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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福建自贸区视角的涉外旅游人才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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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福建自贸区的建成给福建旅游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随着福建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

提高，福建省对涉外旅游人才的要求将进一步严格，涉外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也随之成为关注的

焦点。从福建省高校涉外旅游人才培养的现状来看，存在结构不合理、专业化程度低、无法满足

市场需求等问题，应从人才集聚战略、人才培养目标、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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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福建自贸区的发展以及旅游业的全面开

放，涉外旅游人才的需求量也将越来越大。如何抓

住机会，把旅游业发展得更快更好，关键在于人才

培养。而涉外旅游人才的培养必须与国际接轨，才

能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的涉外旅游人才，才

能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从而提高福建旅游在国际

旅游市场上的竞争力。 

一、福建自贸区的发展对涉外旅游人才的需求
分析 

涉外旅游人才指的是熟悉国际旅游相关知识，

掌握国际旅游相关技能，具有较高外语水平，熟悉

现代管理技术，能运用所学的专业英语进行涉外旅

游服务、经营与管理活动的创新型应用性专门人才，

其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出境领队、外语导游、

涉外酒店服务与管理人员、涉外旅游市场营销人员、

国际会展经营与管理人员等一切与旅游行业相关的

从业人员。因涉外旅游人才的涉外性，在人才的培

养方面对其知识结构、能力结构、职业能力等都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涉外旅游人才素质的高低不单关

系到国际旅游消费者的旅游体验，同时代表着一个

国家或地区的旅游形象。 

据福建省旅游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 2014 年

底，福建省持有领队证的人员仅有 3371 人，其中只

有 1000 人左右从事领队工作。福建省组团社有 83

家，近年来出境旅游市场竞争激烈，领队人数呈现

供不应求的现状。
[1]
福建省的领队总量较少，学历也

多以专科为主。涉外旅游人才不仅在数量上无法满

足涉外旅游市场发展的需要，而且在质量上与国际

旅游人才能力要求相差甚远。这种涉外旅游人才培

养状况与未来福建自贸区发展所带来的旅游行业迅

速发展态势极不相称。由于旅游行业门槛较低，旅

游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同时，由于旅游行业

实践第一性的特点，大部分毕业生转向别的行业就

业，特别是本科及其本科以上的毕业生从事旅游行

业的不足 10%，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旅游人才培

养的有效输出，导致了旅游行业长期处于一种低水

平的供应状态。总之，福建省自贸区的发展将极大

地推动福建省涉外旅游市场的发展，未来，福建将

需要一大批的高素质涉外旅游人才。 

二、福建省涉外旅游人才培养现状 

（一）福建省高校开设旅游相关专业的院校分布情况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目前，福建省有开设旅游

相关专业的本科院校总共有 18 所，专科院校总共有

33 所。其中，福州有 7所本科院校，10 所专科院校

开设与旅游相关的专业，总量位居第一；紧随其后

的是厦门，共有 4 所本科院校，10 所专科院校开设

旅游相关专业；其他七个地市开设了与旅游相关专

业的本科院校各有一所，泉州还有 5 所专科院校开

设旅游专业，漳州有 3 所，南平有 2 所，三明和宁

德各 1 所，莆田则没有。福建开设旅游专业的高校

基本集中分布在省会和闽南地区，其他地区较少，

总体分布不均衡。 

（二）福建省高校旅游相关专业布局情况 

从专业布局来看，福建省旅游相关院校开设旅

游管理和酒店管理专业较多，分别占到了 61%和 45%，

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其次为会展策划与管理、涉

外旅游、空中乘务，比重在 15%左右，与旅游管理专

业差距较明显。其他的专业，比如导游、旅行社经

营与管理等、烹饪工艺与营养、旅游工艺品设计与

制作、旅游服务与管理等专业只占到了 4%左右，与

新兴的运动休闲服务与管理、高速铁路动车乘务、

国际邮轮乘务等专业差不多持平。而像历史文化旅

游、观光农业、会展艺术设计等专业较冷，只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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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三）涉外旅游人才培养情况 

