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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名优导游”的示范效应是我国导游队伍建设的有效手段，有利于提升导游群体职业素养，为游客提供

更优质的服务，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文章结合行业实际，提出“名优导游”概念，通过已开展的名

优导游活动，探析名优导游的职业认同和示范效应，并就如何做好名优导游的行业示范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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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Famous Tour Guides” is an effective mea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our guide teams in China, 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our guide 
groups, providing tourists with better services,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Famous Tour Guid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
ation of the industry, analyzes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demonstration effects of famous tour 
guides through the already launched famous tour guide activities, and discusses how to do well in 
the industry demonstration of famous tour gu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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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推动旅游业的

高质量发展，促进旅游业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利用旅游业带动整体经济发展，助力经济和

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自媒体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国民选择节假日外出

旅游休闲。人们外出旅游的需求已从以往的基本需求上升到寻求深度体验的高品质旅游。在这一实现过

程中，自由行日趋流行，但还有很大一部分群体选择跟团旅游，尤其是出境旅游，甚至自由行客户也会

选择目的地拼团游或者聘请导游陪同游览。由此可见，整个旅游产业链上，旅游服务的提供离不开导游

队伍。但由于导游行业门槛较低，导致导游群体职业素养参差不齐。特别是一些以传统地接业务为主的

旅游目的地，由于地接市场的恶性竞争，旅行社利润空间被压缩，少部分导游在工作中为了逐利，往往

会做出一些过激甚至违法行为。 
导游职业队伍是我国诸多工种中极其特殊的一个群体，导游队伍的纯净建设需要各方面的一起努力，

现阶段导游队伍中名优导游的示范作用意义重大。 

2. 名优导游的定义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导游群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导游薪酬体制、心理压力及从业情况调查等方面。

业界更多地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加强导游培训，但是业界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 
在导游行业，导游群体除取得执业资格以外，在导游等级和荣誉上，行业认可度比较高的是导游级

别的高级(特级)资格证和国家金牌导游。 
特级导游是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后为创造外汇收入大力发展入境旅游的特殊性，对老一辈作出特殊贡

献的老导游给予的特殊职称，在 2000 年以后就没有再评。全国特级导游在 1995 年评选 2 位，1998 年评

选 22 位，共计 24 位，多为外语导游。 
高级导游是要求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或者旅游类、外语类大专以上学历，取得中级导游证书满 3 年，

且在报考前 3 年内以中级导游身份实际带团不少于 90 个工作日，带团期间表现出良好的职业道德，经考

试考评达标后取得的导游等级。 
“金牌导游”人才培养项目面向一线优秀导游，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配名额，支持开展导游

业务研究、人才扶持、培训授课、志愿服务等活动，各省(区、市)文化和旅游厅(局)组织公开申报、评审、

遴选；金牌导游申报人员需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线专职导游，从事导游工作满 3 年且游客满意度较高，

具备高级及以上导游等级或在导游职业领域做出过较为突出的成绩[1]。 
笔者综合十多年的旅游专业学习和导游行业从业经历，以及面向国内众多知名导游群体的访谈纪实，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m.2021.11404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飞，袁国宏 
 

 

DOI: 10.12677/mm.2021.114048 382 现代管理 
 

结合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含原国家旅游局)组织实施的各项评选考核及选拔活动，名优导游可以按如下定

义：凡在我国从事导游工作且拥有导游资格证，取得高级导游证及以上级别证书、荣获省级及以上级别

导游大赛奖项、荣获国家万名旅游英才计划资助、荣获行业国家级荣誉的，符合其中任意一项，均可视

为我国名优导游。 

3. 目前名优导游开展的示范工作形式 

3.1. 成立工作室 

通过对全国多名名优导游的访谈得知，目前多数地区名优导游已相继成立工作室，主要有“金牌导

游工作室”、“金牌导游联合工作室”、“导游技能工作室”等。 
“金牌导游工作室”主要面向行业技能培训为主，如“上海金牌导游联合工作室”、“北海金牌导

游联合工作室”，都积极组织当地导游开展技能提升讲座等。 
2015 年国家首批资助的 82 个“导游技能工作室”，主要与旅游院校合作开展师徒结对，受资助的

工作室负责人要担任旅游院校师生或企业实习实践的导师，至少带 3 名“徒弟”，并至少为院校师生举

办 2 场导游或旅游工作相关的专题讲座。代表性工作室有武汉城市职业学院的“谷音导游服务技能大师

工作室”、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李永泉导游大师工作室”、四川现代职业学院“王凌川旅游技能工作

