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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职业角度对社会导游管理模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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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导游管理模式的研究从职业角度出发，发现存在地位低、薪酬低、无保障等基本问题，人才后继乏力，职业

观念需要重塑，监管不力且舆论导向单极化。为解决这些问题，创新的管理对策和创新尝试迫在眉睫。这些创新对策和尝

试有望提升社会导游职业的地位、改善工作条件，并推动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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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 professional perspective, research on the management model of social tour guides has found that there are basic 
problems such as low status, low salary, and lack of security, weak talent succession, need to reshape professional concepts, weak 
supervision, and unipolar public opinion orientation.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nnovative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innovative 
attempts are urgently needed. These innovative strategies and attempts are expected to enhance the status of the social tour guide 
profession, improve working condition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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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导游管理模式的研究从职业角度出发，关注社会

导游在管理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包括地位低、薪酬低、无

保障等方面，以及人才后继乏力、职业观念需重塑、监管

不力和舆论导向单极化等挑战。为应对这些问题，创新的

管理对策涉及建立竞争机制和公平的管理体制，遏制和扭

转“零负团费”现象以促进产业升级，以及加强导游管理

服务机构的监管。同时，通过社会导游发展模式创新，组

建职业化“政务导游”队伍，实施“立体式循环”培养模

式，以及采用惩处与教育并举的治理模式创新，致力于提

升社会导游职业的地位、改善工作条件，推动整个行业的

健康发展。这些研究和创新尝试有望为社会导游管理模式

的改进和完善提供有益的指导和方向。

1  社会导游在管理中存在的基本问题

1.1  社会导游地位低，薪酬低，无保障

社会导游在管理中存在的基本问题之一是社会导游地位

低，薪酬低，无保障。

这一问题的产生主要源于对社会导游行业的认知和评

价不足。社会导游职业常被认为是一种临时性或低技能工

作，缺乏社会地位和声誉。由于这种认知，社会导游往往

被低估，导致行业整体地位低下。另外，激烈的竞争和过

度供给也导致了社会导游薪酬水平的下降。由于市场上导

游从业者过多，导游们被迫接受低薪工作以争取更多机

会，导致薪酬水平无法提高。同时，社会导游行业缺乏相

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如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导致从业

者在面临风险和困难时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和支持。

因此，首先社会导游行业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从业

者，人才流失问题日益严重，导致行业整体素质下降。其

次，低薪水平使得社会导游从业者难以维持稳定的生计，

严重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和服务质量。最重要的是，缺乏社

会保障让从业者在面对风险和困境时无法得到有效的支持

和保护，影响他们的生活品质和工作稳定性。

1.2  人才后继乏力，职业观念需重塑

社会导游在管理中存在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人才后继乏

力，职业观念需重塑。

这一问题的产生主要源于对社会导游行业的认知和评价

不足，导致年轻一代对该职业的兴趣和认可度不高。社会

导游职业往往被视为临时性工作或低技能职业，缺乏吸引

力和发展空间，年轻人往往倾向于选择其他更具吸引力和

发展前景的职业。此外，社会导游行业的形象和声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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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影响了年轻人对该行业的看法，使得他们对从事社会导

