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析此次报考人数创新高的原因，

浙江省旅行社协会导游分会会长钱钧

认为，是必然。“2019 年以来，全国导游

资格考试延期或取消的情况导致了一

部分考生的积聚，让此次考生数量创新

高成为必然。再就是就业压力，导游职

业实行准入制度，拿到导游资格证就好

比有了就业敲门砖。”

除了考生数量创新高，跨行业考生

数量增加也是此次全国导游资格考试

的一大特点。多学门技能，让自己多些

安全感是他们参考的普遍目的。

今年 25 岁的周馨在新媒体行业工

作，她告诉记者，目前并没有换工作的

想法。“平时我经常会出去旅游，有了导

游证后，一些景点就可以免费玩了。当

然，最主要还是因为我看好旅游的大好

前景。有了导游证，以后做一些旅游相

关的业务也比较方便。”

在某互联网公司上班的程晓也报

考了此次导游资格考试，跟周馨不同的

是，她想借这次考试给自己换个工作环

境。“近两年公司频繁裁员，让我萌生换

工作的想法。”程晓坦言，考导游证也相

当于多学了一门技能，“技多不压身

嘛。”

钱钧表示，我国旅游业的稳步发展

和入境游市场的极速回暖也是导游资

格证突然成为“香饽饽”的主因。“近来，

我国出入境旅游政策利好不断，外语导

游的需求量很快会迎来峰值。”记者注

意到，目前我国导游资格证外语类考试

涉及英语、日语、德语、法语等语种，不

少地区外语类考生占比超过 10%，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批优秀的双语导

游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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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贾 露
“导游荒”，旅行社成长的烦恼

一直以来，社会和政策保障的缺位

让导游群体始终缺乏“归属感”和价值

感。导游想要怎样的发展环境？旅行社

又希望找到怎样的中坚力量？供需双方

如何实现互相成就？采访中，相关旅游

主管部门、业者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先“开源”。“不论是高端团还是定制

团，并不是没人接，而是没有合适的人

接。”杭州某旅行社负责人说，“现在旅行

社最缺的是专业型的导游，比如研学导

师。”他说，由于专业型导游的短缺，一个

研学导师同时服务几个团队的情况在业

内是司空见惯的。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相关负责人指出，导游亟须拓展自身

技能，努力向更专业的知识型导游发

展。旅行社也不妨转变思路，以做稳常

规团队为前提，有方向地优化导游队伍，

从而满足市场对高品质旅游的需求。

再“引流”。杭州旅游协会导游分会

负责人何亭介绍，除了每年的金牌导游

大赛，杭州旅游协会还会在汇总各大旅

行社用人需求后，组织华东地区导游进

行集中培训，并开展“牵线式”招聘会。

“这类招聘，总能帮助旅游企业找到‘能

上手’的导游人才。”

旅行社和导游唯有彼此信任，成为

利益共同体，才能将一系列利好政策和

消费潜力转化为动力，相互成就，“导游

荒”，这个旅行社成长的烦恼也终将成为

过去式。

从“火”出天际的淄博烧烤，到西双版纳泼水节热度的持续高涨，再到今年首个顶流“尔滨现象”的爆火出圈，自去年年

初至今，各地旅游产业发展呈现高开猛增态势。然而，旅游业一片繁荣的背后，因“导游荒”引发的抱怨声总不绝于耳，“选

导游就像开盲盒”“几十个人的大团只有一名导游”⋯⋯

近日，这类问题或有望得到缓解。

不久前，2023 年导游

资格证考试结束，不仅报

考人数创历史新高，还呈

现高学历、外语类考生人

数增多以及跨行业考生比

例增加等新特点，消息一

出，全行业为之振奋。

在旅游行业中，人永远是最核心

的资产。于旅行社而言，导游往往发

挥着支撑的作用，是其核心竞争力。然

而过去几年，大批年富力强的中生代导

游因生计问题转行，导致导游行业出

现断层。

“年轻人入行难，中生代转型了，四

十多岁的跑不动了⋯⋯”钱钧说，断层是

当前导游梯队存在的普遍现象。他向记

者透露，2019 年年底，杭州的导游总数

为 1.6 万余人，截至 2022 年年底则锐减

至 1.2 万人左右，目前，留守旅行社的专

职导游仅 3000 余人。“人才流失是疫情

给旅游业留下的一大‘后遗症’。”然而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旅行社面临的问题并

非仅是缺人这么简单。

杭州市旅行社行业协会会长许敏告

诉记者，目前，中国国旅、省中旅、中青旅

等国资头部旅行社都已召回部分出境游

带队导游。“但由于订单量上升较快，旅

行社更需要有经验的导游能迅速接上，

实在无暇培养新人。”

