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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旅游教育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经历了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单到全的过程。
据统计，目前全国举办旅游教育的院校共有1700多所，在校学生95万多人，旅游院校教师4万多人，已
经形成了涵盖博士、硕士、本科、专科(高职)、中专、职高等各个层面的完善的旅游教育体系。
在旅游院校教育蓬勃发展的同时，旅游行业职业教育和培训工作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初步建立了国家
、省市区、地市旅游部门和旅游企业的四级培训体系。
旅游教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断成长壮大，为国家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作出了
应有的贡献。

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
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家旅游局制定并实施《中国旅
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国旅游业“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紧紧围绕把旅游业培育
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两大战略目标，以建设世界旅游强
国为导向，全面推进旅游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行业和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领域，中国旅游业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

面对旅游业“十二五”发展的要求，我国旅游行业对人才需求的紧迫程度前所未有。
确立人才优先发展的地位，把旅游人才作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第一资源已经成为业界的共识。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和人才需求对旅游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是旅游教育发展难得的机
遇。
毋庸置疑，我国旅游教育的总体水平与飞速发展的旅游行业需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从人才的数量
、结构、质量上还不能完全适应产业发展的要求。
“十二五”期间，将是我国旅游教育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从事旅游教育的人们大有作为的时期。
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积极推进旅游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发展，为我国旅游业和旅游教育的发展
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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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增强旅游人才政策的适用性制定旅游人才政策，应充分考虑旅游行政管理人才、企
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及新业态人才的各自特点和规律，坚持从实际出发，分
类制定人才政策，进一步增强政策的针对性、操作性和实效性。
旅游行政管理人才政策，应以提升旅游行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为核心，建设一支与旅游业快速发展
相适应的高素质旅游行政管理人才队伍，并形成一批成梯次的发展潜力大的优秀年轻干部，并注重使
用好各个层次、各个年龄段的干部。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政策，应以培养造就一支职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旅游企业经营管理
人才队伍，应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努力培育具有各地特色的高水平民营企业家队伍。
专业技术人才政策应有重点地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旅游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提高专业化水平，并吸引、
培养一批拥有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人才和学科带头人。
高技能人才政策应以饭店、旅行社、景区等旅游企业技能服务人员为重点，形成一支门类齐全、技艺
精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
另外，应制定有利于改善旅游人才成长环境的发展政策。
第一，明确旅游行业职业分类，完善旅游职业资格制度；第二，完善、优化旅游人才职称体系，拓宽
专业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通道；第三，建立科学合理的旅游服务薪酬体系，并完善政府、企业
等改善旅游人才待遇的旅游保障政策。
2.强化旅游人才政策执行力第一，增强旅游人才政策的统一性，使各人才政策成为有机体系。
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才资源开发整体考虑人才工作，才能搞好人才资源的培养、配置、使用和管
理工作。
旅游人才政策的制定要加强部门之间的综合协调，使不同部门的人才政策相互衔接一致。
第二，完善刚性与柔性相结合的人才投入政策。
人才资源开发的政府投入政策要刚性化，对设立的人才工作专项资金、科技三项经费等应列入财政预
算，做到专款专用，并按不低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逐年增加，为旅游人才队伍建设提供资金保
障。
第三，完善人才工作责任机制。
按照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的总体要求，把加强人才工作领导
体系建设纳入吸引、留住、用好旅游人才政策之中，进一步明确各级各有关部门、科室及其工作人员
的职责、目标和任务要求等，形成统分结合、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
第四，建立政策落实机制。
应建立严格的人才工作领导责任制，做到分工明确，任务到人，强化督查，狠抓落实。
全面实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把人才工作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政
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与经济工作同步考核，对成效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对工作被动应付，造
成不良影响的，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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