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069

144小时免签政策背景下西班牙语导游的职业机遇

与发展策略
于星竹，陈风 *

吉林外国语大学，吉林 长春  130117

DOI: 10.61369/SE.2025020039

摘      要  ：   在我国境内实行144小时的过境免签政策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带动我国国内旅游经济的发展，并为国际旅游业注入新的

血液，与此同时，由于免签政策的试行，也吸引了大批包括西班牙游客在内的国际游客纷至沓来。因此，本文特针对

这一现象，以及该政策的主要特点、市场需求的变化等方面，加以分析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西班牙语导

游在语言服务上，以及在文化上所受到的冲击，从而提出一些前瞻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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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44-hour visa-free transit policy within China can greatly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tourism economy and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the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tri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visa-free policy, a larg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s, including Spanish tourists, have come in a continuous stream. Therefore, this 

article specifically analyzes and studies this phenomenon, as well a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policy, changes in market demand, etc. On this basis, it focuses on discussing the impacts that 

Spanish-speaking tour guides have received in terms of language services and culture, thereby putting 

forward some forward-looking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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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几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国内的旅游业呈现出高速发展的势头。为了有效地提高旅游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并以此来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我国政府早在2013年年初就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旨在更加方便国外各界人士人来我国游览观

光。与此同时，144小时免签政策的出台，给各国游客来中国旅游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与此同时，通

过旅游业的发展，也更好地宣传了中国，让世界更好地认知了一个真实的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中国。

随着144小时免签政策的发布，以及通关和支付便利化等利好政策的出台，未来我国入境游的规模必定会不断扩大，为此，外语导

游尤其是小语种导游紧缺的现象随之凸显，而西班牙语作为世界第二大人口使用的语言，在中国的旅游业中的地位尤为凸显。因此，研

究西班牙语导游在144小时免签政策下的发展状况，对于推动小语种导游行业的发展、提升旅游业服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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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44小时免签政策概述

（一）政策内容与实施范围

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近日在官网发布消息称，预计2024

年，全球旅游业产值或将创造历史新高，达11.1万亿美元。再过

10年，旅游业将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16万亿美元，在全球经济中

占比达11.4%。

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与牛津经济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世界经

济影响力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在推动全

球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2023年，全球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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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产值超9.9万亿美元，约占 GDP 的9.1%。国际游客出游花费

达到1.63万亿美元。目前，旅游业为全球提供了3.48亿个工作岗

位，也就是每10个就业人员中就有1人从事旅游相关工作，预计

10年后，全球12.2% 的工作岗位或将与旅游业相关。

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旅游业产值增加的

意义不仅与行业的复苏相关，更彰显了全球旅游业在经历艰难发

展后，重新成为推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支持数百万个就业岗位

的重要力量。

自2013年起，中国逐步扩大过境免签政策覆盖范围。截至

2024年，适用于该政策国家增长至54个（其中包括阿根廷、智

利、西班牙等说西班牙语的国家），入境者可根据该项政策，在

中国20个城市中的指定口岸免签停留144个小时，活动范围覆盖

中国的一些省域或跨省区域（例如北京、天津、河北联动等）。政

策核心条件包括：有效证件（护照有效期需≥3个月，且无中国拒

签或非法滞留记录）、联程机票（需持有144小时内前往第三国

的确定行程证明）、团队与个人限制（部分地区如海南省要求旅

游团“整进整出”，个人需通过旅行社的提前申报）。停留时间计

算：144小时停留期从入境次日零时开始计算，至第6日24时结

束。例如，若旅客于8月1日入境，停留期从8月2日零时起算，

至8月7日24时结束。

（二）政策对旅游业的影响

在此项政策的影响下，国外旅游人数激增的同时，也极大地

拉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随着外国的游客到来，酒店、餐饮以及

交通等行业都迎来巨大的商机。此外，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

中国与外国交往也逐渐变得更加频繁。各国的商业人士通过入境

旅游更加了解了互联网信息之外的中国。他们通过旅游的机会进

入中国，进行商务洽谈，进一步推动了彼此间的国际合作与交

流，此举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也为中国打开了更加广阔的

国际视野，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在此政策的影

响下，通过互动与交流，使中国丰富优美的文化与热情好客“有

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的风土人情逐渐向世界传递，从而塑造

出了一个更为开放的大国形象。

二、西班牙语小语种导游的行业需求分析

西班牙语小语种导游行业，作为连接西班牙语国家游客与中

国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之间的桥梁，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旅游业多元化与专业化需求的变革与发展，不只是局限于在语言

