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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开发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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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 旅游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四 川旅游人力资源尤其是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力资源开发滞后 ,严 重影响到四川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

游产业的发展。四川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从健全管理与开发系统、建立旅游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与考试培训体系、

构建学习型管理组织与竞争激励机制以及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与监督机制入手,解 决四川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力

资源开发滞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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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行政管 理部 门人力 资源是指各级人 民政 府依 法 设 立 的旅 游 行 政 管 理 部 门 中从 事 旅 游行 政 管理 的

人员所具 有 的体力 和脑力 的总和 。 四川 省级 旅 游 行 政 管理 部 门 、市 (州 )级旅 游行 政 管 理部 门、县级旅 游行

政管理部 门直接从事旅 游行 政 管理工作 的人 员构成 了四川省旅 游行 政管理部 门人力 资源 。 四川有着得 天独

厚 的 自然景观和人 文景 观 ,但旅 游人力 资源 的严 重 匮乏 已制 约 了 四川旅 游 产业 的进 一 步 拓 展 。要 实 现 四川

旅游产业新跨越 ,一 个关键的前提条件是加快旅游人力资源开发 ,尤其是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力资源开

发。

-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旅游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作用

四川省早已明确提出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 ,并 制定了《四川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和《关于加

快培育旅游支柱产业 ,建设旅游经济强省的决定》(川 委发 [2000]48号文件),将旅游业作为全省经济发展

的第六大支柱产业 ,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旅游发展目标。目标是 ,在 ⒛“ 年把四川建成中国自然生态和

历史文化旅游的重要地区 ,把旅游业培育成我省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实现从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经济大省

及旅游经济强省的历史性跨越。旅游经济增长的目标是 ,⒛00年至 ⒛05年 ,实现旅游发展倍增计划 ;2006

年至 zO10年 ,实现旅游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完成调整后的战略目标 ,四 川省将采取一系列措施 ,加 大工作

力度 ,全力以赴抓好重点工作 ,包括交通、通讯、能源、旅游车辆、旅游商品、宣传促销、旅游景区景点建设、旅

游市场治理、旅游发展资金的筹集、理顺旅游景区管理体制、向中央各部委申请项目和资金等。

旅游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除了新的资本资源的投人、旅游目的地景区景点等方面的开发与建设因素外 ,

劳动者的平均技术水平和劳动效率的提高 ,科学的、技术的和社会的知识储各的增加等因素起着决定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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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可以说 ,旅游人力资源决定了旅游经济的增长。四川省要实现旅游强省的宏伟 目标 ,旅 游业要在 日趋激

烈的国际国内竞争中蠃得更加有利的地位 ,必须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 ,尤其是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力资源的

开发。作为各级人民政府主管旅游的行政管理部门 ,在推进本行政区域旅游业发展 中起着核心的作用。旅

游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职责是 ,贯彻执行各级人民政府关于发展旅游产业的方针政策及各项规定 ,确 立本行

政区域旅游发展总体 目标和战略 ,组织审定旅游发展的各项规划 ,制 定本行政区域旅游发展的政策、措施 、规

定和办法 ,协调解决旅游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协调旅游业与其他产业及行业管理部门的关系 ,负 责对旅游企

业进行行业管理 ,负 责旅游市场营销工作 ,负 责旅游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完全可以说 ,—个地区旅游行政管

理部门人力资源的素质决定了其旅游经济发展的程度。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旅游人力资源开发中起着重要作用。具体而言 ,首先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建立适

应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的机制 ,在制度上对旅游人力资源的开发起保障作用 ;其次 ,旅 游行政管理部门制订旅

游人力资源开发规划 ,确 定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的 目标 ,制 定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的策略 ,有 利于对旅游人力资

源有序有效的开发 ;第三 ,在旅游从业人员的行业培训中发挥主导作用 ;第 四 ,组织实施旅游从业人员的考

核、评估、认证工作 ;第五 ,指导、协调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业、旅游院校相互间的人力资源培养开发工

作 ;第 七 ,建立旅游人力资源信息库 ,调 控旅游人力资源的流动 ;第六 ,对旅游单位和部门人力资源开发进行

宏观调控 ,监 督管理。

二 四川省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

1.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力资源开发取得的成绩

(1)初 步形成了旅游人力资源管理机构。自⒛ 世纪 90年代中期四川省决定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以

