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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高校旅游人才培养与 

旅游产业匹配关系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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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师范学院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贵州 六盘水 553004) 

【摘 要】：梳理旅游人才和旅游产业需求相互关系分析,介绍了贵州省高校旅游人才培养供给、旅游产业需求

现状,构建位序匹配模型,对贵州省高校旅游人才培养与旅游产业发展匹配状态及类型进行划分和分析,并从以市场

需求构建区域旅游人才培养目标;扩大人才培养规模,提高旅游人才供给能力;创新旅游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旅游人

才供给质量三个方面提出贵州高校旅游人才培养与产业匹配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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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旅游产业开始兴起,相应的旅游类专业发展则较为缓慢,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出现。伴随旅游产业

的日益发展成熟,其对具有专业素质旅游人才的需求也愈加旺盛,并且对于各种类型旅游人才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而旅游人才

主要的培养地则来源于各大高校,高校培养旅游人才的质量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旅游产业的发展。但目前贵州省高校旅游专业

培养规模较小,人们对于旅游专业的接受度不高,这一系列因素制约了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的发展。 

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势头迅猛,而旅游人才是否跟得上旅游产业发展的脚步则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贵州省高校旅游人才

的培养与旅游产业匹配关系调研,梳理出贵州省旅游人才供给和旅游产业需求客观现实,提出贵州旅游人才培养与旅游产业协调

发展的策略。 

1 旅游人才培养与旅游产业需求的相互关系 

旅游人才培养是旅游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本要素和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源投入,而高校旅

游人才培养为旅游产业提供了人才和智力支撑,为旅游产业发展、转型升级提供了强有力发展基础条件。同时,旅游产业需求一

定程度控制了高校旅游人才培养的模式和方向。旅游产业是旅游人才教育和人才培养发展的缘起,回顾国内外旅游教育历程发现,

传统旅游部门(酒店、景区和旅行社)的发展促进的旅游教育的诞生。因此旅游人才培养方向与地方旅游产业市场需求相结合,积

极对接地方旅游产业所反馈的信息,调整旅游人才培养思路和模式,适应地方旅游产业市场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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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贵州省高校旅游人才培养供给与旅游产业需求现状分析 

2.1贵州省高校旅游人才培养供给现状 

通过实地调研和高考志愿网填报系统整理,从高校旅游在本专科高校数、校生人数、本科专业数、专科专业数等几个指标统

计 2017年贵州旅游人才培养供给基本现状统计结果如表 1。 

表 1贵州省高校旅游人才培养供给统计表 

序号 州市 本科高校数/所 专科高校数/所 在校学生数/人 本科专业数/个 专科专业数/个 

1 贵阳市 9 6 8014 12 17 

2 六盘水市 1 1 586 2 2 

3 遵义市 2 2 1651 4 5 

4 铜仁市 1 1 358 2 2 

5 毕节市 0 1 452 0 5 

6 安顺市 1 1 732 1 4 

7 黔东南州 1 2 1712 3 4 

8 黔南州 1 3 1199 2 6 

9 黔西南 1 3 1827 2 4 

10 合计 17 20 16531 28 49 

 

从高校数看:省会贵阳的本科高校旅游人才培养发展水平要远远高于贵州省的其它州市,目前贵阳有旅游专业的本科高校有

9所,专业高效为6所,占了整个贵州省的旅游专业本科高校数量的半壁江山,而其它八个地州市则分别有一所旅游专业本科高校,

高校资源主要向省会城市集中。从旅游在校生人数看,全省在校生总量仅为 16531人,旅游专业招生规模仍然偏低,旅游教学的资

源也得不到充分的利用。贵阳市旅游在校生人数占贵州省在校生人数一般以上,其中旅游在校生较少市州为六盘水市、毕节市和

铜仁市。整体上看旅游在校生资源分布不均衡,分布差异较大。旅游人才培养供给较为集中。从旅游专业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表

现,高校旅游专业的设置也显得比较单一且专业总数较少,本科层次专业少,专科层次专业较多,总体上看专业设置层次有待提

高。根据相关统计资料表明,贵州省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数最多,其次是酒店管理,而旅游的其它相关专业比如导游、旅行社经营管