沟通的范畴内，还包括西班牙等小语种导游们对两国本土的习俗

与文化理解、对于游客们所定制的个性化行程规划，以及在高端

商务对接等多个层面。

（一）语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促进文化深度体验与交流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日益强大，信息科技水平也不断提

高，在信息网络上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关注到中国传承五千年丰

富多彩的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程度逐渐升温，他们不再满足

于网络上浅尝辄止的浏览体验，而是希望能够更深度的发掘与探

索中国的历史脉络、文化精髓与民俗风格 [1]。为此，作为西班牙语

等小语种的导游，应具备以下必备的能力：

1. 优秀的语言驾驭能力，例如精通西班牙语，持有专业级西

班牙语语言证书，确保在服务过程中与游客沟通无障碍，为游客

提供精准且流畅的信息传递 [2]。

2. 能够对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在对游

客服务时，流利地运用西班牙语生动诠释相关景点的历史文化背

景，引导游客领略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3]。

3. 深度掌握以拉美等西班牙语国家游客偏好，并具有轻松、

亲切地进行交流的能力。此外，作为西班牙语导游，还应具有灵

活应对和及时调整沟通的能力，在服务过程中，更加贴近游客内

心，增强与游客之间互动体验的深度与广度 [4]。

（二）政策导向下的新型需求：短途定制与商务对接

随着中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推出，对于西班牙语国家的

游客来讲，同时为他们提供并开辟了新的旅游和商务考察途径，

同时也因此催生了以下两大核心需求：

1. 短途定制旅游服务：游客们大部份倾向于能够在有限时间

内获得更加丰富的文化体验，能够有获得感。因此，西班牙语导

游应具有一定的行程规划能力，能够依据游客喜爱偏好定制个性

化、主题化的游览项目，确保行程高效。

2. 高端商务对接服务：除以旅游为目的的游客外，部分游客

还有利用免签政策的便利进行商务考察的需求，这对于西班牙语

导游的商务专业对接服务能力则更高，要求则更为严格。因此，

这一类导游需掌握高端商务礼仪、谈判技巧以及相关行业知识，

为此类游客搭建高效、专业的商务交流平台，助力其在中国市场

交流拓展与深度合作。

三、西班牙语导游近期所面临的挑战

西班牙语导游近期所面临的挑战概括起来看是缺乏西班牙语

专业技能的导游。现在职业技能、市场竞争、行业标准等方面都

面临着复杂的挑战，这不仅对导游的个人素质造成了很大的影

响，而且对整个行业的发展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一）专业能力构建的挑战

西班牙语导游是全球化世界中沟通文化的桥梁之一，其语言

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必不可少。但现今市面上的导游，大多只掌握

了西班牙语的基本知识，缺乏加深文化意识和跨文化沟通技巧的

系统训练。这不仅限制了他们在接待西语国家游客时对文化讲解

的深度精准和互动体验的能力，而且也会由于他们自身的文化差

异，导致其影响游客服务满意度，限制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此外，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和冲突，致使所出现的一些问

题缺乏有效的解决 [5]。

不了解政策变化带来的挑战。近年来，随着国际旅游政策的

不断调整和简化，尤其是实施针对西语游客的144小时免签政策，

导游在操作细节、流程等方面的变化，也要求从事旅游工作的人

士具有更高的专业素质。但一些导游对政策更新变化不及时、不

准确，对行程调整不合理、签证材料准备不充分等重要信息掌握

不全面，导致实际操作中存在行程调整不合理、游客体验和服务

质量受到严重损害等服务失误现象时有发生。

（二）市场竞争与行业规范的挑战

成本低廉，市场占有率扩大。正因如此，他们往往为了降低

低成本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雇佣非专业双语导游或无导游

资格证的导游。这些非专业导游在语言能力、文化理解、行程规

划、服务技能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为此，在竞争激烈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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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分旅行社为了降低动力成本而采取低成本竞争策略 [6]。此举

