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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

调查与对策分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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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培养出更能适应市场需求的旅游和酒店管理专业类人才，以旅游和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为研究对象，对

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分析讨论，并提出了培养旅游和酒店管理专业学生的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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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及目的
当前，全球旅游重心正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是亚太地区的核心国家之一，中国的旅游需求也

快速增长，云南是中国旅游市场大省，也是中国旅游产业改革发展的第一个试点省份，云南的旅游业在

桥头堡战略及“二次创业”的推动下，已步入历史性战略发展机遇期，云南省提出要把云南建成中国的

旅游强省，并在体制机制、资金、政策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推进。在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云南酒店行

业也迎来了发展机遇，市场对高端型酒店需求日益明显，云南在引进国际酒店品牌方面也取得了明显成

效。旅游和酒店业的齐头并进，使行业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也产生了新的人才需求状况。我校旅游管

理和酒店管理专业开设近十年来为社会输送了大批人才，很多毕业生已成为全省各地各旅游酒店行业

的骨干。为了更好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使旅游和酒店管理专业培养目标更贴近社会实际，在我校

２０１４年学生毕业之际，特组织旅游和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调研，以了解社会对旅游和酒店管
理专业人才需求的变化趋势，并以此为据调整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使旅游管理和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能

更好的适应社会和市场发展需求。

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查阅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并设计了开放式问卷初步调查旅游和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就

业信息，在分析开放式问卷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又设计了“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调查问卷”，通

过测试形成正式的封闭式问卷，并进行了正式调查。调查对象为我校２０１４年旅游管理和酒店管理专业
毕业生，两专业应毕业人数共９６人，发放问卷９６份，回收有效问卷８２份，有效回收率９１％。

３　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就业情况调查结果分析
３．１　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分析

从毕业生就业率统计结果来看，本次被调查的两专业毕业生就业率都达到９０％以上，其中旅游管
理专业应毕业人数４５人，被调查人数４２人，已就业４０人，就业率９５．２％，酒店管理专业应毕业人数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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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调查人数４０人，已就业３８人，就业率９５％，两专业总就业率９５．１％。
３．２　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对口率分析

从毕业生就业对口率统计结果来看，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被调查人数４２人，就业对口率２３．８％，
对口岗位主要分布在导游、计调、茶艺师、前台等岗位，就业不对口率达７６．２％，这些工作岗位有行政助
理、销售、文员、幼教等。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被调查人数４０人，就业对口率为３７．５％，对口岗位主要
分布在酒店前台、酒店服务员、领班等岗位，还有部分从事调酒师和茶艺师等工作，就业不对口率为

６２５％，大部分毕业生从事了不对口的工作，这些工作岗位主要有行政助理、销售、业务员、文员、店长、
收银员等。

３．３　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地分析
从毕业生就业地统计结果来看，旅游管理专业留在昆明市工作的毕业生２８人，占被调查人数的

６６．７％，选择回地州工作的毕业生１４人，占被调查人数的３３．３％。酒店管理专业留在昆明市工作的毕
业生２８人，占被调查人数的７５％，选择回地州工作的毕业生１０人，占被调查人数的２５％。总的来看，
两专业有７０．７％的毕业生在昆明工作，有２９．３％的毕业生在地州工作。
３．４　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析

从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统计结果来看，旅游管理专业有５９．５％的毕业生在中小企业工作，２３．８％
的毕业生在大型私营企业工作，９．５％的毕业生在大型国有企业工作，４．８％的毕业生在事业单位工作，
还有２．４％的毕业生自主创业。酒店管理专业有５３．７％的毕业生在中小企业工作，２７．５％的毕业生在
大型私营企业工作，１５．０％的毕业生在大型国有企业工作，２．５％的毕业生在事业单位工作，还有１．３％
的毕业生自主创业。

３．５　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薪酬分析
从毕业生就业薪酬统计结果来看，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月薪在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的占３５．７％，月薪

在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元的占４２．８％，月薪在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元的占１４．３％，月薪在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元的占到４．
８％，月薪在５０００元以上的占２．４％。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月薪在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的占３５％，月薪在２
０００～３０００元的占４２．５％，月薪在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元的占１２．５％，月薪在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元的占到７．５％，
月薪在５０００元以上的占２．５％。