来 ,全省建立和形成了省级 、市 (州 )级 、县级三级旅游行政管理机关 ,承担了对全省旅游人力资源的管理工

作。据四川省旅游局人教处对全省旅游人力资源情况的调查 ,截止 zO02年底 ,全 省有各级旅游行政管理机

关总数 175个 ,其 中 ,政府组织或政府直属部门 87个 、事业单位 85个 。

(2)建 立了一支与四川省旅游产业规模基本相适应的旅游行政管理人力资源队伍。截止 ⒛02年底 ,四

川省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员数量结构如表 1所示。

表 1。 四川省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员数量结构表

项 目

省级旅游行政部门 市(州 )级旅游行政部门 县级旅游行政部 门

局(厅 )级 处 级 其 他 小 计 局(处 )级 科 级 其 他 小计 局(科 )级 其 他 小 计

数量(人 ) 127 380 545 925

(资料来源:四川省旅游局人教处《四川省旅游人力资源基本情况抽样调查统计汇总表册》)

从上表可以看出 ,四 川省有旅游行政管理人员 1236人 (不包括旅游资源管理部门从事旅游行政管理的

人员),其 中省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员 33人 ,占 总数的 2。 臼%;市 (州 )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员 278人
,

占总数的 22.49%;县 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员 925人 ,占 总数的 74.84%。 ⒛01年 ,四 川省共计接待旅游者

6392.48万人次 ,旅游行政管理人员与旅游者之 比为 ⒈ 5.17万 人次。据统计 ,全 省有旅游直接从业人员

81251人 ,旅 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员 占总数的 1.52%,旅游行政管理人员与旅游直接从业人员之 比为 1:66

人。全省有旅游间接从业人员 硐。63万人 ,旅游行政管理人员与旅游间接从业人员之比为 ⒈ 329人。

(3)拥 有一支年龄结构较为合理、稳定的旅游行政管理人力资源队伍(如表 2)。

表 2。 四川省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员年龄结构表

项 目分类
|zs岁

以下(川
|zC-ss岁

(人 )|sg~笱 岁(人 )|讪 苡ΙΓ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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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旅游

行政部 门

局 级

处 级

其 他 I

小 计 l

市(州 )级

旅游行政

部门

局(处 )级 l

科 级

其 他

小 计

县级旅游

行政部 门

局(科 )级 I26

其 他 120

/l`计 355

总 计 440 429 205

(资料来源:四川省旅游局人教处《四川省旅游人力资源基本情况抽样调查统计汇总表册》)

上述数据表明 ,全省旅游行政管理人员年龄结构较为合理 ,中 青年居于主体 ,可 以适应旅游行业管理任

务的需求。

根据四川省旅游局人教处对全省旅游行政管理人员的抽样调查统计 ,在
“
你是否愿意调到其他部门去

工作
”
的问题回答中 ,有 88.46%的 旅游行政管理人员表示不愿意调动工作 ,说 明旅游行政管理人员队伍是

基本稳定的。当然 ,仍然有 11.54%的 管理人员表示想调到其他部门工作。究其原因 ,旅游行政管理人员收

人偏低是主要因素 ,在抽样调查人员中 ,最低收人为月薪 ω0元左右 ,最高收人为月薪 1400元 ,一 般管理人

员月薪在 gO0_1000元左右。

(4)通过探索 ,取得了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的一些经验。根据国家旅游局的工作部署 ,四 川省旅游行政管

理部门有计划地开展了行业岗位资格培训、行业资格考试 、行业认证资格培训与考试等工作 ,这 既促进了旅

游人力资源队伍的优化 ,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5)推 动了旅游院校、旅游企业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培训工作 ,积极协调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

业、旅游院校在旅游人力资源教育培训方面的合作。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推动下 ,旅 游企业、旅游院校开

展了多形式、多层次的旅游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同时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积极协调与促进旅游

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业、旅游院校在旅游人力资源教育培训方面的合作 ,这对提高旅游管理人员和从业人

员的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

(6)建立了一定的人员录用、绩效考评的人事管理制度。根据国家对行政管理单位管理干部及公务员

的要求 ,四 川省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对部分新进人员进行了公开考试与选拔录用 ;又寸已经在岗的行政管

理人员均实行年度绩效考评与竞争上岗制度 ,并对工作成绩优秀的人员 ,实行包括晋升职位在内的各种奖

励。这有助于旅游行政管理人员的潜能的发挥。

2.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力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I)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完全树立现代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的观念。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人