室”等。 

3.2. 导游协会带动 

名优导游大部分都是当地导游协会骨干力量，为促进协会升级管理模式，向同行业学习借鉴经验，

更好地创新协会教学和培训模式，为协会导游创造全新学习机会，名优导游以协会交流名义开展联动学

习。如成都导游协会为学习全国金牌导游代表的行业经验，邀请全国十余名优秀金牌导游代表面对面交

流，相互分享经验，畅谈行业发展思路。 
张家界导游协会名优导游们，充分发挥自身影响力，向当地旅游公司谏言，给导游家属免票，以协

会名义联合政府各部门免费开展导游培训，开展“我为家人做导游”活动，让当地所有导游都可以带家

人免票游览自己工作的地方，极大增强当地导游们的职业认同感。 

3.3. 名导进课堂 

原国家旅游局于 2009 年 11 月启动实施“名导进课堂”项目，已分四批选拔了近 300 名导游进入师

资库。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导游培训师资队伍，建立了国家导游师资库和国家导游师资储备库，实行了

入库教师的动态管理和师资共享。通过讲座和案例教学的方式，在院校课堂、职业指导培训课堂和在线

培训课堂，讲授必要的职业道德，实践素质和服务技能，以丰富旅游院校的教学内容，展现出优秀的导

游风格。 
除了名导师资库外，部分旅游院校主动聘请当地名优导游为院校客座讲师，积极引入具有行业实践

经验的国家高级导游、国家金牌导游等名优导游到课堂授课。甚至有些院校教师本身就是拥有行业实践

经验的双师型人才，这样的课堂教学会更加生动，对于旅游专业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也发挥重大作用。 

3.4. 导游云课堂 

名优导游们将自己多年从业实践和旅游教学中的先进经验进行总结，以微视频的形式录制并上传到

导游云课堂网站，供全国导游员及旅游院校师生学习，实现高效便捷式优质资源共享。“云课堂”培训

内容上，以提升导游职业道德、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为主线，设立了 10 个子模块，含旅游传统文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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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发展、政策法规、职业道德、心理健康等。导游群体通过学习互动和经验交流，不断提升业务能力和

职业素养，以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这样大大解决了旅游院校师生行业知识和实践教学缺乏、而导游员

们理论知识需要学习的实际情况。 

3.5. 全国导游大赛优秀选手巡回宣讲 

2019 年 12 月，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组织名优导游宣讲团，赴北京、山西、江苏、四川、云

南、广西等地进行巡回宣讲。宣讲团代表由全国第三、四届导游大赛中获得金、银、铜牌导游员的选手

组成，代表们围绕新时代导游员如何在本职岗位上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时代正能量这一主题，分别结合

自身经历进行宣讲。 
优秀选手巡回宣讲活动旨在通过发挥优秀导游员们的示范引领作用，增强社会对导游这一职业的认

同和尊重，同时激励广大导游增强职业自信，提升职业道德、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为推动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2]。 

4. 名优导游职业认同感知 

根据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得到的截止 2019 年 12 月全国导游从业人员最新数据(官方数据)，全国执业导

游人数 698,848 人，其中 94.89%仍是初级导游，中级导游仅占 4.49%，高级仅 4260 人，占比 0.609%，

特级现有 13 人。而 2018 年全国旅游工作报告指出，国家实施的“万名旅游英才”计划，已培养 8657 名

旅游英才。加上 2019 年评选的也不足 9000 人，这其中并非都是导游。 
一个将近 70 万人的导游群体，符合名优导游条件的不足万人。这一庞大群体对导游职业的认同感如

何，首先要看到起示范引领作用的名优导游们的职业认同感知。导游职业认同不仅关系到导游职业生涯

发展及其实际情感体验，更与导游队伍的素质与水平、凝聚力与向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3]。提高名

