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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旅游业转型升级

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旅游业面临新态势、新机遇和新挑战，这对旅游标准化

建设和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标准化是旅游业做大做强的重要技术

支撑和保障，旅游业发展离不开标准化，高职旅游教育的科学发展不能脱离旅游

标准化的指导，必须与旅游标准化接轨，同样旅游标准化建设也离不开理论的指

导，而旅游标准化与高职旅游教育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我国旅游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对旅游专业的人才需求不断增加，根据国家旅游

局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旅游业从业人员约８００万人，实际需要旅游专业人才

达１２００万人，旅游业人才缺口至少有４００万人。同时，旅游业内部分工更加细

化、专业化程度更高，将不断产生新的职业需要和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对专业人

才的要求也将更高。旅游职业教育将在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同时也需要不断提升旅游专业人才的业务水平和能力，以适应标准化发展

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旅游职业教育获得快速发展，培养了大批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较强专业能力和扎实的基础知识、独立的工作能力和应变能力、良好的心理素质

和健康体魄的技术技能人才和管理服务人才，为推动我国旅游业发展和转型做出

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高职旅游教育与旅游业发展要求还有一定差

距，其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设计尚未与旅游行业标准很好对接，

导致现有人才不能很好地适应行业发展需要。如何培养适应标准化发展需要的高

质量旅游人才是目前高职院校旅游教育的首要问题，也是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的人才保障。《基于行业标准化高职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研究》一书在调查分析和

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高职院校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改革和创新进行了深入研究，

这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旅游专业人才的服务质量和水平，促进我国旅游业向标准

化、品牌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可为广大高职院校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提供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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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全书在介绍旅游教育发展背景、旅游标准化、旅游本土化等知识的基础上，

对丽江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进行了调查分析，并从政府、企业、院校、游客四个

方面提出了提升旅游从业人员素质的良策。该书从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建

设、师资队伍建设、基地建设与学生能力培养、人才培养与行业对接等方面对高

职院校旅游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难点问题做了理论探讨，并借鉴国内外办学经

验，对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和校企合作培养机制进行了系列探

讨。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对旅游专业人才培养如何与行业对接做了许多有益的研

究，探索了高职旅游专业人才培养 “政行企校”四方互动的运行机制，并提出

了行业标准化下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与行业对接的路径与策略。这本专著融入

了作者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值得从事旅游人才培养的教育工作者、专业研究人

员和在校学生一读。

杨红英

（云南大学工商与旅游管理学院酒店管理系系主任　教授）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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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旅游教育发展背景

一、旅游全球化背景

（一）旅游全球化的概念

旅游全球化就是旅游活动的思考与决策，包括旅游投资、旅游产品的生产、

旅游消费 （旅游目的地的选择）等从地方向全球转化的过程与状态。旅游国际

化是一个与旅游全球化相关的概念，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要素走向世

界，旅游功能日益与世界接轨，国际旅游知名度不断提高，日益融入国际旅游网

络的过程。从发展轨迹上来看，旅游国际化是旅游全球化的先导，旅游全球化是

旅游国际化的结果。

（二）旅游业全球化

随着国际分工逐渐深入和细化，全球化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不仅涉及

经济、政治、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此影响下发生急剧的变化。“世界经济

的高速发展使工业化国家具备了旅游业兴旺的三大基础：充足的闲暇时间、便利

的交通通信条件和自由支配的收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目前规模宏大的国际旅游

市场。”

国际旅游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势头最强劲的产业之一。可见，在全球化的推

动下，旅游全球化势不可挡，旅游业开始从单一的封闭式发展转向多元的开放式

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地域限制被打破。这意味着国外的旅游企业将源源不断地进

驻到我国旅游市场，国内的旅游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闭关”发展模

式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已经不再适用。在新形势下，旅游业对于人才素质的要求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以前简单的技能型人才向复合型的国际性人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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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人才不是仅仅指具有国际教育背景和经历的人才，而是具有国际沟通能