游工作缺乏动力和兴趣。职业观念的滞后和传统观念的束

缚也使得年轻人对社会导游职业的认同感不足。

因此社会导游行业人才储备不足，导致从业者的老龄化

和人员流失现象。缺乏新鲜血液和新思维的注入，使得行

业整体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下降。同时，年轻一代对职业

的缺乏兴趣和认可，使得社会导游行业无法吸引到优秀的

年轻人才，限制了行业的长期发展潜力。此外，缺乏新人

的加入和更新换代，也导致了行业中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

的不断下降，给整个行业的形象和声誉带来负面影响。

1.3  监管不力，舆论导向单极化

社会导游在管理中存在的基本问题之一是监管不力和舆

论导向单极化。

这一问题的产生主要源于监管部门对社会导游行业的

监督和管理不够严格。监管部门在对导游从业者的资质和

行为监管方面存在缺失，导致一些从业者违规行为屡禁不

止。监管部门的资源和能力有限，难以全面监控和检查导

游行业的各个环节，造成了一些违规行为的存在和蔓延。

此外，舆论导向的单极化现象也是问题的原因之一。在舆

论引导中，一些负面事件和个别从业者的不端行为被过度

强调，导致整个行业的形象受损，让社会对导游行业持有

偏见和负面评价。

因此，社会导游行业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规范，给行业

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首先，违规行为的存在破坏了行

业的公平竞争环境，影响了从业者的工作积极性和服务质

量，损害了行业的整体形象。其次，监管不力导致了行业

的乱象和低水平竞争，给消费者带来了风险和不便，影响

了他们对导游服务的信任和满意度。另外，舆论导向的单

极化现象加剧了社会对导游行业的偏见和负面评价，限制

了行业的发展和提升。

2  社会导游管理模式的创新对策

2.1  竞争机制，管理体制公平

针对社会导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创新对策之一是建立

竞争机制，确保管理体制的公平性。

首先，建立竞争机制可以促进社会导游行业的发展和提

高服务质量。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可以激发导游从业者的

积极性和创造力。例如，可以引入导游评比和奖励机制，

鼓励导游在工作中展现出色的表现，并为优秀的导游提供

晋升和奖励机会。这样的竞争机制有助于优胜劣汰，提高

导游行业整体水平。

其次，建立公平的管理体制是确保社会导游行业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管理体制应该公正、透明，保证每个导游从

业者的权益得到平等对待。这包括建立规范的考核评价机

制，确保导游的晋升和奖惩都是基于客观、公正的标准。

同时，应建立有效的申诉机制，使导游从业者能够合理表

达自己的诉求，维护自身权益。

通过建立竞争机制和公平的管理体制，可以激发导游从

业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提高整体服务水平，并确保导游

行业的公平发展。这些创新对策有助于改善社会导游管理

模式，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2.2  遏制、扭转“零负团费”，促进产业升级

针对社会导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创新对策之二是遏

制、扭转“零负团费”现象，以促进产业升级。

首先，需要采取措施来遏制“零负团费”现象的发展。

这种现象指导游团队为了争夺游客数量，将导游服务费用

减至甚至为零，依靠其他渠道获得收入。这种做法不仅削

弱了导游从业者的收入，也影响了服务质量和行业形象。

因此，需要加强监管力度，制定相关法规和规定，明确禁

止“零负团费”行为，并加强对违规行为的惩处。

其次，应促进社会导游产业的升级和转型。通过提升导

游从业者的专业素质和服务水平，可以增加其附加值，提

高导游服务的价值。这可以通过推行导游培训计划、提供

进修机会和职业发展支持等方式实现。此外，可以鼓励导

游从事深度游、主题游等高附加值的导游服务，开发创新

的旅游产品，提升整个导游行业的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通过遏制、扭转“零负团费”现象，并促进导游产业的

升级，可以改善社会导游管理模式，提升导游从业者的收

入和职业地位，同时提供更高质量的导游服务。这将为整

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吸引更多人才投身于社会

导游领域，并推动旅游业的繁荣和发展。

2.3  加强导游管理服务机构的监管

针对社会导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创新对策之三是加强

导游管理服务机构的监管。

首先，加强对导游管理服务机构的监管可以提高行业

的规范性和专业性。导游管理服务机构在导游从业者的培

训、就业安排和职业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监

管部门应制定更为严格的规章制度，明确导游管理服务机

构的职责和要求，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这包括加强对

导游培训机构的认证和监测，确保培训内容和质量符合标

准，同时加强对导游管理机构的监督，确保其按照法规和

道德规范进行运营。

其次，加强对导游管理服务机构的监管还包括加强对导

游从业者权益的保护。监管部门应确保导游从业者能够合

法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和权益，例如工资支付、合同保护

和劳动条件的改善等。此外，监管部门还应加强对导游管

理服务机构的行业宣传和教育，推动机构落实职业道德和

行业规范，提升整个行业的形象和声誉。

通过加强导游管理服务机构的监管，可以提高导游从业

者的培训质量和就业环境，促进行业规范发展。同时，加

强对导游从业者权益的保护，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有助

于吸引更多人才加入社会导游行业，并提升整个行业的职

业发展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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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导游管理模式创新尝试