优导游职业认同，是提高导游队伍职业忠诚度、增强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名优导游职业认同感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4.1. 行业从业门槛低 

目前导游等级资格报名仅需要高中或者中专学历即可，这一点有悖于国家倡导的旅游要向高质量发

展的理论。由于旅游发展的历史原因，这一点诸多学者都呼吁过，但一直未能实现门槛的提高。名优导

游普遍建议将准入门槛提高到大专学历，各地旅游主管部门直属的旅游中职院校导游专业可以继续按中

专学历准入。 

4.2. 社会声誉普遍不好 

长期以来，导游队伍一直肩负着国家和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神圣使命，但是由于行业恶性竞争导致

负面现象频发。近几年行业整体逐步规范，受影响于自媒体的高度发达和少部分媒体歪曲报道，稍有偏

差便会沸沸扬扬，往往在事情的处理上导游首先成为“替罪羊”。另外，媒体经常报道所谓的“黑导”、

“野导”恶性事件，也让导游一词与负面报道联系在一起。名优导游群体多次谏言媒体，无证的闲散人

员不要报道成“黑导游”之类，多些导游行业正面报道。 

4.3. 职业职称急需得到认可 

名优导游队伍都是普遍有着高学历，在旅游行业从业多年，对这个行业充满热情的。这一群体积极

向上，从业经验丰富，追求自我，不断提升职业技能和水平。根据同多名名优导游的交谈，其中很多人

都在从事导游工作的同时还报考其他从业证，究其原因主要是导游等级这么多年来只是行业内部从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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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自我追求，一直没有被纳入人社职称体系。 
如果说导游证同教师证一样都是行业准入类资格证，那么中级高级导游证也是经过考试考核认证的，

是否也向高级教师一样成为“体面”职称。名优导游群体都在为此不停发声，多方呼吁，寄希望文旅合

并后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能够协调解决导游体系职称问题。否则这个行业的名优导游群体都无法坚定地从

事导游职业，导游“工匠精神”又如何培养？ 

4.4. 薪酬保障体系的缺失 

导游薪酬是学者们研究多年的话题，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导游员多从事外事接待，相当于公务员性

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旅游行业恶性竞争造成行业种种乱象，导游员再也没有所谓的工资。尤其

是《旅游法》实施以后，监管更加严格，旅游行业逐步走向正轨，旅游企业之间基本实现公对公结算，

导游员在从业过程中无法获得个人佣金，较之以往收入锐减。 
根据笔者本人实践经历和访谈调查，目前我国导游队伍执业薪酬与导游等级并无挂钩，各地普遍按

照固定金额支付导游报酬。相关学者近年来的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近一半的兼职导游没有与旅行社签订

劳动合同，近半数的导游每周工作时间在 40 个小时以上[4]。厦门等地曾出台导游薪酬政府指导价，规定

用人单位按导游等级给予报酬。但旅游行业处于完全市场竞争状态，旅游企业为了控制成本，很少会出

“高价”聘用高等级导游。长此以往，大部分高等级导游陷入无团可带的尴尬处境。 
在对名优导游群体的访谈中了解到，除了少数以组团为主的民营旅行社和一些国企背景的旅行社，

给固定带团的部分导游发放基本工资和购买社会保险外，全国多地区包括名优导游群体在内的绝大多数

导游都无任何执业保障，往往出现人身伤害事件后只能依靠导游群体募捐。访谈中多名名优导游一直都

是跟旅行社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社会保险，但实际上费用均是个人全额支付。 

4.5. 旅游主管部门不重视 

根据对名优导游群体的访谈显示，大部分地区旅游主管部门并不重视名优导游队伍建设。以取得国

家高级导游证和国家金牌导游荣誉为例，全国仅有浙江、广东、山西等地旅游主管部门发文对其进行表

彰和奖励。杭州市旅游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率先联动当地人社部门将高级导游群体列为 E 类人才，享

受相关人才政策。更多的地区则只是导游们的一种自我职业追求，不免让当地名优导游群体执业积极性

受影响。 

5. 做好名优导游示范引领的举措 

所谓“示范引领”，是指通过榜样或者典范引导某一群体向一定目标前进[5]。目前不到 1 万人的名

优导游群体，如何为 70 万人的庞大导游群体做好表率、起到示范效应？这绝对不是仅靠名优导游群体就

能够做到的，必须靠行业内外部各相关联群体齐心协力出谋划策。 

5.1. 政府部门监管要加大力度，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任何行业事务的推进和法律制度的实施，都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监管。2017 年 10 月 7 日实施的《导