力、管理经验和技术水平的人才”。要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关键在于高等旅游

教育，高等旅游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旅游标准全球化

标准是用户一致认同的、有一定的公认性、在理论上对产品、工艺、试验或

过程做出最好规定的规则和要求，它既是生产和产品控制的工具，也是贸易双方

交易的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全球贸易的增长，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对于标

准重要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旅游业作为服务业的一个类别，由于行业涉及宽

泛、交叉，难以界定，给旅游标准化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从而造成国际旅游标准

化工作起步较晚并且进展缓慢，但不可忽视的是，旅游标准全球化的过程已经悄

然展开。２００５年，国际标准化组织下 “旅游及其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 （ＩＳＯ／

ＴＣ２２８）的成立，是旅游标准全球化的重要标志，其研制和发布的有关标准将会

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参照和执行。旅游业和其他行业一样，国际标准并不排除地

方标准和国家标准，但是，毫无疑问，只有和国际标准接轨，才能占有更多的国

际市场份额。

旅游标准化是通过对旅游业相关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标准化原则和方

法的运用，来达到旅游业范围内的最佳秩序，进而使旅游者获得优质旅游产品的

过程。旅游标准化工作是促进旅游业科学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也是提高旅游服

务质量、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增强产业竞争力、加强行业监督管理和提升旅游公

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同时，旅游标准化工作能够提高旅游业的效益，对旅游

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全球来看，许多国家都把标准化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随着世界范围

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标准化已日益成为国际标准化工作的重要领域，而

旅游标准化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标准化是旅游产业做大做强的重要技术

支撑和保障，旅游业发展离不开标准化，高等旅游教育的发展也离不开旅游行业

标准，高等旅游教育的科学发展不能脱离旅游标准化的指导，必须与旅游标准化

接轨，同样旅游标准化工作也离不开旅游理论的支撑。因此，旅游标准化与高等

旅游教育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旅游院校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制

定应该基于旅游行业标准，不能 “闭门造车”、自行其是，脱离了旅游行业标

准，必然无法适应旅游行业的需求、无法有效支撑旅游行业的科学发展；脱离了

旅游行业标准，高等旅游教育也无法实现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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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旅游人才全球化

人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导致人力资源在全球范围流动的必然结果，它是指

人才不再局限于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范围内，而是超越国家的范畴，在全球范围内

开发、配置，即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呈现全球化的格局。人才全球化包括人才

构成的全球化、人才流动的全球化、人才素质的全球化、人才教育培训的全球化

以及人才评价与人才政策法规的全球化等方面。旅游人才包括旅游管理人才、旅

游专业技术人才、旅游服务技能型人才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

以资源、资金等硬条件为基础的旅游业将会更加重视服务、创新等软环境的作

用，相应地对旅游人才的要求将会进一步地提高。企业的竞争、行业的竞争乃至

国家的竞争，其成败取决于人才，这一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人才全球化的趋势愈

演愈烈，旅游业也概莫能外。

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国际竞争加剧、劳动力市场的日益开放和国际化旅游企

业管理人才需求的现状，要求开展高等旅游教育的院校必须适时调整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模式，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走旅游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之路。

二、旅游本土化

全球化浪潮对于各国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需要共享优势资源，携手应

对全球化的冲击。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业发展需要突出本土化、以文化为吸

引力。旅游发展正向着更重要、更综合、更规范的趋势转变。在旅游全球化进程

中，要将地域文化和本土文化更好地融合，推出独特的地方主题产品，走差异化

之路。在旅游全球化视域下，要实现旅游本土化，需要本土化、特色化的旅游教

育作为支撑，培养具有精通本土文化的国际化人才。

三、国内高等旅游教育发展背景

国内高等旅游教育因旅游发展需求而生，要深入研究它，自然离不开对旅游

活动、旅游业的理解和再认识，而且，这个大背景分析的重点是从思考国内高等

旅游教育的现状——— “朝阳”与 “困惑”并存的角度出发，探析一些很可能会

影响我们教育的定位和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或提出一些疑问。我们的确需要具体

分析由于这个 “产业”的特殊性而可能导致的与之结合的高等教育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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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育工作者只忙着 “借大旗”，不能正确把握其实质，对我们的教育和研究

