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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宁波高职饭店专业教学改革 
                ——基于甬港两地饭店专业毕业生潜流失实证分析 

徐春红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国贸系，浙江 宁波 315800） 

摘要：通过对香港理工大学专上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和宁波城市学院 07 级饭店管理专业毕业生潜流

失现状、饭店就业意愿、就业评价信息的实证分析，探讨饭店专业毕业生潜流失原因，研究香港职业教育

体系对宁波高职院校饭店专业教学改革启示，提出加强学生职业道德素养教育，提升其知识技能实践性、

专业性和国际化能力的教学改革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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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27（2011）03-0105-05 

目前宁波饭店业发展已进入新阶段，预计到

2012 年五星级标准饭店将达 40 家，[1]大品牌均

已落户，国际化水平大为提升，但饭店员工流失

率却逐年增加。饭店专业毕业生潜流失（高等院

校饭店管理专业大学生毕业后不选择饭店就业，

而是流失到其他行业工作的现象 ）现象日益

突显，笔者就宁波三所高职院校 2008—2010 届

饭店毕业生就业对口率做统计，获得其平均潜流

失率分别为：62.28%、65.31%和 61.17%，潜流

失现状令人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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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饭店业目前已形成独特、成熟的经济模

式，2010 年五星级酒店已达 30 家。与宁波职业

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宁职院）旅游系交流的香港

理工大学（以下简称香港理大）专上学院酒店管

理专业毕业生潜流失率近 5 年却一直控制在

20%左右。① 两地就业市场规模相近，潜流失状

况差距如此之大，不仅让我们深刻反思除行业发

展背景和环境外，教育教学领域存在的问题。 
一、问卷设计与调查数据 

2009 年 11 月-2010 年 1 月，笔者随机选取

宁职院（和城市学院）、专上学院 07 级饭店（酒

店）管理专业毕业生各 260 名展开调查，接受调

查学生均具有饭店实习半年以上经历，最终获得

222 份宁波学生、244 份香港学生有效问卷，问

卷有效率分别为 85.38%和 93.85%（表 1）。 
二、潜流失现状对比分析 

（一）就业去向 

由表一可知，香港学生选择“饭店”比率要

高于宁波学生，“读研或考研”比例为 26.23%，

其他就业意向比率较小，但均有分布，说明香港

学生择业专业性强；宁波学生选择“旅行社”比

率为 32.43%，旅游行业内其他工作选项均为

0%，说明学生专业外流现象较为突显，专业能

力缺乏多样性，培养面较为狭窄。 
（二）行业潜流失率 

香港学生“读研或考研”比率大大高于宁波

学生，香港独特的“一条龙”式专业教育及培训，

为学生提供便利的内部升学阶梯。[ 职业化“终

身教育”也是香港职业教育宗旨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要求相一致的重要标志。 调查显示继续

升学、毕业后选择饭店比率，香港和宁波学生分

别为 82.35%和 33.33%，最终获得其饭店专业潜

流失率分别为 20.49%和 57.66%，双方差距明显。 
香港和宁波学生选择“旅游行业外企业”比

率分别为 1.23%和 5.41%。说明宁波学生行业忠

诚度要低于香港学生，毕业后流失到非专业领域



 
 
 
106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1 

的人员较多。 
三、饭店就业意愿对比分析 

（一）就业权衡因素 

香港和宁波学生就业权衡前三项因素均为

“薪酬福利”“培训机会”和“晋升空间”，可

见对刚进入职场的毕业生而言，“晋升空间”“培

训机会”等潜在收益需求较大，“薪酬福利”等

显在收益也不可忽视。宁波学生对“晋升空间”

需求较大，说明宁波饭店企业在员工职业生涯规

划方面需加以改善。 
（二）工作持续性 

数据显示，香港和宁波学生均愿意在饭店行

业坚持工作“1 年半—2 年半”，并且香港学生

愿意在饭店持续工作的时间更长。 
（三）期望部门 

香港学生前三项为前厅部、人力资源部、餐

                           表 1  甬港地区饭店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情况                         % 