员的管理 ,基本上还沿袭着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 ,管理的内容主要还是人员录用 、分配工作 、工资发放 、档案

保管、绩效评估 、奖酬制度、员工培训等具体工作 ,没有视人力为资源。

(2)旅 游行政管理机构系统不健全 ,不 能有效地对旅游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性管理。一是机构设置不统

-。 目前 ,有 的地区是单设旅游局 ,有 的是旅游与文化、外事、侨务、体育、环保、园林等合并设立管理局 ,有 的

是设景区管理委员会兼有旅游行政管理的职能 ,没有形成全省统一的旅游行政管理机构。二是机构性质不

统一。目前 ,有些地区的旅游行政管理机构是行政管理局性质 ,有 的是事业管理局性质 ,有 的还兼有企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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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管理性质。据统计 ,截止 zO02年 底 ,全省旅游行政管理机构总数为 175个 ,其 中有 85个为事业性质单位 ,

占总数的48.57%。 这造成旅游行政管理和旅游行政执法困难。三是旅游行政管理职权分散。旅游业是一

个综合性产业 ,涉及部门很多。目前 ,旅游行政管理表面上属于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但事实上 ,有众多

的旅游景区景点、旅游企业分属于建设、文化、林业等不同的部门 ,导致旅游行政管理职权分散。四是一些基

层机构人员不确定。据调查 ,一些基层旅游管理机构没有确定的编制人员 ,甚 至有将旅游、外事、侨务 、体育

合并为一个管理局的县 ,并且四个单位只有局长一人。

(3)没有制定系统的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及规划。1998年 ,四 川省编制旅游发

展总体规划 ,涉及到旅游组织机构和人力资源规划。此后 ,各 级地方政府在编制本地 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时 ,均 用一定篇幅进行旅游人力资源规划。但全省没有形成统一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

及规划 ,没有制定统一的旅游人力资源开发政策 ,这将极大地影响旅游人力资源的有序开发。
(4)旅游行政管理人员学历结构偏低(如表 3)。

表 3。 四川省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员学历结构表

项 目分类
初 中及其 以

下学历(人 )

高中学历

(人 )

中专学历

(人 )

大专学历

(人 )

大学本科及其

以上学历(人 )

省级旅游

行政部门

局 (厅 )级 l

处 级

其 他

小 计

市(州 )级

旅游行政

部门

局(处 )级 l

科 级 I

其 他

小 计

县级旅游

行政部门

局(科 )级

其 他 225

小 计

‘总计 572 256

(资料来源:四川省旅游局人教处《四川省旅游人力资源基本情况抽样调查统计汇总表册》)

从上表可以看出 ,四 川省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员学历结构中 ,初 中及其以下的人员 83人 ,高 中学历人员
156人 ,中 专学历人员 169人 ,大专学历人员 572人 ,大学本科及其以上学历人员 256人 。在大专以上学历的
人员中 ,全 日制大专院校毕业人数 占总数的 26.92%;通 过成人教育、自学考试、电大等方式获取文凭的人员
占总数的34.62%;通 过各级党校获取大专文凭的人员 占总数的 38.46%。 由此可见 ,四 川省旅游行政管理
人员队伍学历整体偏低 ,大学本科以上的管理人员太少 ,这很难适应四川省旅游行政管理和将来旅游业发展
的需要。

(5)旅游行政管理人员专业结构很不合理 ,旅 游类、外语类专业人员偏少(见表 4)。

旅游类专业

(人 )

外语类专业

(人 )

其他文科类专业

(人 )

理工类专业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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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旅游

行政部门

局(厅 )级 1

处 级 1

其 他 3 l

小 计

市(州 )级

旅游行政

部门

局(处 )级

科 级

其 他

小 计

县级旅游

行政部门

局(科 )级

其 他

小 计

总 计

(资料来源:四川省旅游局人教处《四川省旅游人力资源基本情况抽样调查统计汇总表册》。旅游

类专业包括旅游经济、旅游管理、导游、饭店服务与管理、餐饮服务与管理、外事服务与管理等 )