1.福建省各高校旅游管理的专业归属 

旅游管理在专业归属上仍遵循传统的学科分

类，有近一半的院校在经济管理系下开设了旅游管

理专业，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院校单独创立了旅游

系。一些师范类、农业林业类院校更是把旅游管理

专业挂到了人文类、资源环境类的学科下面，有一

些院校把旅游归到了文化产业，还有少数院校在外

语系下开设涉外旅游或旅游方向。 

2.涉外旅游人才培养目标 

通过分析，福建旅游相关院校人才培养类型表

述中，出现频次依次为技能型、应用型、复合型，

这其中明确提到复合型的院校不到三分之一。本科

院校在旅游人才培养方面，有 76%的学校把人才培养

类型定在应用型专门人才，还有 38%的院校提到了复

合型人才。而在专科院校中，87%的院校都把人才培

养类型定在技能型专门人才，还有 43%院校提到了应

用型。这大致反应了福建省在旅游人才培养方面的

整体水平，主要是培养专科层次的技能型专门人才。

在所有的旅游相关院校中，只有六所高职高专类院

校开设了涉外旅游专业。在各院校的培养目标的表

述中，多数提到的是行政、管理、服务的高级或高

素质、专门或专业人才，而国际（包括国际化、国

际视野等）、创新（包括创新能力、创新意识、创新

素质等）的提法相对较少。 

3.涉外旅游专业课程设置 

在课程设置方面，主要集中在旅游、管理、经

济、心理、财务、英语等学科。在课程名称中，出

现频率最高的十个关键词分别为旅游学、管理学、

经济学、市场营销、饭店（酒店）、导游、旅行社、

法规、会展和专业英语。在涉外课程开发上相对薄

弱，部分院校如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旅游客源

国概况（英文）、中国历史文化（英文）等双语课程。

语言是涉外旅游人才所应当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

在福建旅游相关院校的调查中，除了大学公共必修

课所含的英语课程之外，有部分院校开设了旅游英

语或专业英语课程，而对于第二外语的开展几近空

白。在调查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三、四所学校开设

了旅游日语或日语口语课程，其他的语种几乎没有。 

三、福建省涉外旅游人才培养存在问题分析 

1.涉外旅游人才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较低 

福建现有的人才结构和人员素质已经难以适应

福建自贸区发展的要求。据调查，福建涉外旅游专

业仅在高职高专院校开设，本科院校暂时还没有涉

外旅游专业，所培养出来的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也

多数定位在旅游行政与管理的就业目标上。福建自

贸区的建成对人才总量的需求急剧增长，然而，高

层次复合型应用人才供给明显不足，尤其缺乏具有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高级人才。涉外旅游人才结构性

矛盾突出，地区发展不平衡，层次较低等问题已成

为福建旅游业发展的瓶颈。 

2.涉外旅游人才培养与国际旅游市场需求相脱节 

福建省高等院校在涉外旅游人才培养上存在一

定程度的盲目性，对福建省涉外旅游行业发展现状、

涉外旅游企业的数量和规模、涉外旅游市场对涉外

人才的能力要求等方面都缺乏深入的了解，以致培

养出的涉外人才与市场需求脱节，无法从事真正的

涉外旅游工作。
[2]
另外，从涉外旅游师资来看，现有

的大部分旅游院校都缺乏既有涉外旅游专业知识又

精通外语的师资，更有甚者，一些涉外旅游教师自

身都缺乏涉外旅游实战经验，师资力量的不足，也

导致了高等旅游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无法满足市场

需求。 

3.涉外旅游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专业化程度低 

涉外旅游人才应是服务于涉外事务的复合型应

用人才。然而在现实中，有些院校虽把专业命名为

涉外旅游专业，但其涉外旅游人才培养的方案与普

通的旅游人才方案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无非是在个

别课程加了“双语”或“外语”的特色，就连“外

语”的范畴也没有超出英语和日语，小语种的涉外

旅游人才几乎是一片空白。从整体上来看，福建省

各高校在培养涉外旅游人才方面目标尚不明确。只

有少数的专科院校尝试着开设了涉外旅游专业，但

还处于摸索阶段，涉外旅游人才培养的专业化程度

很低，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与国际旅游人才的标准

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四、自贸区背景下涉外旅游人才培养的创新思路 

（一）以政府为中心，实施涉外旅游人才集聚战略 

涉外人才培养是一项长远的巨大的工程，单靠

一方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充分借助政府的力

量去积极建设涉外旅游人才队伍。可以说，政府是

否积极参与人才队伍建设，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

游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应积极为涉外

旅游人才提供政策保障和经费支持，让涉外旅游人

才安心、专心地为涉外旅游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同时，还可以利用政府在人力资源配置上的优势，