是有影响的。

（一）全国旅游业基本情况

１我国旅游产业对ＧＤＰ综合贡献超过１０％
国家信息中心旅游规划研究中心课题组按照旅游卫星账户方法，以国家统

计局、国家旅游局正式公布的各年度统计公报、相关年度旅游抽样调查、统计

年鉴数据为基础，测算了我国旅游产业对 ＧＤＰ的直接和综合贡献。将旅游产

业对 ＧＤＰ的贡献分为直接贡献和综合贡献 （直接贡献 ＋间接贡献）。测算结果

显示：①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两年旅游产业对 ＧＤＰ直接贡献都超过７％，旅游产业

对ＧＤＰ综合贡献都超过１０％。②旅游产业间接带动增加值超过１５０００亿元，对

ＧＤＰ增长拉动点数在１％左右，对 ＧＤＰ增长率贡献超过１０％。在间接带动各产

业中，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最大，其次是第二产业、第一产业。③交通运输、

住宿、旅游购物、餐饮等４个行业对旅游业增加值贡献近９０％。

２我国旅游业发展情况
（１）我国旅游业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跟中国整个社会经济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们认为，中国的旅游业在改革开放３０余年以来，保持了健康、持续、快

速的发展态势，领各行业之先，在旅游领域里面迈入了世界旅游大国的行列，有

力地推动了我国服务业总体规模的扩大和整体质量的提升，成为我国服务业发展

的重要因素。中国现在提出大力发展服务业，近几年来，国务院已经做出一系列

的决定，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扶持、发展服务业，而旅游业在服务业中

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有的人说旅游业是服务业的龙头产业。实践表明，发展旅

游业是推动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领域，是统筹

经济社会以及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是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的

重要因素，也是满足人们生活需求、落实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因为旅游直接就

是为人服务的。众所周知，中国的旅游业，从过去不知旅游为何物，到现在认为

旅游是高端消费，旅游出行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国人重要的生活方式之一，这个

也说明了旅游业的发展是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的一种需求。

３０余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旅游业已经

明显具有巨大的优势和国内需求，成为消费潜力极大、成长性能良好的服务产业。

从１９７８年到现在，历经近４０年，旅游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具体表现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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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体系日趋健全、产业基础也更加坚实。《关于加快发展

旅游业的意见》（国发 〔２００９〕４１号）指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

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的宏伟目标，并就新时期旅游业发展

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了具体的发展目标。现在正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地前进。概

括地说，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现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入境旅游，持续稳

定增长。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市场拓展更加深入，

入境旅游持续稳定增长。纵观世界各国旅游发展，首先都是从国内旅游开始，先

有国内旅游，然后才有入境旅游，而我们中国的旅游是从入境旅游开始的。从

１９７８年开始，中国当时社会经济开始发展，国家正在建设，外汇紧缺，所以我

们一直都提倡入境旅游，政策导向是大力发展入境旅游。第二，国内旅游持续全

面增长。国内旅游是旅游量最大、潜力最深、基础性最强的，国内旅游良好的成

长性能和强劲的带动功能继续蓬勃发展，居民出游人数持续增长。国内旅游首先

是把入境旅游放在首位，应该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国内

旅游越来越显得重要，因为国内旅游是旅游业的基础，只有国内旅游扎实了、规

模上去了、质量提高了，才会有更好的国际旅游。尽管，从一开始国家对国内旅

游政策上是不鼓励、不发展、不提倡，但是国内旅游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余暇时间和可自由支配收入的增长，国内旅游

发展迅猛。第三，出境旅游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出国旅游目的地不断增多，国民出境旅游保持快速增