４　分析讨论
４．１　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率总体较好

从本次调查情况来看，不管是旅游管理还是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率都在９５％以上，两专业毕
业生总体就业情况较好，分析原因，其一，云南省旅游酒店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对人才的需求也逐年增

加，毕业生进入市场后供不应求，高的就业率也是情理之中；其二，可能跟毕业生的就业心态有关，只要

毕业生放低求职姿态和要求，愿意从基层岗位干起，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其三，随着我国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上升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服务业成为吸收就业的主要渠道，旅游和酒店作为典型的服务业，人

才需求逐年增高。

４．２　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对口率不高
从本次毕业生就业对口率来看，旅游和酒店管理专业超过一半以上的毕业生都选择了不对口的岗

位就业。分析原因，一是目前市场竞争压力大，大学生整体就业率不高，工作难找，只要有岗位需要就愿

意去工作，没有更多可以挑选本专业岗位的余地；二是毕业生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都会主动挑选待遇高

的岗位，哪怕岗位不对口也无所谓；三是有些毕业生专业技能掌握不牢固，无法胜任本专业岗位，所以选

择了其他岗位的工作。

４．３　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地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
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旅游和酒店管理专业有一半以上毕业生选择在昆明就业。究其原因，可能是

毕业生觉得留在省会城市工作，会有更多个人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而回到地州工作，就业机会则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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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得不到发挥，所以大部分毕业生选择了留在昆明工作。

４．４　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单位主要分布在中小企业
调查结果表明，旅游和酒店管理专业，超过一半的毕业生就业单位为中小企业。分析原因，一是大

型企业对人才的要求高，毕业生刚踏入社会缺乏工作经验，很难直接进入大型企业工作，一些中小企业

给出的薪酬待遇虽然一般，但是对应聘者要求不高，所以毕业生可以顺利进入中小企业工作；二是随着

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加强，毕业生很难进入大型企业工作，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中小企业，或者进行自

主创业，为自己另辟一条发展之路［１］。

４．５　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薪酬水平整体偏低
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后的薪酬水平整体偏低，与学生的期望值存在

一点差距。究其原因，一是云南省地处西部偏远地区，整体经济水平落后，薪酬待遇也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毕业生的薪酬水平自然不会高；二是大学毕业生进入用人单位后，只能从最基层岗位干起，薪酬水平

也相应低；三是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学生毕业后从事的主要是服务行业，服务业的薪酬待遇水平整体低于

劳动技术型行业。

５　对策建议
５．１　注重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

师资队伍质量直接影响毕业生质量，因此，我们要抓好教师队伍的建设工作，先从培养双师型教师

队伍开始，要求教师既要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也要加强自身实践经验的锻炼，在不影响学校正常工作

的前提下鼓励教师去旅游酒店行业兼职或挂职锻炼，也可以从旅游酒店行业引进有丰富实践经验并担

任过中高层管理职务的人员作为学校的专业教师，为师资队伍带来新的理念和活力。

５．２　突出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环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毕业生走向社会，所学非所用，出现了育人与用人背离的现象。要提高毕业

生就业质量，必须提升毕业生的专业技能，学校应加强实训教学环节和实训基地的建设［２］。一方面可

以在校内建设实训基地，围绕旅游酒店行业的实践要求开设各种专业实训室，如导游实训室、客房和餐

厅实训室等，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校外实训基地建设，与旅行社、酒店、餐饮企业等合作，满足学生校外顶

岗实习的需要。

５．３　重视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就业观的培训
为帮助学生更好地就业，要求学生放低心态，对用人单位的所在地、性质、薪酬水平不要有太高的要

求，做好从基层干起的打算，不要眼高手低，而应勤奋踏实，学会吃苦耐劳。学校要适当开展各种就业培

训，让学生提前了解和熟悉就业行业，并对自己的未来做好职业规划，增加就业时应聘成功的机会。

５．４　加强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
在加强学生专业知识学习和专业技能锻炼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工作热情、积极性和责任感等，养

成良好的职业素养。在就业竞争日益加大的情况下，还应锻炼学生的创业意识和能力，鼓励学生自主创

业，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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