理等则寥寥无几,专业多样性有待加强。 

2.2贵州省旅游产业需求现状 

贵州省属于中国的旅游资源大省之一,近年来旅游产业快速发展。从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年际变化来看,2017 年的旅游总收

入为 7116.81 亿元,较 2016 年增长了 41.56%;旅游人数总计为 74417.43 万人次,较 2016 年增长了 40.02%。总之,贵州省的旅游

产业实现快速发展,对旅游人才需求也逐年增长,通过查阅资料,从旅行社数、星级酒店数、旅游景区数以及旅游接待规模(入境

和国内旅游人次)及旅游发展水平(旅游总收入)6个方面统计旅游产业需求情况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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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贵州省高校旅游人才培养供给统计表 

州市 
旅行社 

数量/家 

三星级以上 

饭店/家 

3A以上景区 

数/家 

入境旅游 

人次/万人 

国内旅游 

人次/万人 

旅游总 

收入/亿元 

贵阳市 140 42 22 40.95 14836.59 1871.95 

六盘水市 28 7 22 3.80 2997.07 200.49 

遵义市 46 24 40 1.83 11877.90 1143.20 

铜仁市 24 28 25 5.63 6460.14 517.93 

毕节市 20 18 16 5.25 7735.62 641.71 

安顺市 26 23 24 6.62 7457.50 764.67 

黔东南州 36 41 30 3.75 9347.78 777.75 

黔西南州 21 9 19 4.12 4299.81 342.50 

黔南州 27 25 40 2.05 9189.25 862.35 

 

2.3高校旅游人才培养供给与旅游产业需求匹配关系 

选择旅游在校生人数作为旅高校旅游人才培养供给的代理变量,旅游总收入和旅游行业规模(旅行社数、星级酒店数、旅游

景区数之和)两个指标作为旅游产业需求的代理变量,因两者指标不可比,因此本文采用位序法判断二者匹配情况。 

为了进一步划分匹配状态及其供需匹配类型,结合排序结果按照,将匹配状态划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匹配、不匹配、极不匹

配。根据位序差异将位序差小于 2为定为匹配,位序差(2,4)为不匹配,位序差≥4为极不匹配。为确定匹配的等级类型,结合排序

结果,按照位序 1-3(含)为高水平(供给/需求),4-6(含)为中等水平(供给/需求),7-9(含)低等水平(供给/需求)三个等级。结合供

需匹配关系,高水平同步型、低水平同步型、中等水平同步型、高水平供给/需求滞后型、中等水平供给/需求滞后型、低水平供

给/需求滞后型等 9个类型。并将匹配结果统计如表 3。 

表 3高校旅游人才培养供给与旅游产业需求匹配关系 

州市 

供给 需求 匹配状态 

在校生人数 旅游总收入 旅游企业数 状态 类型 

贵阳市 1 1 1 匹配 高水平同步性 

六盘水市 7 9 7 匹配 低水平同步性 

遵义市 4 2 2 不匹配 中等水平供给滞后型 

铜仁市 9 7 5 极不匹配 低水平供给滞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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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市 8 6 8 不匹配 低水平供给滞后型 

安顺市 6 5 6 匹配 中等水平同步型 

黔东南州 3 4 3 匹配 高水平同步性 

黔西南州 5 8 9 极不匹配 低水平需求滞后型 

黔南州 2 3 4 匹配 高水平同步性 

 

从表中可以看出,贵阳、黔东南州、黔南州匹配状态较好,均为高水平同步匹配类型;六盘水市虽然为匹配状态,但是出于低

水平状态,旅游人才培养和旅游产业发展均需要快速提升。值得提出的是,铜仁市和黔西南州为极不匹配状态,但二者匹配类型正

好相反,其中铜仁为供给滞后型,而黔西南州为需求滞后型。进一步统计发现,旅游人才供给滞后型相对较多且多出于中低水平匹

配类型,主要有遵义市、铜仁市、毕节市。表明贵州省旅游人才供给整体不足,需要进一步提升旅游人才培养供给,实现旅游人才

培养与旅游产业发展相对匹配。 

3 旅游人才培养与旅游产业匹配协调对策与建议 

3.1以市场需求构建区域旅游人才培养目标 

目前贵州省旅游人才培养规模和旅游产业发展存在不匹配的问题,通过调研发现旅游人才培养质量和目标与旅游产业发展

需求也存在不匹配问题。旅游人才培养市场导向不足,旅游人才能力市场导向不明确。据此本文提出按照应用型人才培养思路,

以培养适应实践需求的能力为导向,将旅游管理的人才培养目标可以解构为职业基本要求、专业基础能力、专业核心能力和专业

拓展能力等四个方面,分别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旅游国际视野与前瞻性能力;专业实操技能,熟练行业工作的能力以