长，出游范围扩大、出游方式更加灵活，发展出境旅游市场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

泛关注。中国的旅游业经过近４０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入境、出境、国内三大市

场持续健康发展的态势。

（２）中国旅游业发展趋势

“十二五”以来，旅游业迎来了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这个宽松的环境主要

表现为在政策方面全面优化、地位凸显，经济方面强力支撑转型升级；社会方面

以人为本共享成果；文化方面文明大国文旅共融；科教方面，科教兴国、创新发

展，这些极为有利的发展因素的叠加必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是政治环境。当前国家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国内立足改革与发

展，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国际立足和平发展，整体塑造文明大国形象。

而作为旅游业，从本质上来说是符合构建以人为本、循环经济、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和谐社会的国策取向，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产业的地位也不断得到

提升。从１９８５年，中央首次明确旅游产业的地位，到１９９２进一步明确旅游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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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三产业的重点，再到１９９８年将旅游业列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直到 “十

一五”期间将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加大培育，从这个发展的历程来

看，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环境全面优化，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

二是经济环境。经济环境表现为强力支撑和转型跃升，进入２１世纪以来，

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合作进一步加强，这为中国发展旅游业提供了稳定的市

场。经济全球化，使国际环境越来越宽松，对于入境旅游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发

展环境。中国经济正在实现向全面小康经济发展转变，按照预测，未来１０年将

保持７％的稳健增长的态势，国民人均ＧＤＰ也将大幅度提升，国人的基本生活需

求总体上得到满足以后，消费结构将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旅游人口、出游

率、旅游花费及结构正处在转型升级的拐点。从目前来说，旅游已经成为国民生

活的必要内容之一。这种经济环境下，将呈现出富裕居民出境游、城镇居民休闲

游、农村居民观光游三足鼎立的局面。由此可看，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经济环境正

在强力支撑着转型升级。

三是社会环境。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人居环境、民生经济、和

谐社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中国作为全球最安全的旅游地国家的形象，以

及出境入境旅游的双向互动效应，能为发展旅游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更为重

要的是在提高国民收入、增加闲暇时间和提供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惠及全民的基础

上，旅游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动力之一，理应也肯定应当成为人类共享、社

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休闲旅游消费也正在逐步进入国民生活领域，休闲权、旅游

权，如同劳动权和受教育权一样，是人类全面发展应该享受的权利。从中国的旅

游发展来看，传统的观光游正在向休闲、度假发展，所以中国发展的社会环境是

以人为本、共享成果。

四是文化环境。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文化环境表现为文明大国文化与旅游共同

繁荣。大家知道中国文化正在实现伟大的复兴崛起，中国年系列文化生活，以及

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加上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程的实施，进一步增强

中国旅游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丰富旅游产品文化内涵，提升中国旅游产业的

形象。也就是说中国的旅游业经过近４０年的发展越来越注重文化内涵，越来越

注重文化与旅游的关系，因为文化因旅游而传承，旅游因文化而繁荣，旅游是文

化的载体和传播途径，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所以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文化环境是文

明大国文化与旅游共同繁荣。

五是科教环境。科教兴国创新发展，随着科教兴国方略的实施，信息科技

化、装备科技化、交通科技化，在旅游业里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运用。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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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促使旅游业开发的手段、经营方式、发展空间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也有

