

的自主选择就读专业和未来发展道路的权利。 

5.2.3. 从学校培养角度而言 
如今高等院校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招生存在着以下两大问题：1) 学校对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生源选择

具有非自主性。据有关调查发现，30%以上的学生是因为服从分配而被录入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甚至

是某些热门专业因报考人数爆满而被调剂到旅游酒店管理专业(谌文，2008) [23]，这样既是教育资源的浪

费，又耽误了学生的发展；2) 旅游学科是在管理学门类的一级学科工商管理下设置的旅游管理专业二级

学科，很多院校会把旅游酒店管理专业设在不同的院系下，如历史与文化学院、地理学系、社会学院等，

这种分类的不统一也削弱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专业性。 

5.2.4. 从行业招聘、任用、培养角度而言 
虽然前文提到旅游、酒店行业是实践性强的行业，从业人员一般需要从基层做起。但企业在招聘时

还是有必要把专科、技校学生与本科学生做出区分。在定岗前，应充分给予本科生发挥其才能的平台，

如通过管理培训生的模式让毕业生先在不同岗位进行实习培训，最后才综合其意愿进行定岗。 
目前旅游行业薪酬水平较其它行业而言相对较低，而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本科生的工资和专科生、中

专生甚至高中生等员工相比几乎没什么差别，录用的大学生也以“实习生”的形式对待，这种情况难免

会使学生一有机会便纷纷跳槽，从而造成旅游企业优秀人才的极大流失。 

5.3. 存在的不足与展望 

虽然本文力图尝试深入了解研究型高校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本科生的入学动机，但仍存在不少不足之

处，具体有以下两点：第一，研究样本的局限性。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研究型高校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本科

生专业选择动机，而在实际操作中仅以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和管理学院本科生为调研对象，并没有涉及其

他研究型高校，因此样本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二，量表的权威性有待考究。本文在参考国外其他学者

所做的研究量表的基础上加入中国教育制度及学生心理的特殊因素，但这些因素对学生入学动机影响究

竟有多大仍需要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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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Table A1. Results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for 30 variables 
附表 A1. 30 项动机变量主成份分析结果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因子 
5 

因子 
6 

因子 
7 

因子 
8 

共同

性 

Q1 我在选择专业时是根据自己的兴趣*         0.546 

Q2 我在选择专业时是根据自己的学术能

力* 
        0.487 

Q3 我认为我的性格适合就读旅游酒店管

理专业或从事旅游酒店管理工作 
   0.633     0.596 

Q4 我认为相比于其他专业，旅游酒店管

理专业我更有学习/工作优势 
   0.722     0.593 

Q5 在选择专业时，我希望我能成为旅游

酒店管理领域的学者/专家 
   0.633     0.589 

Q6 我认为就读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有助于

实现我的理想 
0.641        0.626 

Q7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因为我以

后想在旅游/酒店行业发展 
0.644        0.719 

Q8 我认为就读旅游酒店管理专业能够使

我感到自豪和幸福 
0.690        0.638 

Q9 我选择专业时受到家人的影响，家人

有给予我意见和建议 
 0.750       0.636 

Q10 我的家人曾建议我选择就读旅游酒

店管理专业 
 0.770       0.740 

Q11 就读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符合我家人

期望 
 0.763       0.774 

Q12 家人对我就读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

理解和支持的 
 0.592       0.630 

Q13 相对于专业，我更看重学校的综合实

力或知名度 
       0.800 0.758 

Q14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因为这

有利于进入理想的大学 
      0.733  0.667 

Q15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受到我的

高考分数落点影响 
      0.798  0.687 

Q16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因为我所

选择的学校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排名靠前* 
        0.511 

Q17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因为此

专业更容易获得奖/助学金 
  0.755      0.729 

Q18 我认为就读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所需

费用较少 
  0.744      0.655 

Q19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因为我

认为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一门比较容易

学习的专业* 
        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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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0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因为此