从上表可以看出 ,在被调查的 997人中 ,旅游类专业的人员是 95人 ,占 全省被调查旅游行政管理人员总

数的 9.53%;夕 卜语类专业的人员是 51人 ,占 全省被调查旅游行政管理人员总数的 5.12%;其他文科类专业

的人员是 ⒆2人 ,占 全省被调查旅游行政管理人员总数的 69.4%;理工类专业的人员是 159人 ,占全省被调

查旅游行政管理人员总数的 15.95%。 上述数据表明 ,在旅游行政管理人员专业结构 中 ,旅游类和外语类专

业人员明显偏少 ,这将严重影响旅游行政管理的水平及其职能作用。

(6)旅游行政管理人员从事旅游行业工作经验较欠缺(见表 5)。

表 5。 四川省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员工作经验情况表

项 目分类 1年 以下(人 ) I-3年 (人 ) 3—5年 (人 ) 5年 以上(人
)

省级旅游

行政部门

局(厅 )级

处 级 1

其他 1

小 计

市(州 )级

旅游行政

部门

局(处 )级

科 级

其 他 l

小 计

县级旅游

行政部门

局(科 )级

其他

小 计 I49

总 计 299

(资 料来源:四川省旅游局人教处《四川省旅游人力资源基本情况抽样调查统计汇总表册》)

从上表可以看出,四 川省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员从事本行业工作年限的经验结构中,1年 以下的人员是

168人 ,1—3年的人员是 321人 ,3-5年的人员是 ”9人 ,5年 以上的人员是狃8人 ,表 明旅游行政管理人员

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经验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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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旅游行政管理人员学习培训情况很不理想(见表 6)。

表 6。 四川省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员学习培训情况表

项 目分类 参加学历教肓(人 ) 参加适应性培训(人 ) 参加国外培训(人 )

省级旅 游

行政部 门

局(厅 )级 1

处 级

其 他

小 计 1

市(州 )级

旅游行政

部门

局(处 )级 6

科 级

其 他

小 计

县级旅游

行政部门

局(科 )级

其 他 102 209

小 计 273

总 计 459

(资料来源:四川省旅游局人教处《四川省旅游人力资源基本情况抽样调查统计汇总表册》)

从上表可以看出 ,四 川省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员参加各类学历教育的人员是 γ0人 ,占 全省旅游行政管

理人员总数的 19.42%;参 加适应性培训的人员是 钙9人 ,占 全省旅游行政管理人员总数的 37.14%;参 加国

外培训的人员是 11人 ,占 全省旅游行政管理人员总数的 0.89%。 以上数据表明 ,四川省旅游行政管理人员

学习培训情况很不理想。

根据四川省旅游局人教处对全省旅游行政管理人员抽样调查显示 ,在
“
你认为 自己需要接受何种训练

”

的问题回答中 ,有 57.69%的 管理人员认为应该加强实践经验的交流培训 ;有 65.38%的 管理人员认为应该

参加提高外语水平培训 ;有 71.15%的 管理人员认为应该参加丰富旅游专业知识的培训 ;有 57.69%的管理

人员认为应该加强政策法规知识的培训 ;有 “。46%的 管理人员认为应该参加计算机及网络应用知识的培

训。由此可见 ,全省旅游行政管理人员要求参加各类培训的愿望是非常迫切的。

(8)旅游行政管理人员职业道德、管理能力、服务态度、办事效率等方面的综合素质有待提升。根据四

川省旅游局人教处对全省旅游行政管理人员抽样调查 ,有 25%的 管理人员获得过不同级别的奖励 ,但 也出

现过重大违法犯罪及违纪事件 ,如 成都市旅游局规划财务处处长、人事教育处处长贪污公款事件等 ,这说明

旅游行政管理人员职业道德总体来看是好的 ,但仍应加强。仅有 3.85%的 管理人员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成

果 ,说明全省具有研究能力 的高素质 的旅游行政管理人员较缺乏。在履行 职责情况的 自我评价 中 ,有

48.08%的 管理人员认 为 自己履行职责情况好 ;有 36.54%的 管理人员认 为 自己履行职责情况较好 ;有

11.54%的管理人员认为 自己履行职责情况一般。在竞争能力的 自我评价中 ,有 17.31%的 管理人员认为自

己竞争能力强 ;有 58.7%的管理人员认为 自己竞争能力较强 ;有 23.08%的 管理人员认为 自己竞争能力一

般。在创新能力的自我评价中 ,有 15.38%的 管理人员认为 自己创新能力强 ;有 53.85%的 管理人员认为 自

己创新能力较强 ;有 28.85%的 管理人员认为 自己创新能力一般。四川省旅游局人教处在旅游企业的各个

级别管理人员及服务人员中抽样调查显示 ,有 们 %的企业人员认为旅游行政部门办事效率高 ;有 50%的 企

业人员认为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办事效率一般 ;有 10%的企业人员认为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办事效率低。办事