浙江省中国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导

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导游缺乏实

战经验，不足以应付当下爆发式增长的

旅游市场，“目前，我们已召回部分有经

验的中生代导游和领队，相比年轻导游，

他们更具备带领各类型团队的能力。”

多位受访业者表示，此次全国导游

资格考试人数创新高确实令人振奋，但

相对于行业亟待解决的高素质导游人才

缺失问题，或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过

去，跟团导游更多的是提供向导、讲解等

基本服务。而现在，面对再次‘活化’后

的旅游市场，导游需要提供更专业更具

个性化的服务。”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

红说。

今年元旦，杭州的李女士陪着孩子

参加了两天一晚的史前文化研学主题

游，第一天的研学内容安排了参观上山

遗址博物馆，“要是没有带队导游的讲

解，我想，这个地方我连十分钟都待不

住。”李女士说，在导游的带领下，他们在

这个只有标本和图文的地方足足待了一

个多小时，而且全程完全没有觉得枯

燥。“导游讲得专业，孩子们听得也入迷，

整个过程，大家都紧紧跟着导游，生怕错

过任何一个精彩的故事。”可见，导游的

素养直接决定了团队游产品的品质。

“招到合适的导游真的太难。”周卫

红说，和其他岗位不同，单纯靠面试是

无法全面了解导游实际能力的，“我们

还会看他的带团效果，因为客户的反

馈才相对比较准确。”从周卫红说的话

里记者感受到，她们虽然急，但宁缺毋

滥。

那么，旅行社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导

游？“当下，即便是传统的包团游也需要

专业且个性化的服务，定制型导游必然

是这个市场不可或缺的；再就是精讲型

导游和直播型导游了。”钱钧说，后两者

是旅游市场需求细分后的产物。“精讲型

导游以专业知识讲解为主，而直播型导

游我们应该都不陌生。杭州小黑、西安

冰蛋、房博、曹震等，都是业内比较有名

气的直播型导游。”钱钧说，很多旅行社

都开通了自己的新媒体账号，一个会导、

会拍、会剪、会直播、会带团的全能型导

游，是旅行社的第一生产力。

三年的市场停摆，让文旅行业的“新

生力量”大幅下降，中坚力量被迫“逃

离”，在文旅市场的萧条期，要快速赚钱

养家，临时行业成了大部分“失业”导游

们的选择：送外卖、跑网约车、干保险、当

保安、做房产中介⋯⋯一大批“张导”“李

导”下海，成为奔波在大街小巷的蓝衣、

黄衣“小哥”。

也有依靠互联网成功转型为直播型

导游的，比如上文提及的“杭州小黑”诸

鸣，他是全国优秀导游、杭州市终身金牌

导游，也是抖音平台“粉丝”超千万的主

播。这位从业将近 25 年的老导游，通过

短视频和直播带着粉丝“云旅游”，“疫情

三年，很多导游都开始尝试通过线上转

化客源。”诸鸣说。

有人则已经彻底踏上“新路”。90
后曹云松 2021 年辞职转做电商直播，已

决定不再回归。“虽然现在工作量也很

大，但至少不会风吹日晒，况且，我目前

的收入早已高于做导游时，没有回去的

必要了。”曹云松说。

而更多的人还在选择观望。杭州导

游魏哲曾在去年被旅行社叫回去救急，

可没过多久又开始待业在家，他还是有

点犹豫，这几年旅游市场变化比较大，不

知道自己还能不能适应。”

那么，导游缺口怎么补？常用的应

急办法就是“借”或“共享”。近日，供职

于杭州某旅行社的导游林珊接到了绍兴

老家一家旅行社春节期间地接团的“借

调”电话。“我有几个绍兴的地接导游群，

每个群都有三四百人，平时有用人资讯，

大家都会往群里发，有空的导游都可以

接。”林珊说，这种临时接单、共享资源的

方式，在行业内很是常见，“春节的这个

地接活动，要从初一延续到正月十五，全

部大概需要 20 来名导游，除去当地旅行

社全职的 5 名导游，其余的导游缺口都

是靠‘借’补齐的。”

不过，单单靠“十个锅子九个盖”也

仅是权宜之计，导游总体人数的减少仍

是制约旅游市场发展的“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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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证为何突然吃香了？ 旅行社缺什么？

导游们“逃”往了何处？

供与需，如何互相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