选项 香港学生 宁波学生 选项 香港学生 宁波学生 

读研或考研 26.23 5.41 薪酬福利 37.74 18.92 
饭店 57.79 40.54 职务 0 0 
旅行社 3.28 32.43 培训机会 20.75 17.26 
景区景点 1.64 0 晋升空间 24.53 40.54 
旅游院校 3.28 0 企业品牌 1.89 2.70 
其他旅游企业 1.23 0 企业文化 0 1.66 
旅游行业外企业 0 5.41 兴趣 7.55 13.51 
其他打算 6.56 16.22 工作条件 5.66 5.41 

就业去向 

   

就业权衡

因素 

人际关系 1.89 0 

3-6 个月 1.64 0 普通服务员 45.45 30.77 
6-12 个月 13.11 8.11 高级服务员 29.55 15.38 
1 年半 31.15 43.24 领班 6.82 23.08 
2 年 37.70 29.73 主管 4.55 23.08 
3 年 6.56 10.81 部门经理 9.09 7.69 

工作持续性 

3 年以上 9.84 8.11 

期望级别

部门经理以上 4.55 0 

专业知识 13.64 15.38 半年 0 0 
专业技能 15.91 15.38 1 年 0 15.38 
工作经验 59.09 53.85 1 年半 2.27 15.38 
人际关系 9.09 7.69 2 年 9.09 23.08 
工作心态 2.27 0 3 年 20.45 7.69 
其他 0 7.69 3 年以上 45.45 23.08 

自身劣势评价 

   

期望努力

时间 

不确定 22.73 15.38 

前厅部 31.82 7.69 学历高 3.80 0 

餐饮部 11.36 30.77 专业对口 15.19 22.22 

客房部 6.82 7.69 应届毕业生 2.53 14.81 

娱乐部 2.27 0 形象好 11.39 7.41 

销售部 20.45 15.38 素质全面， 
有培养潜力 

37.97 11.11 

人力资源部 13.64 30.77 有实战经验 5.06 7.41 

行政办 9.09 0 面试印象好 20.25 7.41 

财务部 0 7.69 对工作要求低 1.27 11.11 

期望部门 

工程部 1 0 

自身优势

评价 

其他原因 2.54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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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部；宁波学生前三项为餐饮部、人力资源部、

销售部。选项为“0%”，香港学生为“财务部”

“工程部”，宁波学生为“娱乐部”“行政办”

“工程部”“保安部”。说明香港学生一专多能、

职业忠诚度高，宁波学生则更多考虑岗位工作地

位性，专业能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四）期望级别 

香港和宁波学生选择理想职位级别均以普

通服务员为首选，比率最低项均为“部门经理以

上”；第二选项香港学生为“高级服务员”，宁

波学生则为“领班”和“主管”，说明宁波学生

在级别期望值上比香港学生总体水平高，存在

“眼高手低”现象，未能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五）期望努力时间 

宁波学生期望努力时间普遍短于香港学生，

后者较为现实地认识到理想职位晋升需要具备

扎实的基层工作经历和经验。 
（六）饭店就业内因（表 2） 

表 2  甬港地区饭店专业毕业生就业内因情况  % 

就业原因 香港学生 宁波学生

 
自身适合饭店工作 13.27 6.90 

兴趣和志向 25.51 6.90 
所学专业限制 5.10 10.34 

找不到更好单位 1.02 0 
暂时在饭店，不好再改行 11.22 31.03 

工作环境好 11.22 13.79 
薪酬和福利满意 8.16 6.90 

职位满意 1.02 3.45 
培训学习机会满意 3.06 3.45 
晋升发展空间满意 8.16 3.45 

企业文化吸引我 4.08 0 
星级高、品牌大、声誉好 7.14 10.34 

有关系，熟人介绍 1.02 0 
其他原因 0 3.45 

香港学生前四选项为“兴趣志向”“自身适

合在酒店工作”“工作环境好”“暂时在饭店，

不好再改行”，说明香港学生不仅行业忠诚度高、

具有工作积极性，且自信，职业素养、职业情感

均较高。宁波学生前四选项为“暂时在饭店，不

好再改行”“工作环境好”“所学专业限制”“企

业文化吸引我”，说明宁波学生以被动就业为主，

但也反映出学校培养阶段校企合作初具成果，学

生对企业文化认知度较高。 

四、饭店就业评价信息对比分析 

（一）自身优势评价 

香港学生前三项为“素质全面，有培养潜力”