及熟练地运用互联网、计算机等手段拓展自身职业发展的能力。 

3.2扩大人才培养规模,提高旅游人才供给能力 

目前,贵州省开设有旅游管理类专业的高校有 37所,其中本科高校 17,专科高校 20所,开设旅游管理专业高校总体不多,从旅

游人才培养规模上看,年均毕业生仅为 4000余人(在校生除以 4估计)。同时,“十三五”期间,贵州省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特别是

2015 年以来,旅游发展年均增长超过 50%。旅游酒店特别是乡村旅游接待设施快速兴起,加上 100 个重点旅游景区建设和提档升

级建设,旅游行业人才需求特别是高层次旅游人才需求缺口较大,因此,贵州省还需必须扩大人才培养规模。进一步增加旅游管理

类专业招生规模,从培养量上实现初步匹配;另一方面,高等学校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扩大旅游人才供给规模。 

3.3推进培养模式创新改革,提高人才供给质量 

3.3.1以行业需求为导向,培养旅游人才 

了解旅游产业发展的动态及有关信息来完善旅游人才培养的方式,旅游人才培养必须把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相结合,培养产

业发展所需要的高质量,高水平人才。同时,通过加强校企合作模式,实行 1+X 的旅游培养模式,最终促进旅游人才培养模式的完

善。 

3.3.2以满足市场需要为出发点,优化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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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幅度强化旅游行业岗位职业服务技能和服务能力培养,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大幅增加实践实训类课程,理论课程体系

也围绕岗位能力全面优化,逐步构建了基于能力导向的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专业模块化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体系的培养方案。此

外,为服务地方产业发展,人才培养方案先后增设地方文化、地方行业等相关课程,实现专业毕业生储备能力与地方产业发展相衔

接。 

第二,强化理论联系实践教学理念,强化与行业生产过程对接。旅游行业生产过程涵盖面广、服务对象复杂,生产过程对实践

能力和服务意识要求高,因此在旅游管理教学过程之中强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管理办法将专业教学过划分为校内理论与实

践训练阶段和校外(职场)实践实战阶段。在校内理论与实践训练阶段,根据行业生产过程能力要求,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专业的

专业核心课程均配套独立实践实训课程,如旅游资源调查、旅游礼仪、旅游公共关系、旅游线路设计与策划等。此外还针对旅游

管理生产过程复杂性和语言技能要求,先后设置旅游英语、旅游口语、酒店口语、普通话等。在校外(职场)实践实战阶段,根据

行业生产认知过程,先后设置行业见习、行业综合实习、毕业实习三个实习教学任务,有效将旅游行业生产与专业教学过程有效

衔接。 

3.3.3采用“教师走进企业,企业走进学校”模式,建设优秀教学团队 

采用“教师走进企业,企业走进学校”模式,将教师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技能培养与评价相结合。采用鼓励教师去旅游企业兼

职或顶岗实习,可以增强教师的实践水平能力,也可以让教师及时更新自己的理论知识,掌握旅游产业的最终动态,这样才能更好

的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同时也可以让企业的管理人员或代表岗位的员工走进学校,让他们来为学生传授岗位中的一些经验,增

加学生对行业的认识及经验。构建优秀教学团队。 

3.3.4以满足教学需要为立足点,加强实训基地建设 

建设设施完备的校内实习基地,满足学生技能训练的需求。按照集教学、培训、技能鉴定、职业素质培养于一体的实训基地

建设思路,新建和改扩建满足校内实践教学需要的实训基地。建立长期稳固的校外实习基地,强化学生实践能力。通过校企合作

的方式,着重选择规模较大、技术先进、管理科学、理念超前的旅游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和校外实训基地,搭建实训基地教学指导

和现场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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