效率低的原因 ,主要是相应的政策法规不健全、旅游行政管理人员素质偏低所致。在对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管

理人员能力的评价中 ,有 25%的企业人员认为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管理人员的行政管理能力强 ;有 70%的企

业人员认为旅游行政管理人员的行政管理能力一般 ;有 5%的人员认为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管理人员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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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能力差。在对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管理人员的服务态度的评价中 ,有 55%的企业人员认为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管理人员服务态度好 ;有 35%的 企业人员认为旅游行政部门管理人员服务态度一般 ;有 10%的 企业人

员认为旅游行政部门管理人员服务态度差。可见 ,加 强旅游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 ,提高旅游行政管理人

员的管理能力及办事效率 ,改善旅游行政管理人员的服务态度 ,仍然是非常紧迫的任务。

三 四川省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力资源开发的目标

根据四川省旅游行政管理人员的现状 ,四 川省拟定了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力资源开发 目标。总的要求

是 :到 ⒛05年建立起旅游人力资源开发体系的基础骨架 ;2005-2010年 间 ,逐 步建立政府宏观调控 、行业分

类指导、教育机构按需培养、旅游单位积极组织、个人 自觉参与的旅游人力资源开发运行机制。

1.旅游行政管理人员总量的主要预期 目标(见表 7)

表 7。 四川省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力资源开发定量目标预测表

项 目
2001 年

(人 )

2005年

(人 )

2010年

(人 )

2015年

(人
)

省级部门

市(州 )级部门 278 448

县级部门 1257 1489

总 数 1236 1680

(资料来源 :专家预测报告 )

从上表的定量 目标预测可以看出 ,到 zO05年 ,四 川省需要旅游行政管理人员总数为 1413人 ,其 中省级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33人 ,市 (丿刂刂)旅 游行政管理部门 319人 ,县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1061人 ;至刂⒛ 10年 ,四

川省需要旅游行政管理人员总数为 1680人 ,其 中省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45人 ,市 (州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378人 ,县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1257人 ;到 2015年 ,四 川省需要旅游行政管理人员总数为 1998人 ,其 中省级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61人 ,市 (丿、H)旅 游行政管理部门狃8人 ,县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1489人 。

2.旅游行政管理人员队伍整体素质的主要预期 目标

(1)学历结构。到 ⒛05年 ,在旅游行政管理人员中 ,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应达到 75%以上 ,其 中有本科以

上学历的人数应达到 50%以 上 ;到 ⒛10年 ,在旅游行政管理人员中 ,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应达到 90%以上 ,其

中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数应达到 75%以上 ;至刂⒛15年 ,在旅游行政管理人员中 ,大 专以上学历人数应达到

98%以 上 ,其 中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数应达到 9O%以 上。

(2)知识更新培训。调整旅游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结构 ,开展各种形式的专门业务培训、知识更新

培训 ,旅 游行政管理人员每年参加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 80小时。

(3)职业道德。建立一支廉洁、勤政、务实的旅游行政管理队伍。到 ⒛05年 ,旅游行政管理人员在服务

对象中的反映良好率应达到 9s%以 上 ;至刂⒛ 10年 ,旅 游行政管理人员在服务对象 中的反映 良好率应达到

98%以 上。

(4)其他方面。开展旅游行政管理人员的能力建设 ,强化激励机制 ,建立一支高效、创新的旅游行政管

理队伍。要根据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经济的要求 ,通过上挂、下派、轮岗交流等多种形式为旅游行政管理人

员创造和提供学习、锻炼的机会 ,增 强创新精神 ,增 长工作才干。加强对旅游行政领导人才和旅游业务短缺

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有计划地分级分类对旅游行政领导人员进行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旅游专业知识的培

训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旅游行政领导队伍。尤其要加强培养一批旅游业发展所急需的 ,精通旅游电子商务、

旅游企业管理、旅游营销 、旅游规划开发、旅游理论研究等方面专业知识的旅游行政管理人才。

四 四川省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措施

1.旅 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力资源开发的原则

(l)坚持树立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的观念。现代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比传统的人事管理更具有战略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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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性 ,更适合当今组织的发展趋势。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与传统的人事管理的区别如表 8所示。

