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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考核方式、强化外语导游供给、优化激励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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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管理有了新办法
◎ 记者 贾 露

导游，是旅游的“金名片”，文化的“传播者”。一个高品质文旅

目的地打造，离不开高质量导游队伍建设。随着旅游行业的不断

发展，导游作为旅游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专业素质和服务水平

显得尤为重要。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导游等级考核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对原《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管理办法（试

行）》作了诸多修订，并将于2025年3月1日起施行。那么，《办法》

修订了哪些内容？它对导游行业的发展将带来哪些影响？

自去年起，得益于免签证、通关便利

化以及支付简化等积极政策的实施，我

国 的 免 签 政 策 影 响 持 续 增 强 ，“China
Travel（中国旅游）”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升

温，外国游客数量不断增加让外语导游

特别是小语种导游出现短缺现象。

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持续火热和入

境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导游需求量持

续攀升，导游，成为了就业市场的热门选

择。以 2024 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为例，

全国共有 31.78 万名考生交费报名，同比

增长 45.12%，人数攀升至历史新高。不

仅如此，随着旅游市场的细分，导游行业

也在逐步向专业化、个性化等方面发

展。为进一步优化导游队伍建设，《办

法》不仅将导游等级考核工作的实施主

体进行了修订，更对考核规则和方式进

行了改进。

《办法》明确了导游的等级，旨在加

速导游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这表明，无

论新老，导游人员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

的职业规划。在评估方法上，《办法》采

纳了笔试、面试以及论文答辩等多种考

核形式。初级导游在取得资格证书的

同时还将自动获得初级等级资格。相

较之下，中级和高级导游则需通过周期

性的考核才能保持其资格。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特级导游的考核将侧重于更

深层次的导游词创作和专业论文撰写，

这无疑对导游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为严

苛的要求。考核内容的增加和难度的提

升，将极大提升导游队伍的整体素质。

与此同时，更高的专业标准将激发导游

群体不断探索和创新，为游客提供更为

优质、个性化的服务体验，从而极大地

增加游客的旅游满意度值得一提的是，

每两年举行一次的考核频次，也确保了

导游能够不断更新其知识与技能，这种

动态的管理体系，可以有效促进导游队

伍的优胜劣汰，推动行业持续的进步与

发展。

总之，《办法》的施行将为文旅行业

注入新的生机。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游

客，均将在这一进程中感受到变革所带

来的机遇与挑战。距《办法》的施行还有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初级导游们应充分

利用好这段时间，通过参加集训或是请

教资深导游等方式，努力提升专业素养，

为即将到来的大考做好准备。中级和高

级导游则需要更加注重持续学习和专业

提升，保持对行业动态的敏锐洞察，通过

参加交流研讨会等方式，与同行交流经

验，分享心得，共同进步。同时，运用自

身的经验和优势，积极引导初级导游的

成长，促进整个导游团队素质的提升。

（部分材料源于文化和旅游部）

《办法》修改了哪些内容？有何亮点？

完 善 章 节 结 构 并 规 范 表

述。根据《导游人员管理条例》

等相关规定，《办法》将导游等级

考核工作的实施主体由“全国导

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委员会”

“省级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办

公室”分别调整为“国务院文化

和旅游主管部门”“省级文化和

旅游主管部门”；将《导游人员等

级考核评定管理办法（试行）》名

称调整为《导游等级考核管理办

法》，使体系逻辑更清晰，语言表

述更规范。

改进考核规则和方式。结

合近年实践经验，《办法》明确每

2 年组织一次中级、高级导游等

级考核，每 4 年组织一次特级导

游等级考核，将考核组织频次制

度化，便于广大导游做好职业规

划。结合征求意见中“对中级、

高级、特级导游的考核方式应更

加多元”的建议，将中级、高级导

游等级考核方式从笔试调整为

“原则上采取笔试形式”，将特级

导游等级考核方式从论文答辩

调整为“原则上采取论文答辩形

式”，增加“根据需要，中级、高级

导游等级考核可以增加面试形

式，特级导游等级考核可以增加

笔试形式”表述，为后续丰富考

核方式提供依据。

加 强 高 等 级 外 语 导 游 供

给。导游等级考核重点在于考

查导游服务能力水平，考虑到相

关部门对于外语能力考核已有

成熟认证体系，为解决不同导游

等级之间语种数量不对齐的问

题，导游等级不再对外语能力进

行考核。修订后，导游的外语能

力认定与导游等级考核相对独

立，导游等级考核不再设置外语

科目，导游晋升等级后，已取得

的导游语种继续予以保留，从而

加强高水平外语导游供给，提高

入境旅游接待能力。

优 化 激 励 晋 升 和 鼓 励 措

施。此前，导游参加全国导游大

赛取得最佳名次或参加在文化

和旅游部备案的省级导游大赛

取得最佳名次后，可在 1 年内通

过省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报

文化和旅游部申请晋升导游等

级。结合征求意见情况，《办法》

进一步放宽了激励晋升的条件，

简化了办理程序，明确导游获得

相应奖励表彰后，可在 2 年内直

接通过省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

门晋升等级。《办法》专门设置

“鼓励措施”章节，明确了各级文

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旅行社、行

业组织在鼓励支持导游提升导

游等级方面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为各地制定出台激励性措施提

供政策依据，进一步增强导游参

加等级考核的积极性。

合理设置考核报名条件。

《办法》参考国家标准《导游等级

划 分 与 评 定 》 （GB/T
34313-2017）设置了报名条件，

并根据征求意见情况进行了调

整。鉴于近年来中级、高级导游

等级考核一直同步举行，故中

级、高级导游等级考核的报名条

件保持一致。特级导游考核为

单独组织，故对其报名条件进行

了单独设置。同时，充分考虑导

游工作实际，将带团记录要求调

整 为 符 合 相 应 天 数 或 次 数 即

可。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还将

对带团记录管理进行优化，提高

填报便利化水平，督促旅行社依

法依规做好填报工作。

健 全 监 督 管 理 和 退 出 机

制。为切实维护导游等级考核

工作的权威性、公平性，保障广

大导游参加等级考核的权益，

《办法》针对导游等级考核过程

中可能存在的考生舞弊情形和

工作人员违规行为，设置了详细

的处置条款。同时，明确了可以

取消导游等级的有关条件，健全

导游等级退出机制，强化了对导

游等级考核工作的监督要求。

据介绍，《办法》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导游人员等级

考核评定管理办法（试行）》《导

游奖励晋升和加分备案办理程

序》同时废止。

新政策将为行业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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