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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明与导游使命 

文章来源：中国旅游报 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2007-01-30   字体： [大 中 小]   
 

    文明旅游是每位游客应尽的义务，作为直接引导游客参与旅游活动的导游来说更是责无旁贷，使命重大。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要从法治角度审视旅游文明与导游的使命。 

    法治视角下旅游文明的内涵 

    法治视角下的旅游文明，其内在根基是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的旅游管理，就是以游客为主体，充分

营造旅游文明风尚，最终实现旅游业的发展目标与游客期望目标双赢的和谐管理。其外在表现是法律之规制，

包括在规则制定、指向及遵守上，都要包含一线从业者和游客双方面的内容。 

    要同时达到这两点要求，导游员的作用极其重要。一方面，倡导旅游文明的管理者需要导游来了解、沟

通、管理分散的组团，增强针对性；另一方面，游客也需要有导游来传递文明规则信息，宣传《中国公民出境

旅游的行动指南》、《中国公民国内旅游行为公约》等有关文件和法规，引导旅游，以体现旅游活动引导传播

文明的功能。因此，旅游文明行动要求建构旅游文明行动计划行政管理者、中间组织者及其导游员队伍和游客

个人的三元结构，特别是要加强导游员的作用，并赋予其相应义务、责任与权力，以形成第一线的坚实结构，

实现旅游文明的目标。 

    导游员作为旅行社委派的人员，有代表组织的意义，导游以代言人和引导者的身份来参与旅游文明管理，

引导游客文明旅游，在落实旅游文明规则上起到“桥梁”、“纽带”和“督导”作用，因此，在提升中国公民

旅游文明素质行动中承担着重大使命。 

    基本使命：努力学习、正确判别 

    导游是带领游客旅游的“领头羊”，因此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首先，要努力学习法规。对法规掌握全面

的导游，就容易准确判断游客的行为是否文明。在实际中就能区分几类不同性质的问题，诸如哪些行为在某些

国家属违法行为，哪些属不讲社会公德行为，哪些则属纯粹的文化差异问题。导游员在引导中更要宣传其所以

然，解释别国的相关法律规定、行为规范和禁忌的文化内涵，以增强我国旅游者的遵纪守法意识和文化敏感

性，把游客文明素质提升到更高的档次。其次，要努力学习常识。知识渊博的导游，更容易找到提升中国公民

旅游文明素质的切入点，要结合旅游景区名胜古迹、人文地理、风土人情、自然风貌，开展生动活泼的教育引

导，把关注点放在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日常行为上，这就适应了公众求知求乐、愉悦身心的心理需求，同时

也有利于使人们在出行、游览和休闲娱乐中接受美的熏陶和文明的导引，在一言一行中培养和体现文明素养。 

    首要使命：普及源头、讲究方法 

    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贵在坚持不懈地从源头上对游客进行旅游文明的宣传和引导。一是要充分地

发挥导游身处一线、最为贴近游客的特殊作用，真正成为旅游文明的直接推动者。因此，导游员从源头上对游

客进行《指南》、《公约》和有关法规的宣传和教育，把它普及到所有的出国出境的旅游团队中去，做到人人

皆知。二要坚持不懈。导游带团具有连续性，而公民文明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引导公民纠正旅游过

程中间的不文明行为，也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工作。三要讲究方法。游客出游的满意度很大程度取决于

导游，在实际中，既要对公民旅游中有损国格、有违法纪、有悖公德、有碍观瞻的不文明行为，进行有效制

止，又要不使游客扫兴。 

    重要使命：科学规劝、有效监管 

    一是敏锐洞察。实施“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导游不仅要宣传引导，还要对游客的旅游

活动明察秋毫，及时发现游客在旅游中存在的不修边幅、不守秩序、不遵法规、不爱护环境和公共设施等陋

习。二是科学规劝。在旅游这种异地自由活动中，人的本能与独特个性得到表现，同时一些不文明行为便显露

了出来。每当这时，导游员就需要对其科学地规劝和制止。三是有效监管。导游员在带团旅游过程中还要充分

发挥监督作用。 

    导游员在旅游文明行动计划中被赋予了新的职责内涵，承担着特殊使命。在法治视角下，权利与义务是相

对应的，职责与权力也应如此。就旅行社而言，《旅行社管理条例》没有明晰旅行社对游客文明旅游所应担负

的社会责任，没有明确导游在旅游文明中的要求。就导游员而言，既然赋予了导游员的业务职责，就应赋予其

督导游客旅游文明的义务，还应同时赋予其相应的责任与权力，以保障导游业务与旅游文明相统一。在现行的

《导游人员管理条例》中，缺少相应的法律义务、权力和责任条款；在现实带团中，对于不听规劝的游客行

为，《条例》没有对应措施；对导游人员受到阻挠甚至胁迫时，《条例》没有保护措施。也无怪乎从事实践工

作的导游人员发出“旅游文明，导游难为”的呼声。因此，只有进一步推动依法治旅，进一步完善两个《条

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才会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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