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焦点
22023.12.8 星期五 责任编辑：马军/版式设计：张杰成/责任检校：朱少川2023.12.8 星期五 责任编辑：马军/版式设计：张杰成/责任检校：朱少川

这几天，中国边境口岸挺热闹。

继多项入境游促进措施实施之

后，我国又对法国等 6 国单方面采取

免签入境政策。从 12 月 1 日至 3 日，

相关国家人员入境数量持续上升，上

述 6 国共有近 1.8 万人次入境，日均

入境人次较11月30日增长39%。

随着国外游客纷至沓来，国内不

少旅游企业却犯了难：游客回来了，小

语种导游去哪找？

一直以来，我国小语种导游人数

与入境游客需求量不成比例，缺口较

大。再加上疫情三年，短缺情况变得

更加严峻。

小语种导游都去哪儿了？这个行

业的前景如何？

本报记者 薛文春

施洋是上海一家国际旅行社的意大利语导游。

95 年出生的她，性格爽朗，做事麻利,对自己的职业

发展很清晰。

疫情期间不用带团，她在家当起了小语种博主，

通过摸索，她把过去几年带团的录像做成短视频拿

出来，收获了不少粉丝。

为何坚守导游职业？施洋坦言，一方面是想到

处走走看看；另一方面作为“稀缺人才”自我感觉还

是蛮享受的。

“我认识几个前辈，他们现在是这个领域的‘香

饽饽’。”她说，现在很多地接旅行社都安排不出小语

种导游，只得让英语导游临时充数，但效果不好。未

来，想提高入境游客的旅行体验，还是得安排对口的

小语种导游。

施洋的观点也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赞同。

一位旅行社负责人表示，随着我国出入境游的

不断发展，对小语种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多，职业前

景比较乐观。

实际上，国家已经在大力支持小语种人才的发

展和培育。近日，文旅部在答复人大代表一份建议

时说到，目前存在外语类导游，特别是小语种导游欠

缺的问题，将加强对外语类导游的人才培养和储备，

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优化外语类导游人才供给，为

入出境旅游市场发展提供好人才支撑。

其实，小语种导游职业前景乐观

这段时间，浙江新世界国际旅行

社人力资源经理林国强非常忙。

除了公司年底盘点，他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任务：为公司寻找小语种导

游，以应对接下来可能爆发的入境游

市场。小语种指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

语种，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和

阿拉伯语等。

“原有 4 个小语种导游全部离职

了。”林国强说，现在他不得不通过招

聘网站、人社局线上平台等多个渠道

招人，前两天还专门跑了一趟浙江外

国语学院，看看是否可以合作。

事实上，小语种人才供给不足问

题一直困扰文旅行业发展。据不完全

统计，疫情前我国约有 60 万名导游，

外语导游约 10%，其中英语占大头，

小语种不到 3%。再加上三年疫情冲

击，大批人员流失，小语种导游数量与

市场需求量不成比例，缺口大。

这个问题不仅让国内旅行社无

奈，国外旅行社也头疼，尤其是近年来

与我国经贸人文往来日益密切的国

家，比如俄罗斯。

随着中俄免签政策实施，中俄两

国互访游客数量激增。2023 年第三

季度，俄罗斯对华商务旅游航班需求

是去年同期的 10 倍。中国已经成为

俄罗斯第二大差旅目的地国。

上月，在中国举办的 2023CITM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上，俄中俱乐部

旅游协会会长谢尔盖·张石表示，俄罗

斯人对赴华旅游的兴趣正稳步增长，

但目前在中国，俄语导游的培训水平

满足不了俄罗斯游客的需求。

浙江外国语学院文化和旅游学院

党总支委员、环地中海研究院副研究

员乔桂强认为，外语导游已经不再是

单纯提供旅游服务的工作人员，他们

也成了国际传播和文化交流的关键角

色。导游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入境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也会影

响外国游客对中国旅游产品的整体体

验，需要引起重视。

“4个小语种导游全离职了”“4个小语种导游全离职了”

傅军，山东青岛人，今年 37 岁。2010 年毕业来

到杭州，进入一家国际旅行社做法语导游。现在的

他已是跨境贸易公司的业务主管。当被问及是否还

会回去当导游时，傅军的回答很干脆，“肯定不回去

了”。

疫情发生后，傅军差不多一年时间，他靠给人翻

译材料过活。2022年，他找到了现在的工作。由于

对公司开拓法国市场大有助益，加上口才出众，他很

快升职加薪。

他坦言，虽然导游职业很锻炼人，但他再也回不

去了——工作不稳定，加上自己年龄增长，精力跟不

上了。

这不是个例。据业内人士预测，疫情三年，至少

四成小语种导游转行，很多人去了物流、外贸企业和

培训机构，收入高还稳定，基本不会回头了。

当然，也有人选择留下，比如在黑龙江黑河市一

家国际旅行社担任俄语导游的莉莉。莉莉是“70

后”，本地人。1990 年从黑龙江大学俄语专业毕业

后成为俄语导游，一干就是 30 多年。疫情三年，黑

河口岸一度关闭，她都挺过来了。

为何不转行？热爱是一方面，还有两个重要原

因：一是当地不像江浙沪这边有很多物流和外贸企

业可以去，转行就意味着离家；二是在黑河做导游还

是能赚到钱的。

黑河在黑龙江省北部，与俄罗斯阿穆尔州隔江

相望。它是中俄边境线上唯一一座通航的城市，拥

有独特的边境文化，文旅资源丰富。旅游业是黑河

重要的产业之一。当地从事中俄出入境旅游的旅行

社就有上百家。

“快熬出来了。”莉莉说，今年 9 月，中俄互免签

证团体旅游业务正式实施，生意又好起来了，到现在

他们公司接了上千个团。

在浙江外国语学院西语学院副院长张禄彭看

来，为了更好的生活，调整职业方向无可厚非。有人

中途离开，有人坚守，都是正常的。但是，这几年很

多小语种专业毕业的学生，在就业时首选外贸，其次

是教培，最后才是文旅，这也是小语种导游缺乏的一

个重要原因，值得深思。

他说，他肯定不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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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游复苏，旅行社着急
小语种导游流失严重，需求缺口越来越大

导游
去哪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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