“面试印象好”“专业对口”；宁波学生前三项

为“专业对口”“其他原因”“应届毕业生”。

香港学生在个人魅力自信心方面高于宁波学生。 
（二）自身劣势评价 

香港和宁波学生首选项均为“工作经验”，

说明毕业生就职素质中“实践工作经验”具有重

要地位，两地学生均清晰认识到这点。 
（三）企业评价 

通过对三校共同的实训基地——宁波南苑

饭店各部门经理的访谈，获得企业对甬港两地学

生实习表现评价：香港学生服务意识好、职业素

养全面专业、沟通能力好、英语应用能力强，但

对宁波城市及文化相关信息掌握不全面；宁波学

生工作较具程序性，相关地区概况及民俗文化知

识较为丰富，但服务缺乏主动性和自信心，工作

情绪稳定性欠缺。 
五、潜流失成因分析 

（一）主观因素 

香港学生潜流失主观原因前三项为“读研或

考研”21.14%、“不感兴趣”9.43%、“工作辛

苦”6.57%；宁波学生“自身条件不符合”“不

感兴趣”“晋升慢，发展空间小”均占 15.22%，

“不稳定，吃青春饭”“薪酬低、福利差”均占

8.70%。反映出对饭店企业及管理制度不满。 
两地学生均有对行业“不感兴趣”，但宁波

学生比率要大大高于香港学生。个人兴趣爱好

“左右”职业选择，反映出年轻人崇尚个性自由

的特征，但也说明对学生行业归属感、职业素养

等职业情感培养成效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宁波

学生选项中有 6.52%“家长反对”、2.17%“社

会地位低”，香港学生这两项均为 0%；香港学

生 5.71%表示“酒店不注重学历”、5.14%表示

“工作程式化，无挑战性”，宁波学生这两项也

均为 0%。这说明饭店工作在内地（包括宁波），

仍存在偏见；而香港学生择业则更多考虑自身长

远发展，对饭店所能给予的成长环境比较关注。 
（二）客观因素 

1. 行业背景影响 
香港旅游业成熟发达，饭店业效益普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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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员工薪酬水平及社会地位高，实习期半年内

月薪为 5000—7000 港币，宁波则为 800—1200
人民币。内地饭店业起步晚，企业文化和管理存

在盲点，职业社会地位低。宁波作为长三角南翼

经济中心城市，饭店业与外贸、物流业相比，薪

酬水平普遍偏低，导致毕业生行业外流失率高。 
2. 企业存在的问题 
香港饭店业拥有较为成熟和先进的企业文

化，注重员工服务意识、态度等职业素养，对外

形条件适当放宽。宁波饭店企业过分追求员工外

在形象，将不少有志于在行业发展的毕业生拒之

门外，对员工职业生涯规划缺乏指导，使其对晋

升和事业发展缺乏信心。 
3. 高校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 
香港职业教育制度完善，为职业类学生创造