表 8。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与传统人事管理的区别

项 目 人力资源管理 人事管理

观 念 视员工为有价值的重要资源 视员工为成本负担

目 的
满足员工 自我发展 的需要 ,保 证组

织的长远利益实现
保障组织短期 目标的实现

模 式 以人为中心 以事为中心

视 野 广 阔、远程性 狭窄、短期性

性 质 战略、策略性 战术、业务性

深度 主动、注重开发 被动、注重管好

马匆能 系统、整合 单一、分散

内容 革 富 简单

地 位 决策层 执行层

工作方式 参与、透明 控 制

与其他部 门的关系 和谐、合作 对立、抵触

本部 门与员工的关系 帮助、服务 管理、控制

对待员工的态度 尊重、民主 命令式的、独裁式的

角 色 挑战、变化 例行、记载

部门属性 效益部门 非效益部门

(资料来源 :余 凯成等编著《人力资源管理》,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9年 )

(2)坚持人力资源开发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的观念。人力资源决定其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

利用 ,要倡导科教兴旅、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加快建立人力资源开发机制 ,以 提高旅游行政管理队伍

整体素质 ,推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3)坚持旅游人力资源开发适度超前的原则。要从管理思路、资金投人、政策措施等方面保证人力资源

开发的适度超前 ,力求旅游行政管理人才总量与旅游业发展相适应 ,旅游行政管理人才结构与旅游产业相协

调 ,旅 游人才素质提高与旅游业发展的要求相同步 ,以 实现旅游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持续开发与旅游业长期稳

定增长的良性互动。

(4)坚持把素质开发放在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的首位。旅游行政管理人力资源开发要在稳步扩大人员队

伍数量的同时 ,把提高现有旅游行政管理人员素质 ,特别是创新精神、职业道德水平
`实

践能力和外语水平放

在首位 ,优化旅游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结构。

(5)坚持树立
“
大旅游教育

”
和

“
人力资源市场

”
的观念。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充分运用竞争机制和

市场手段 ,发挥社会各类旅游院校、培训机构在培养旅游人才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力作用。要建立和完善旅游

人力资源市场体系 ,推进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的市场化 ,合理调整和配置人力资源。

(6)坚持改革创新 ,实现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在开发政策、开发内容、开发形式、开发方

法、开发手段等方面不断创新 ,积极探索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旅游业发展需要的人力资源开发新模式。

2.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

(1)健全全省旅游行政管理机构系统 ,从体制上保障旅游人力资源的有序管理与开发。建议撤销四川

省旅游局 ,建立四川省旅游管理委员会 ,由 分管副省长兼任主任 ,涉旅相关厅 (局 )负 责人兼任副主任 ,设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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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副主任负责 日常工作 ;管委会下设处(室 )除现有旅游局各处(室 )外 ,在 建设、文化、林业 、交通 、园林等相

关部门设置旅游管理处 ,实 行双重隶属 ,在旅游业务管理上服从旅游管理委员会管理的原则 ;设 置人力资源

开发处 ,代替原来人教处 ,全面负责全省旅游人力资源管理及开发工作。市 (州 )县 与省对应设置旅游行政

管理机构 ,形 成全省统一的旅游行政管理机构系统 ,从体制上保障旅游人力资源的有序管理与开发。

(2)编制全省旅游人力资源(包括旅游行政管理人力资源 )的 战略、策略规划 ,构建全省旅游人力资源开

发体系。要按照四川省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及四川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要求 ,编 制四川省旅游人力资

源规划 ,制 定全省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策略。要求各市 (丿、叫)县依据全省旅游人力资源规划及相应政

策 ,制 定本地区的旅游人力资源规划。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人力资源规划的内容 ,应包括总规划、人员补充规

划、人员使用规划、人员接替与提升计划 、教育培训计划、评估与激励计划、劳动关系计划、退休解聘计划等。

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将传统的人事管理转变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 ,将人力视为组织 、事业发展的核心资

源 ,加 大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投资 ,充分依靠各种力量 ,形 成社会化、开放式、多层次、多形式的旅游人力资源开