对整体服务质量和游客体验造成了严重影响，从而损害了行业整

体形象和信誉。

缺乏资格认证体系。西班牙语导游的资格认证体系尚未最终确

定，入职标准相对模糊，从而导致市场上导游的素质参差不齐，有

些导游没有接受过必要的培训，也没有资格证书，这就很难保证服

务的整体质量 [7]。同时，由于整个行业缺乏统一的认证标准和监管

机制，加剧了市场竞争的不规范，导致一些旅行社和旅游经营者降

低服务质量，以次充好，损害了旅游者的利益和行业整体的健康向

上发展。为提高服务质量，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亟须加强导游专业

培训，完善导游资格制度，加强行业监管，规范市场竞争。

四、策略深化与实施案例精析

（一）人才培养体系的全面革新与升级

为了更好的革新当前的人才培养体系，主要可以通过以下两

个方面去升级：

其一，通过产教融合的方式不断的优化当前的产学合作关

系。高等院校需要多多和旅游行业的公司及单位进行交流和合

作，深入开发“旅游西语和国学研修”这一主题的跨学科课程 [8]。

在开发这一课程时，由于这一课程融合了中西方的内容，因此首

当其冲的就是要加强对西方语言能力的提升。

其二，由于这一课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我国的国学经典相融

合的，因此在课程开发中还需要通过真实职业角色扮演、体验和

培训等形式，来帮助学生更好的加以进行学习，提高对已学知识

的复习效果，并且还可以依托文化传承考察等种种方式提高学生

的亲身体验，以此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促进学生的文化传承，

进而从多个方面为导游行业提供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

其三，打造多层次、多维度的现场培训体系。针对现场导游

员队伍，从政策解读、业务技能培训、客户服务优化等多个方

面，建立了创新的定期培训机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

式，帮助导游员及时掌握行业动态，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

使导游员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二）政策协同与市场开拓的精准策略

深化政企协同机制建设。推广建立西班牙游客专用数据库，

确保旅游信息采集分析准确，为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为提升

服务质量提供科学依据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与合作，通过实施

一系列税收优惠、资金扶持等更多政策优惠，共同推动新兴旅游

产业稳步发展 [9]。

适度地推广海外市场的品牌形象。通过创意短片、现场交

流、民间合作、精准定位西班牙语市场，大力宣传免签政策独特

优势，有效提升中国旅游品牌知名度和国际吸引力。充分利用全

球社交媒体平台 [10]，尤其是西班牙 Tiktok 频道的强大影响力，大

力宣传中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促使 [11] 中国旅游品牌和国际

吸引力的知名度得到有效提升。同时，加大对职业导游员的培训

力度，增强旅游者的选择性，加大对职业导游服务的宣传力度，

通过提高导游的职业素养和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选择中

国作为旅游目的地。

五、未来展望：西班牙语导游行业的深度转型与学术
视角下的创新发展

目前导游行业正在从传统的服务模式走向现代化、专业化。

因此，西班牙语导游行业正在全球化、数字化的时代经历着重大

变革。这种转型，从学术角度来说，要求导游既要语言功底好、

涉旅知识广，又要懂得行业变迁，还要掌握理论和实践技能，进

行跨文化的交流。所以，导游职业培训体系必须建立在多学科研

究的基础上。该体系应涵盖多个学科，包括语言学，文化研究，

旅游管理和信息技术等，旨在培养出文化底蕴深厚，对市场比较

熟悉，掌握的技术技能较高的西班牙语导游人员。此外，还要通

过案例研究、参观考察、模拟演练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等方

式，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培养导游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此外，还要注重推动学界和产业界长期合作，共同探讨西班

牙语导游行业创新的新途径。

六、结论

144小时后免签制度的推行，对促进西班牙语导游事业有很大

的促进作用。政府要在政策和层级上进一步优化签证政策，通过

旅游宣传形式促进各国间的合作，把国际上更多的平台、更多的

机遇提供给西班牙语导游，这是我国目前比较普遍的办法之一。

同时要鼓励旅游公司在发展、促进西班牙语导游方面予以支持，

如：为整个旅游行业提高竞争力而建立专门的资金、税收方面的

优惠政策。在行业标准、技能培训上，为保证西班牙语导游团队

的专业、水平的提高，制订严格的导游专业标准，提高服务标准

和道德要求。在培养具有多种本领、国际视野、语言功底好的情

况下，促进国内各大高校与各个旅游公司的紧密合作，扩大旅游

管理方面的跨文化交流和训练，以推进西班牙语导游国际化，使

西班牙语导游拥有国际化的眼球和良好的外语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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