读研晋升机会，促进其职业性学历晋升的可持续

发展。酒店管理专业教育注重学生职业素养和职

业情感教育，关注学生“全人发展”（事业形象

及职业道德、学习得意、沟通无碍、表现自信、

事业发展及工作态度、解难有道、团队精神、“自、

家、社”之结合）素养形成， 注重学生职业

道德、创新思维、社交能力、情绪管理、职业生

涯规划、逆境情商、团队协作、社会责任等素质

教育，为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奠定坚实的素质基

础。香港理大酒店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科学、实用、

全面，注重多元化培训，配合本地及全球酒店业

发展需要，提供事业管理训练，通过实习获取工

作经验。教学模式采用全英文授课，全力提升学

生英语能力；课程理念新颖，具有行业前瞻性；

教学方法采用小组讨论设计方案，调动学生积极

性；充分利用校友资源，向在校生做现身说法，

分享职业成长体验和工作经验，提升学生的逆境

情商。师资队伍具备真正地“双师型”素质，教

师多来自业界，具有长期的行业工作背景。 

]5[

宁波高职旅游教育存在与行业脱节、培养目

标滞后、人才培养注重理论、技能轻素质教育等

弊端。学校教育缺乏对学生职业道德、责任感、

情绪管理、逆境情商等职业素养的前期培养。专

业课程体系内容单一，结构粗放，实践性不强，

行业及时性缺乏；授课模式互动性差，学生上课

积极性不高，作业内容操作性和创新型不够，学

生专业知识贫乏而虚浮。师资多为直接从高校到

高校的理论性人才，虽有短期下企业实践经验，

但一定程度上缺乏对行业的全局性了解和前瞻

性把握。 
六、宁波高职饭店专业教学改革对策 

（一）注重人才培养适时性 

校企深度合作共同构建专业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引导企业注重学生职业素养和能力，放宽

外在条件；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充分考虑不

同层次企业的人才需求，积极拓展学生就业面，

引导部分学生向经济型酒店发展；加强与国外相

关组织和院校合作，切实培养国际化、标准化酒

店人才。 
（二）强化职业道德素养教育 

高素质人才的支持体系是以专业制度和文

化建设为基础而搭建起来的金字塔式结构。制度

和文化是基础，校企合作、课程实施是平台。培

养高素质学生，除了知识技能外，还有态度。即

以专业制度规范行为，长期行为形成习惯，习惯

成自然即形成文化， 所以应从塑造学生的职

业形象起步，注重职业道德、工作态度和职业行

规教育，逐渐提升其服务意识、沟通能力、逆境

情商等职业素养及“全人发展”综合素养。 

]6[

（三）倡导实境式授课模式 

邀请行业专家、技术骨干共同开发项目化课

程体系，按情感目标、能力目标和知识目标（即

ASK 原则），制订基于实境式工作过程的课程

设计，编订相关教材；注重人才培养实训化，强

调模拟教学、环境教学、实境教学，强化实境体

验技能素质培养；通过短期见习、实习丰富学生

实践经验和职业体会；课堂教学注重职业意识培

养，学生作业融入个人工作实践及思想分析，论

文撰写紧密结合实习经历和感悟，强调学生一专

多能和专业技能综合性，从而适应饭店各个岗位

需要。 
（四）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和水平 

强化语言学习和训练，开设双语课程，通过

模拟场景训练、外资酒店服务实境体验提升学生

英语应用能力。采用“走出去，请进来”方式，

邀请走在业界前列的香港理大酒店管理专业资

深专家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订。通过甬港论

坛青年学生互访交流平台，为学生创造深入了解

和认知国际化饭店业及其人才需求的机会，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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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提升学生的国际化专业服务能力和水平。 
① 香港理工大学专上学院 200-2008 年度年报. （五）建立学历文凭与资格证书等价制度 

借鉴香港职业教育推行的“职业资格证书”

制度，打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历文凭与资

格证书通道。 强化职业资格证书重要性，严

格制订证书获取所必须具备的能力体系和知识

要求，规范考核标准和等级制度，形成一系列科

学系统、切实可行的职业技术鉴定体系，更好地

凸显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及特色。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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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f Hotel Management Program in Ningbo and 

 Hong Kong’s Vocational Colleges 

XU Chun-hong  

 （D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Ningbo Polytechnic College, Ningbo 315800，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tries to positively analyze the potential loss, employment will and evaluation of grade-2007 hotel 
management major graduates from Hong Kong Community College, Ningbo Polytechnic College and Ningbo City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It discusses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Hong Kong as a suggestion to the teaching 
reform of hotel management in Ningbo’s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s. The author, thus, proposes that professional ethical 
education be strengthened to promote students’ adaptability in special skills, knowledge and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potential loss；hotel management major；Ningbo and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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