发体系。

(3)建立全省旅游人力资源市场体系。首先 ,完善现有的资格考试与岗位认证制度 ,推行旅游管理人员

与从业人员职业技术等级评定与考核制度。其次 ,构建旅游人力资源评估体系 ,制 定旅游人力资源评估指标

体系 ,运用现代评估手段和方法 ,对全省旅游人力资源进行素质评估。第三 ,建立全省旅游人力资源信息系

统 ,将全省所有旅游管理人员与从业人员的资料录入系统 ,以 备管理、查询、交流。第四 ,建 立旅游人力资源

交流市场 ,不定期开展旅游人才交流活动 ,促进全省旅游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第五 ,旅游行政管理人员录

用应从人力资源市场选拔 ,被录用者应既有一定的管理或旅游专业知识基础 ,又有一定的行业实际管理经

验 ,以 保证旅游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

(4)完善全省旅游考试培训体系。首先 ,建立省旅游考试 中心 ,负 责全省旅游行业各类考试工作。其

次 ,建立健全省 、市 (丿、H)、 县三级 ,旅 游行政部门、旅游院校、旅游行业协会、旅游企业等多方面参与的全省旅

游教育培训体系。在旅游教育培训工作中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加强监管 ,要求旅游行业协会及

旅游企业积极参与 ,并 由旅游院校承担教育培训的主要任务 ,加 强重点高等旅游院校在教育培训中的主导作

用。第三 ,积极开展境外培训 ,拓展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的国际合作渠道。第四 ,依 托高等院校的网络教育学

院与旅游学院 ,建立全省的远程教育培训系统 ,有计划地开展远程教育培训。

(5)规 范旅游行政管理人员的在职教育 ,提高旅游行政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行政管理能力 ,构建学习

型管理组织。首先 ,开展在职学历教育。出台有关政策 ,鼓励 45岁 以下、学历未达到大学本科以上的旅游行

政管理人员 ,分期分批参加各种形式的在职学历教育 ,提高旅游行政管理人员的学历结构和知识结构 ,提升

其文化素质。其次 ,举办旅游行政管理人员的任职培训。新录用行政管理人员必须在试用期内接受培训 ,培

训时间不少于 80学时。晋升职务的行政管理人员 ,均需接受任职培训 ,中 层及其 以上行政管理人员任职培

训时间为 3个月 ,其他行政管理人员任职培训时间为 1个月。第三 ,专 门业务培训 ,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 硐

学时。第四 ,知 识更新培训 ,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 硐 学时。第五 ,综合素质培训 ,包 括政治理论、法律知识、

职业道德等方面综合素质的培训内容 ,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 硐 学时。第六 ,开展各种形式的主题培训活动。

(6)完 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建立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 ,切 实提高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工作效率 ,改 善服

务态度。首先 ,全省要制定统一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法规及职业道德规范 ,要求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完善

规章制度及岗位责任制度。其次 ,制 定各类行政管理职务的任职条件、选拔标准、奖励与惩罚政策 ,建立有效

的竞争激励机制。第四 ,建立有效的绩效考评制度 ,实行末位淘汰。第五 ,建立服务对象评价制度。

(7)实施高级领导人才及紧缺人才建设工程。领导人才是旅游事业开拓前进的关键因素 ,要 通过举办

高级研讨班、高级论坛、研究生班、境外培训等多种途径 ,建立一支既有管理理论又有实践经验、既有外语能

力又能开拓创新的高级领导人才队伍。同时 ,要 加强短缺人才培养 ,如旅游电子商务、旅游资本运营等方面

人才培养。

(8)建 立有效的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的宏观调控及监督机制。首先 ,建立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旅游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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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宏观调控机制。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人力资源的宏观调控包括政策 调控、法规调控 、经济调控等方

式。其次 ,建立有效的旅游人力资源管理及开发监督机制。在旅游人力资源的管理及监督机制中 ,旅 游行政

管理部门应发挥主导作用 ,要发动旅游行业各单位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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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 study of Personne11Resources1DeveIopment

of sichuan’rourism AdΠ1inistration

LI Bai-huan
(Tourism Ins1i1ute,sichuan Universi1y, Chengdu,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Tourist personnel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sichuan, esp0cially that of its adⅡ 1inistrative

oⅡices lags behind,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t resources and tourist industry. The

adrninistrative ofices must solve the probleΠ 1 through the hη provement of adⅡlinistrative and developing

system, the estabhshment of the resources:market systeⅡ 1and exarnin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the build-

ing of an ad∏ 1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and a competitive and sti:uulating mechanis吖 1of learning styl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ffective Ⅱ1icro-regulating-and-supen`is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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