专业能提供众多工作机会 
0.581        0.627 

Q21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因为在

旅游/酒店行业非常吸引、令人向往 
0.742        0.693 

Q22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因为在

旅游/酒店行业就业待遇好 
0.579        0.631 

Q23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因为此

专业有利于我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 
0.778        0.718 

Q24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因为旅

游/酒店行业就业前景良好 
0.657        0.645 

Q25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因为旅

游/酒店行业职业发展潜力大 
0.625        0.634 

Q26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因为旅

游/酒店行业能为社会、国家经济增长做

出贡献 
0.636        0.565 

Q27 选择专业时，高中老师对我选择旅游

酒店管理专业表示理解与支持 
    0.690    0.595 

Q28 选择专业时，我的朋友、同学对我选

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表示理解与支持 
    0.787    0.725 

Q29 选择专业时，我曾考虑政府政策、教

育政策对该专业或行业的支持度 
     0.758   0.710 

Q30 选择专业时，我曾考虑社会对旅游酒

店管理专业的看法和认可度 
     0.631   0.581 

特征值 8.874 2.106 1.715 1.483 1.459 1.280 1.168 1.089 19.175 

解释变异量(%) 29.582 7.021 5.717 4.942 4.865 4.265 3.893 3.630  

累积解释变异量(%) 29.582 36.603 42.320 47.262 52.127 56.392 60.286 63.915  

 
Table A2. 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s of motivation in major selection (N = 169) 
附表 A2. 专业选择动机主成分因子(N = 169) 

 动机选项 因子载荷 
Factor Loadings 

共同性 
Communalities 

均值 
Means 

标准差 
S.D 

主成份因子 F1：行业发展前景(特征值=8.874，Cronbach’s Alpha = 0.905) 

Q6 我认为就读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有助于实现我的理想 0.641 0.626 2.92 0.982 

Q7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因为我以后想在旅游/酒
店行业发展 

0.644 0.719 2.89 1.012 

Q8 我认为就读旅游酒店管理专业能够使我感到自豪和

幸福 
0.690 0.638 2.78 0.885 

Q20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因为此专业能提供众多

工作机会 
0.581 0.627 2.73 0.931 

Q21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因为在旅游/酒店行业非

常吸引、令人向往 
0.742 0.693 2.83 0.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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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2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因为在旅游/酒店行业就

业待遇好 
0.579 0.631 2.47 0.913 

Q23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因为此专业有利于我未

来的职业生涯规划 
0.778 0.718 2.70 0.925 

Q24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因为旅游/酒店行业就业

前景良好 
0.657 0.645 3.21 0.931 

Q25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因为旅游/酒店行业职业

发展潜力大 
0.625 0.634 3.33 0.890 

Q26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因为旅游/酒店行业能为

社会、国家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0.636 0.565 2.69 0.994 

主成份因子 F2：家人支持(特征值 = 2.106，Cronbach’s Alpha = 0.815) 

Q9 我选择专业时受到家人的影响，家人 
有给予我意见和建议 

0.750 0.636 2.94 1.169 

Q10 我的家人曾建议我选择就读旅游酒店管理专业 0.770 0.740 2.24 1.103 

Q11 就读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符合我家人期望 0.763 0.774 2.51 0.933 

Q12 家人对我就读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理解和支持的 0.592 0.630 3.41 0.909 

主成份因子 F3：学习成本(特征值 = 1.715，Cronbach’s Alpha = 0.712) 

Q17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因为此专业更容易获得

奖/助学金 
0.755 0.729 2.11 0.817 

Q18 我认为就读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所需费用较少 0.744 0.655 2.17 0.817 

主成份因子 F4：自身优势(特征值 = 1.483，Cronbach’s Alpha =.632) 

Q3 我认为我的性格适合就读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或从事

旅游酒店管理工作 
0.633 0.596 3.29 0.922 

Q4 我认为相比于其他专业，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我更有学习/
工作优势 

0.722 0.593 3.04 0.963 

Q5 在选择专业时，我希望我能成为旅游酒店管理领域的学

者/专家 
0.633 0.589 2.66 1.118 

主成份因子 F5：他人理解与认同(特征值 = 1.459，Cronbach's Alpha = 0.685) 

Q27 选择专业时，高中老师对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表示

理解与支持 
0.690 0.595 2.62 0.926 

Q28 选择专业时，我的朋友、同学对我选 
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表示理解与支持 

0.787 0.725 2.83 0.904 

主成份因子 F6：社会支持(特征值 = 1.280，Cronbach’s Alpha =.513) 

Q29 选择专业时，我曾考虑政府政策、教育政策对该专业或

行业的支持度 
0.758 0.710 2.60 1.008 

Q30 选择专业时，我曾考虑社会对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看法

和认可度 
0.631 0.581 3.31 0.919 

主成份因子 F7：分数影响(特征值 = 1.168，Cronbach’s Alpha = .524) 

Q14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是因为这有利于进入理想

的大学 
0.733 0.667 3.31 0.964 

Q15 我选择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受到我的高考分数落点影响 0.798 0.687 3.59 1.066 

主成份因子 F8：学校名气(特征值 = 1.089) 

Q13 相对于专业，我更看重学校的综合实力或知名度 0.800 0.758 4.12 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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