利于中国旅游业直接面向世界，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与此同时，国民教育的普及

化、国民教育旅游的教育功能，更加有利于提升国民素质、旅游环境和旅游意

识，也可以极大地增强游客的旅游品质和旅游创新，因为科教的兴起，旅游业的

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国民素质，包括产权酒店和分时度假，这里涉及国民素质以及

受教育程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在这几个因素的影响

下，经过改革开放的大发展，中国旅游业实现了从事业型到产业型的转变，也实

现了从资源经济到要素经济，再到产业经济两次质的飞跃。未来的１０年将是中

国旅游业战略转型期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旅游业将进入旅游强国时代、全民旅游

时代、休闲旅游时代、品质旅游时代。

（二）全国高等旅游教育基本情况

２０１４年全国招收旅游管理类本科专业的普通高等院校５６５所，招收旅游管理

类高职高专专业的普通高等院校１０６８所，有１４７所院校既招收本科专业，也招

收专科专业。全国招收旅游管理类专业的中等职业学校９３３所。

１本科教育
２０１４年招收的本科旅游管理类专业包括旅游管理 （专业代码１２０９０１）、酒店

管理 （专业代码１２０９０２）、会展经济与管理 （专业代码１２０９０３）、旅游管理与服

务教育 （专业代码１２０９０３）和旅游管理类 （专业代码１２０９９９）等５个专业。全

国共招生５３３８６人，毕业４５３５３人，在校２０１１６１人。

其中招收旅游管理专业的院校５００所，全国共招生３６１６５人，毕业４０７７８

人，在校１５６８９７人。招收酒店管理专业的院校１３１所，全国共招生１０１６５万

人，毕业１３３６人，在校２３８７５万人。招收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的院校７４所，

全国共招生３８０３人，毕业２１３３人，在校１３０３８人。招收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

专业的院校２１所，全国共招生１１７７人，毕业９０６人，在校４０６７人。

２高职高专教育
２０１４年招收的高职高专旅游管理类专业包括：旅游管理 （专业代码

６４０１０１）、涉外旅游 （专业代码６４０１０２）、导游 （专业代码６４０１０３）、旅行社经

营管理 （专业代码 ６４０１０４）、景区开发与管理 （专业代码 ６４０１０５）、酒店管理

（专业代码６４０１０６）、会展策划与管理 （专业代码６４０１０７）、历史文化旅游 （专

业代码６４０１０８）、旅游服务与管理 （专业代码６４０１５１）、休闲服务与管理 （专业

代码６４０１６１）、休闲旅游 （专业代码６４０１６２）、英语导游 （专业代码６４０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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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服务与管理 （专业代码６４０１８１）等１３个专业。全国共招生１１０８３５人。

其中招收旅游管理专业的院校７８８所，全国共招生４６０８３人。招收涉外旅游

专业的院校１４５所，全国共招生３９９６人。招收导游专业的院校１０７所，全国共

招生３４３４人。招收旅行社经营管理专业的院校３８所，全国共招生８９２人。招收

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的院校４８所，全国共招生１０５６人。招收酒店管理专业的院

校６４１所，全国共招生４５２７５人。招收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的院校１７７所，全国

共招生８１０９人。招收历史文化旅游专业的院校５所，全国共招生７１人。招收旅

游服务与管理专业的院校１７所，全国共招生８９６人。招收休闲服务与管理专业

院校３４所，全国共招生７５５人。招收休闲旅游专业院校２所，全国共招生１４１

人。招收英语导游专业的院校３所，全国共招生２５人。招收邮轮服务与管理的

院校２所，全国共招生１０２人。

（三）我国旅游学科发展背景

从世界范围看，高等旅游教育是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对职业人才的需求而产

生和发展的，中国高等旅游教育的催生大致也是如此，但发展过程更为 “曲

折”，情况更为复杂：旅游院校 （系）从无到有，高等旅游教育、旅游相关专业

从曾经热门风光到在全国教育格局中相对萎缩，面临危险和考验，需要深化改

革、调整整合；部分专业毕业生也从 “紧俏”到相对滞销，人才培养模式亟须

创新和突破。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从学科专业目录看，旅游学科地位历来不高，不利于学科建设
和人才培养

（１）旅游本科专业调整情况 （见表１１）

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教育部先后４次对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进行了

调整，从中可以看出，前３次专业目录中仅在管理学学科门类 （代码１２）内，

一级学科工商管理 （代码１２０２）下设置了一个旅游管理专业 （代码 １２０２０３）。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行业，涉及食、住、行、游、购、娱６大方面；

旅游学科体系是一个多学科多层次的学科体系，包括管理学科、经济学科、地理

学科、文学学科、规划学科等多个学科。因此，我国教育部把旅游专业仅仅作为

一个二级学科的专业极大地限制了旅游教育的发展。学科的如此安排，使得高校

旅游管理专业出现 “小而全”的局面，课程涉及旅游各个方面，但仅仅是皮毛，

这使得高等旅游教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大而空”。在旅游学界的呼吁和教育部

的支持下，２０１２年９月，在教育部发布的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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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升格为专业类 （专业代码１２０９），成为一级学科门类，与 “工商管