科学合理地调配人才资源；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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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制定专项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为福建省

涉外旅游业招揽国内外涉外旅游高级人才。 

（二）以市场为导向，制定涉外旅游人才培养方案 

福建各院校应在充分了解涉外旅游市场需求的

基础上，根据各自的办学资源，制定不同层次的涉

外旅游人才培养计划。
[3]
涉外旅游人才应属于较高层

次的人才，因此应以本科院校为主力军，从源头上

提高涉外旅游人才的整体素质，以培养复合型高素

质专门人才为主，使涉外旅游人才的培养走向专业

化。同时，应鼓励福建旅游相关院校根据自身的特

色确定研究方向，为涉外旅游提供指导和支持。而

专科院校也应积极参与涉外旅游人才的培养，虽然

专科学生的综合素质偏弱，但是仍然可以通过筛选

具有外语特长的学生，培养具有一定涉外能力的技

能型实用人才。依托本、专科院校构建合理的人才

层次，为福建省涉外旅游市场源源不断地输出高质

量的人才队伍。 

（三）明确自贸区人才能力框架，改革人才培养方式 

福建涉外旅游人才的培养应在自贸区人才能力

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人才培养方式，从课程

设置、教材开发、师资队伍、合作办学等方面去寻

求解决的方法。 

1.优化课程设置，开发双语教材 

为了更好地服务福建自贸区，培养具有涉外能

力的旅游人才，首先应从源头上进行课程的重新设

置。课程设置应该充分符合涉外旅游市场对人才的

能力需求，从职业能力构成、岗位需要出发进行科

学的课程设置，根据涉外旅游工作流程来设计教学

内容，使得学生所学的知识契合实际工作需要。其

次，由于涉外从业人员的涉外性，也需要涉外旅游

从业人员掌握两门，甚至多门的语言，可将语言融

入课程教学中，积极开发和使用双语教材，以便更

好地驾驭涉外旅游工作。 

2.建设“双语”、“双师”型师资队伍 

高校应鼓励涉外旅游专业教师赴海外访学、进

修或短期培训，加强对外交流，提高英语水平，使

国内外旅游师资的交流成为一种常态，并且逐步扩

大师资国际化的培养规模。同时，还可以引进国外

优秀师资充实福建省旅游教育师资队。此外，旅游

学科具有实践性强的突出特点，这就要求教师自身

也应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因此，建立一支“双语”、

“双师”的师资队伍是旅游人才国际化发展的必然

要求。 

3.推动中外合作办学，建立质量保障机制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及福建旅游发展国际化的

大背景下，福建旅游业急需一些具有国际视野和具

备核心竞争力的涉外旅游人才。福建各高校应从长

远的发展战略出发，积极推动中外合作办学，勇于

改革原有的人才培养方式，借鉴国外办学的先进理

念，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平台，为福建涉外旅游业

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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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tourism talents cultivation based on Fujian free trade zone 
HUANG Zhen-xian, XI Wen, CHEN Xiao-dan 

(Fuzhou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and Trade, Fuzhou 350202, China) 

Abstract:Fujian free trade zone has ushered Fujian's tourism industry in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With the 
degree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 the requirements for foreign tourism talents in Fujian province will be 
more strict, and the quality of employees will become a key issue.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oreign tourism 
talents cultiv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as structure is not reasonable, low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unable to meet the demand of market, that would be solved by the talent aggregation strategy, 
personnel training target, 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 and so on. 
Key words: Fujian free trade zone; foreign tourism; talents culti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