游人员管理条例》和 2018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导游管理办法》，是我国现行关于导游的专门法律法规，

但都侧重于对导游的监管，严格规定导游的责任和处罚，对导游的权益保障的制度监管缺乏，出现权责

严重不对等现象。 
导游的薪酬和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并由政府相关部门严格监管推进，杜绝旅行社与导游

之间签订劳动合实际上导游个人购买保险的现象，将导游薪酬制度落到实处。 
旅游主管部门要积极联合人社部门，加快推进导游等级与职称体系挂钩，提升导游队伍中优秀人才

https://doi.org/10.12677/mm.2021.114048


李飞，袁国宏 
 

 

DOI: 10.12677/mm.2021.114048 385 现代管理 
 

尤其是名优导游的职业荣誉感，为庞大导游群体树立职业典范。旅游主管要部门重视导游队伍建设，对

名优导游群体给予适当奖励，为导游队伍吸引和留住人才。 

5.2. 行业协会和相关企业单位多方位引导 

导游协会发挥带头作用，多方联合行业协会，通过举办义务宣讲、培训学习、志愿活动等形式，组

织当地名优导游带头示范，在导游群体中树立楷模，联动媒体积极正面报道。 
旅游企业、旅游学院主动邀请名优导游为企业把脉、为师生答疑解惑。名优导游多实践在第一线，

且与导游群体联系紧密，同时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结构。在相关企业单位的积极引导下，能够更好地发

挥名优导游在行业的示范引领作用。 

5.3. 社会的尊重和支持密不可分 

导游群体长期以来广为人知的是负面消息，以至于包括名优导游在内的导游员们不敢跟人说自己是

导游，这也充分说明导游社会地位低下。“祖国河山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曾经的导游员是外事

接待员，新时代下的导游是“讲解员”和“宣传员”，是旅游体验过程中的“体验师”和“安全员”，

更是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名片”和“形象大使”。 
旅游者对导游群体工作的支持和认可尤其重要，导游员同游客一起编织美好旅程。名优导游引领导

游群体提供优质服务，自媒体和新闻媒体能够多一些正面报道，旅游将会更加和谐并可持续发展。 

5.4. 旅行社是整个环节的重点 

在整个旅游服务体系中，导游具有利益追求方面的独立性和从属性的双重属性，导游员既是旅行社

委托履行旅游合同、获取利润的代理人，又是旅游者旅游经历和基本利益的代理人[6]。旅行社管理者经

营理念要顺应旅游市场的需求和旅游业的发展，在互联网时代和生态游、科研游、研学游等新旅游形式

的发展潮流中，旅行社尤其要重视旅行社名优导游队伍建设，加强培训、设立内部薪酬和晋升体系，培

养自己的名优导游队伍，吸引更多的优秀导游，为本企业在旅游市场竞争中扩大竞争优势，抢占市场先

机，实现企业长远发展。 

5.5. 导游群体自身思想观念提升 

导游是一个职业，每一名导游员都要牢固树立职业意识，为职业长远发展做计划。长期以来导游员

多处于散漫状态，尤其是没有与旅行社固定劳动关系的导游员，没有组织群体意识，没有归属感，甚至

不愿意与更多的导游员交流。做好名优导游示范作用，导游群体必须从自身思想观念开始提升，不断学

习专业知识，积极参与名优导游们组织的义务活动，提升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每一名导游员都力争做

好自己的同时，积极正面影响他人，朝名优导游目标迈进。 

6. 结语 

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旅游经济带动社会经济多方面发展的时代，我国导游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进一

步凸显。不论是相关政府部门宏观体制改革还是旅游企业微观制度革新，旅游行业都要重视名优导游的

示范引领效应，打造一支优秀的名优导游队伍，实现以点带面，从职业晋升、技能培训、意识形态、社

会保障、职业认同等多方面着手，逐步优化行业内部管理和导游队伍人才建设，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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