3.1  社会导游发展模式创新——组建职业化“政务导

游”队伍

社会导游管理模式的创新尝试之一是组建职业化的“政

务导游”队伍。

首先，组建职业化的“政务导游”队伍可以提升导游的

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政务导游是指那些具备政府背景和

政策知识，能够为游客提供相关政务信息和解读的导游人

员。他们不仅具备一般导游的服务能力，还熟悉政府机构

和政策，能够为游客提供更全面、深入的解说和服务。组

建这样的队伍需要建立相应的选拔、培训和认证机制，确

保导游具备足够的政务知识和服务能力。

其次，职业化的“政务导游”队伍可以提升旅游目的

地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政务导游的存在能够为游客提供

独特的体验和价值，使游客更好地了解目的地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这有助于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知名

度和形象，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和了解。同时，政务

导游队伍的建设也可以推动旅游业与政府部门的紧密合

作，促进旅游与政策的有效衔接，为旅游产业的发展创

造良好的环境。

通过组建职业化的“政务导游”队伍，可以提升导游

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增加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和竞争

力。这样的创新尝试有助于提升社会导游管理模式的质量

和效果，推动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3.2  社会导游培养模式创新——“立体式循环”培养

社会导游管理模式的创新尝试之二是采用“立体式循

环”培养模式。

首先，这种培养模式注重导游从业者的全面素养和综合

能力的培养。传统的导游培训主要注重知识的灌输，而“

立体式循环”培养模式则强调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综合培

养。培训过程中，导游从业者将接受知识的学习、实践技

能的训练以及职业道德和服务意识的塑造。这样的培养模

式能够更好地提升导游的综合素质和服务能力，使其更好

地应对不同的导游情境和游客需求。

其次，采用“立体式循环”培养模式可以实现导游培

养的持续性和循环性。培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短期的培训

阶段，而是应该建立起一个持续性的培养体系。这种模式

可以通过定期的进修培训、导游实践经验的分享和反馈机

制等来实现。导游从业者可以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知识

和能力，并通过实践不断完善和改进自己的导游技巧。这

种持续的培养模式有助于导游从业者的职业发展和个人成

长，同时也提升了整个社会导游管理模式的质量和效果。

通过采用“立体式循环”培养模式，可以培养出更具综

合素质和服务能力的导游从业者，提升整体服务水平和行

业形象。同时，持续性的培养模式也为导游从业者的职业

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和动力，推动社会导游管理模式的创

新和进步。

3.3  社会导游治理模式创新——惩处与教育并举

社会导游管理模式的创新尝试之三是采用惩处与教育并

举的社会导游治理模式。

首先，这种治理模式强调对导游从业者的惩处措施。

针对导游从业者违规行为和不当行为，应建立起严格的监

督和执法机制，对违规者进行处罚和惩处。这种惩处措施

可以包括罚款、暂停执业资格或吊销执业证书等。通过对

违规行为的惩处，能够起到震慑作用，减少不当行为的发

生，维护行业的正常秩序和公平竞争环境。

其次，社会导游治理模式的创新还应注重对导游从业者

的教育和培训。除了惩处违规行为，也应加强导游从业者

的教育和培训工作，提升他们的职业素养和服务水平。可

以通过组织专业培训班、举办讲座和研讨会等形式，向导

游从业者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加强对职业道德和行业

规范的培养。这种教育和培训的方式有助于提高导游从业

者的整体素质，并增强他们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

通过惩处与教育并举的社会导游治理模式，能够有效地

维护导游行业的规范和秩序。同时，加强导游从业者的教

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有助于提升

整个行业的形象和声誉。这种创新尝试为社会导游管理模

式的改进和进步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结论

综合基于职业角度的研究和创新尝试，我们可以得出

结论：为解决社会导游管理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包括地位

低、薪酬低、无保障，人才后继乏力，职业观念需重塑，

以及监管不力和舆论导向单极化，必须采取创新的管理对

策。这包括建立竞争机制和公平的管理体制，遏制和扭

转“零负团费”现象，促进产业升级，以及加强导游管理

服务机构的监管。此外，创新的社会导游管理模式尝试包

括组建职业化“政务导游”队伍，实施“立体式循环”培

养模式，以及采取惩处与教育并举的治理模式。这些努力

将有助于提升社会导游职业的地位和条件，促进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并为导游行业提供更好的管理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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