理”类平级，下设４个二级学科：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 （专业代码１２０９０４Ｔ）、

旅游管理 （专业代码１２０９０１Ｋ）、酒店管理 （专业代码１２０９０２）、会展经济与管

理 （专业代码１２０９０３）。但是，在国务院学位办的专业目录里，旅游管理学仍然

是二级学科。这样一种本科专业和学位学科级别不同的安排，会给旅游管理学科

的发展带来混乱，不利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表１１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发展情况

颁布时间 （年） 学科门类及代码 一级学科及代码 二级学科及代码

１９９７ １２管理学 １２０２工商管理 １２０２０３旅游管理

２００５ １２管理学 １２０２工商管理 １２０２０３旅游管理

２００９ １２管理学 １２０２工商管理 １２０２０３旅游管理

２０１２ １２管理学 １２０９旅游管理类

１２０９０４Ｔ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

１２０９０１Ｋ旅游管理

１２０９０２酒店管理

１２０９０３会展经济与管理

注：在国务院学位办的专业目录里，旅游管理学仍然是二级学科。

（２）旅游专科专业调整情况

在教育部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印发的 《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

（试行）》（教育部教高 〔２００４〕３号）中，旅游专业设置情况为：旅游大类 （专

业代码６４）下设置了旅游管理类 （专业代码６４０１）和餐饮管理与服务类 （专业

代码６４０２）两个旅游类专业。其中，旅游管理类下设旅游管理 （专业代码

６４０１０１）、涉外旅游 （专业代码６４０１０２）、导游 （专业代码６４０１０３）、旅行社经

营管理 （专业代码６４０１０４）、景区开发与管理 （专业代码６４０１０５）和酒店管理

（专业代码６４０１０６）６个专业；餐饮管理与服务类下设餐饮管理与服务 （专业代

码６４０２０１）和烹饪工艺与营养 （专业代码６４０２０２）两个专业。

２０１４年５月，教育部职成教司发布了 《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

专业目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所有专业）（含目录外专业）》，专业目录中旅游大类中增

加了１４个目录外专业 （见表１２），但是，在 《２０１４年高考普通高等学校专科专

业目录》中，旅游大类的专业设置与教育部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印发的 《普通高等学校

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 （试行）》 （教育部教高 〔２００４〕３号）中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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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设置相同，并没有将目录外专业纳入其中，势必会给旅游管理学科的发展带

来混乱，不利于旅游学科建设和旅游高职高专人才培养。

表１２　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 （旅游大类）

６４旅游大类

６４０１旅游管理类

８５１ 旅游管理 ６４０１０１

８５２ 涉外旅游 ６４０１０２

８５３ 导游 ６４０１０３

８５４ 旅行社经营管理 ６４０１０４

８５５ 景区开发与管理 ６４０１０５

８５６ 酒店管理 ６４０１０６

８５７ 会展策划与管理 ６４０１０７

８５８ 历史文化旅游 ６４０１０８

８５９ 旅游传媒 ６４０１０９

８６０ 英语导游 ６４０１１９

８６１ 旅游服务与管理 ６４０１５１

８６２ 邮轮服务与管理 ６４０１５２

８６３ 休闲服务与管理 ６４０１６１

８６４ 休闲旅游 ６４０１６２

６４０２餐饮管理与服务类

８６５ 餐饮管理与服务 ６４０２０１

８６６ 烹饪工艺与营养 ６４０２０２

８６７ 中西面点工艺 ６４０２０３

８６８ 餐饮食品安全 ６４０２０４

８６９ 焙烤食品加工技术 ６４０２０５

８７０ 西餐工艺 ６４０２２１

８７１ 中西点工艺与营养 ６４０２２２

８７２ 食品加工与营养配餐 ６４０２２３

注：表中斜体部分为目录外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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