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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入境游市场的发展趋势呈现出蓬勃的活力。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入境旅游发展报告》显示，随着免签政策的逐步放宽和国

际航线的恢复，我国入境旅游市场恢复发展态势持续向好。2024年一季度，中国港澳台居民和外国人出入境总人次已恢复到2019年的90%以

上，这一数据充分证明了入境游市场的强劲复苏势头。

入境游市场的繁荣不仅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为小语种导游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外国游客数量的不断增加，他们对导游

的语言能力和服务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当前小语种导游的短缺问题已成为制约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小语种导游缺口怎么补

入境旅游下的新热潮和新挑战
◎ 记者 贾 露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旅游业蓬勃发展，世界各地的游客对独特、个

性化的旅行体验的需求与日俱增。因此，对于小语种导游的培养，其重

要性愈发凸显。

然而，若要有效解决小语种导游的供需矛盾，还得依靠政府、企业

以及院校等多方协同发力，切实赋予各方“造血”功能，从根本上实现供

需平衡。比如，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对小语种导游培养的投入

和支持；企业可以与高校合作，共同建立小语种导游培养基地，提高人

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率；教育机构则可以加强小语种专业的建设，提高小

语种导游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同时，还需要加强对小语种导游的

薪酬待遇和职业发展前景的保障，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到小语种导游

的队伍中来。

随着出入境游的急速升温，中国作

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

地，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然

而，入境游的持续繁荣却凸显出旅游行

业中人才短缺的严峻现实。

数据显示，疫情前我国约有60万名

导游，其中外语导游约占 10%，而在这

10%中，小语种导游的比例更是不到

3%。这一数据直观地反映了小语种导

游的稀缺性。于旅行社行业来说，小语

种导游的紧缺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

难题，它不仅对旅游业务的拓展构成了

一定的阻碍，同时也对旅行社的运营带

来了额外的挑战。

以意大利为例，随着中意两国免签

政策的实施，意大利游客来华旅游数量

激增，而能够流利使用意大利语的导游

却寥寥无几。一边是因欧洲游市场的

迅猛扩张而展现出的巨大增长潜能；另

一边则是接待能力的捉襟见肘。国内

某国际旅行社欧洲部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他们公司目前仅有 8 名意大利语

导游，其中有一半是兼职导游。“旅游旺

季时，这些导游每月要接待 20 多个团，

工作负担极重。”该负责人坦言，小语种

导游的紧缺让旅行社面临不小挑战，

“虽然我们已经尽力扩大招聘范围，但

寻找合格且经验丰富的意大利语导游

仍然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在多元化旅游需求日益增长的当

下，小语种导游的缺乏使得旅行社难以

满足入境游客的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旅游服务的质量和游客的满意

度。不难发现，如今，许多小语种导游

并非来自旅游专业，而是来自语言学、

国际关系、文化传播等与旅游不相关的

学科领域。

“现在语言熟练、旅游素养高、有应

变能力的高级外语导游非常少，更别说

是小语种导游了。能让客人觉得讲解

好、水平高的导游大概只占我们合作导

游的三分之一。”浙江某旅行社日本中

心相关负责人说，公司会承接一些以商

业考察、文化交流为目的的高端入境

团，这些团，会要求导游会摄影、会剪

辑，甚至懂客户工作领域相关的知识

等。“相比其它专业的学生，我们还是更

倾向于选择旅游院校的学生，这些学生

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更对旅游行

业有着深刻的认知和敏锐的洞察力，这

使得他们能在导游岗位上表现得更为

出色。”

当下，入境游客的偏好不仅体现在

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更在旅游体验、

文化交流和个性化服务等方面有着显

著的需求。他们对于旅游目的地的选

择更注重品质和体验，更倾向于选择具

有独特自然风光、丰富文化底蕴和高

质量旅游服务的目的地。此外，入境

游客越来越注重旅游体验的多样性和

个性化。他们希望参与到当地的特色

活动中，体验当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

氛围。例如，一些游客可能会选择参

加中国的传统节日庆典，如春节、中秋

节等，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传统

文化。这就需要导游具备足够的语言

能力和文化知识，为游客提供个性化的

旅游服务。

“小语种导游不仅仅是翻译，还是

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要为游客介绍

景点，讲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也要实时

接住游客抛来的个性化需求。这些条

件能全部满足的小语种导游非常少，

即便有，也是在行业多年的‘老人’，寥

寥无几。”导游专业毕业的田靖蕾曾做

过一年的西班牙语导游，如今，她已经

是一名外贸公司的小语种外贸业务员

了。

“在校期间，觉得导游工作就是到

处玩，很有趣，可真正工作后才发现，根

本不是那么回事。”她说，较大的落差感

是许多导游无法坚持的原因之一。“要

熟练掌握语言技能，同时还需要具备强

健的体力、坚定的毅力和持久的耐心。

然而，这些付出与收入往往不成正比。

尽管旅行社愿意投入时间进行培养，但

长时间坚持下来却并非易事。我的许

多同学都已经选择转行，做其它行业

了。”

面对当下火热的入境游市场，她表

示不会再回去。“尽管入境游市场对小

语种导游需求旺盛，但旅游的特殊性决

定了导游工作的季节性，很没有安全

感。”

小语种导游的就业前景和待遇问

题成为当前行业内的一大挑战，这无疑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选择从事这

一职业的积极性，进而加剧了该领域的

人才短缺现象。

“疫情前，我们学院从事旅游行业

的毕业生还比较多，近几年就非常少

了，我们开展了调查，大概只有 3.5%的

毕业生进入了旅游行业，做导游的几乎

没有。”桂林旅游学院外国语学院副院

长潘冰说。

桂林旅游学院外国语学院目前有

英语、法语、日语、商务英语四个本科专

业和商务英语、商务日语、应用西班牙

语、应用泰语四个高职专业。对于毕业

生为什么越来越不愿意选择导游这个

职业，潘冰冰分析，首先是导游的收入

不稳定，基础薪酬较低，能为外语导游

提供就业保障的旅行社更是凤毛麟角；

其次是游客普遍对导游职业存在很多

偏见，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除了学校期间的学习，要想成为

一名合格的小语种导游，还需要带团历

练3至5年，这个成本很高。”潘冰冰说，

有些年轻人因为热爱，愿意从事小语种

导游这份工作，但一段时间下来，许多

会因为觉得辛苦而放弃。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旅游外语学院

旅游日语专业主任江功艺介绍：“我们

的学生多数都是零基础开始学习日语

和旅游知识的，要让他们在 3 年后既要

达到日本语能力等级二级证书以上水

准，又要具备旅游职业技能和管理基础

知识，掌握跨文化交际能力，压力非常

大。”

经过研究调整，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安排学生在大一上半学期就完成旅游、

日语基础课程，下半学期就进入实训阶

段。“我们每年的 5 月都有一周的实训

课，会邀请金牌导游等行业带头人带同

学们到西湖、灵隐寺、西溪国家湿地公

园等景区景点进行实练实训，通过中日

文结合的教学、导游讲解词的演练等，

让同学们真正了解导游的工作。”江功

艺说。

记者了解到，为优化小语种导游人

才供给，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参与调研了

全国小语种导游人才分布情况，建设了

小语种导游人才培养机制，并制订相关

工作规划。此外，还经常开展外语角、

外语演讲赛、辩论赛、短剧比赛、翻译大

赛等专业特色活动，提高学生的能力；

邀请金牌导游、经验丰富的计调开讲

座，让学生们看到这个职业的价值，培

养职业信心。

旅行社：是难题，更是挑战

导游：我需要一份“安全感”

院校：创新模式“造血”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