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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玩边挣钱”“可以去很多地

方旅游”，是很多人对导游这个职业的

第一印象。但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如

“导游强迫游客购物”“导游辱骂游

客”“导游欺诈游客”等消息，又使这

个群体被污名化。导游，这个承担着引

导游客领略山川人文之美、帮助游客安

排好旅程的重要角色，如何才能为一个

地区的旅游业增色？

云南旅游史上“最严”新规中，对

改进导游管理方式提出了“建立全省导

游管理平台”等3条具体措施，为云南

导游行业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旧的管理方式亟待改变

张晶（化名）是云南一家大型国企的员

工，10年前，因为喜欢旅游，张晶通过导游人员

资格考试，取得了导游证书。“当时是图有导游

证书去很多景点玩都可以免门票。而且像我们工

作周期性比较强，在闲暇的时候，还可以出去带

几个短途旅行团，挣点零花钱。”

据了解，我省过去的导游管理方式相对比

较松散。除一部分旅行社的签约导游外，还有相

当一部分从业者是挂靠到行业协会等平台上的。

有的旅行社有固定导游，规模比较小的旅行社则

不一定有自己的签约导游，只在有业务需要的

时候，再通过导游协会这样的行业组织来调配。

包括一些大的旅行社，在旅游旺季业务繁忙的时

候，也要聘请一些临时导游。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璋介绍，导游与旅

行社、导游服务公司等机构之间的关系不明确，

加上导游自身素质良莠不齐，给行业发展带来了

许多问题。“导游行业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是与此

相关的。没有固定收入，而且零团费带团，一些

导游就会通过强迫游客购物或者增加收费项目来

弥补，由此导致冲突，甚至会有打骂游客这样的

恶性事件发生。”吴宝璋说。

除此以外，行业缺乏更公开透明的评价体

系和与之相应的待遇匹配，也使一些从业人员没

有自我提升的动力。

在游客不能自己选择导游的情况下，一般

来说好的导游和一般导游的待遇差别，主要体现

在旅游团和线路的安排上。张晶说：“有经验

的、业内口碑好的导游，比较容易被安排去带一

些优质团。”

“虽然导游也有中级、高级职称，但在过

去，取得职称也不一定意味着待遇提高，很多人

也没有动力去提高。”吴宝璋说。

三条措施规范行业管理

4月15日起，新规正式施行。针对导游行业

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新规提出了“建立全省

导游管理平台”“公开导游服务质量评价”“强

化签约导游管理”等3条具体改进措施。

新规规定，要建立全省统一的导游管理信

息平台，将全省导游纳入平台监管；建立导游服

务质量网上评价系统，方便旅游者对导游服务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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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导游为游客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