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9 Tourism Today Vol.19 No.25 September 2021

当代旅游  2 0 2 1 年 9 月 上 旬 刊  第 1 9 卷  第 2 5 期 ·旅游教育·

后疫情时代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
就业现状分析与思考

李思佳    李思洁    耿姜月    何晓丽
▲

湖北文理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湖北襄阳 441053

[ 摘要 ] 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国内高等院校不断扩招影响，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本文通过统计湖北省某高校旅游管理专业 2016— 2020 届毕业生的就业数据，并结合对 2020 届毕业生的问

卷调查情况，综合分析了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性地从学生、学校及政府

三方面提出了建议，以期为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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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旅游产业欣欣向荣，市

场对旅游管理专业人才需求逐年上升。旅游管理专

业的毕业生能在各类旅游相关企业单位、教育及研

究机构等从事服务、经营、管理、培训、咨询等工作，

就业前景良好。然而，2019 年末新冠肺炎疫情突至，

全球经济特别是旅游产业受到极大冲击。这意味着

旅游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将面临就业范围缩小、就业

机会减少等挑战。后疫情时代，如何保证大学生高

质量就业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以湖

北省某省属本科院校旅游管理专业为样本，通过统

计分析该专业 2016— 2020 届毕业生的就业数据，试

图摸清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就业现状，探讨该专业毕

业生就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一 湖北省某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

湖 北 省 某 高 校 资 源 环 境 与 旅 游 学 院 2016—

2020 届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共计 317 人，其中 2016 届

66 人，2017 届 84 人，2018 届 45 人，2019 届 45 人，

2020 届 77 人。

（一）总体就业率

该校旅游管理专业 2016— 2018 届就业率较高

且基本稳定在 95.0% 以上（表 1）。2019 届就业率显

著提高，达到 100.0%。表明，2016— 2019 年我国旅

游产业欣欣向荣，就业岗位充足，为旅游管理专业的

毕业生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但 2020 届毕业生

就业占比明显降低，较上一年下降了 13.0%。这说

明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旅游产业带来的巨大冲击，

也波及了旅游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就业，该专业的应

届毕业生就业难、就业压力增大。

（二）就业类型

该校毕业生的就业类型包括“协议就业”“灵活

就业”“自主创业”和“升学出国”四种类型（表 1）。

协议就业和灵活就业是主要的就业形式，近 5 年两

者平均占比分别为 52.9% 和 29.9%。但是，协议就

业率和灵活就业率年际波动均较大。自主就业和升

学出国学生人数偏低，近 5 年两者平均占比分别为

4.3% 和 7.2%。近 5 年自主创业率不稳定，2019 年

创业率最低为 0.0%，2018 年创业率最高为 6.6%。

升学出国率呈逐渐增长趋势。走访调查结果显示

2020 届毕业生中有一部分选择二战考研，表明该专

业毕业生对继续入学深造越来越重视。

与 2019 届相比，2020 届毕业生协议就业率大

幅下降，灵活就业率、升学出国率和自主创业率呈上

升趋势。这表明，在毕业生规模较大且疫情防控背

景下，传统就业模式和招聘方式发生变化，2020 届

毕业生就业面临极大挑战，就业朝着多元化、自由度

高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表1 2016—2020届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率

就业     年份

类型
2016届 2017届 2018届 2019届 2020届

协议就业 36.4% 81.0% 40.0% 80.0% 27.3%

灵活就业 51.5% 8.3% 37.7% 15.6% 36.4%

自主创业 6.1% 2.4% 6.6% 0.0% 6.5%

升学出国 1.5% 3.6% 11.1% 4.4% 15.6%

总体就业率 95.5% 95.2% 95.6% 100% 87.0%



80 Tourism Today Vol.19 No.25 September 2021

当代旅游   2021年9月上旬刊  第19卷  第25期·旅游教育·

（三）毕业生问卷调查

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影响市场大环境对旅

游管理专业毕业生的需求，也影响着该专业毕业生

的心理状况。为了解毕业生面对疫情的主观感受，

针对 2020 届旅游管理专业的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95.0% 的毕业生对疫情期间学校教

学情况持满意态度，反映了高校面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后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力求高质量完成教学工

作，助力学生顺利毕业 [1]。然而，学生就业后续情况

不容乐观。2020 届毕业生现任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仅 33.0%，表明疫情的发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专

业毕业生对口就业。不仅如此，该届毕业生离职率

高达 67.0%，进一步说明未对口就业以及疫情的后

续影响对毕业生职业生涯的不利影响较高。

针对 2020 届毕业生就业需求的调查结果显示

（封三图 6），他们在就业过程中希望得到的帮助主要

来源于父母朋友、政府、学校以及互联网等。其中，

他们希望得到学校和政府帮助的意愿最大，分别占

比 60.9% 和 57.4%。例如，希望学校就业指导部门

加强就业指导，加大与校企的合作力度；期望得到

政府政策的支持，拓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其

次，他们也希望可以举办网络宣讲会、双选会；创新

推进网上就业服务，岗位信息精准推送等。

二 后疫情时代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面临的主

要问题

（一）学生抗压能力弱，就业积极性受挫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大部分毕业生容易产生

焦虑、无奈、沮丧等情绪。抗压能力弱、心理上的恐

惧感，使其就业的主观意愿不强 [2]。

尽管旅游管理专业就业范围较广，但就业质量

极易受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疫情期间，人们的外

出活动大大减少使得旅游产业的招聘单位改变用人

策略。后疫情时代毕业生线上招聘模式逐渐成为主

流，就业方式自由度高且不断多元化，这对毕业生综

合素质的要求更高。部分毕业生自身理论与实践能

力较弱，再加上新的就业环境下用人单位对员工综

合素质要求提高，学生就业积极性大大受挫。

（二）高校教学存在短板，就业指导性不强

作为新兴学科，该校的相关资源以及教学设施

有限，疫情的出现使得该专业的实习机会减少，实地

训练几乎没有。通过对用人单位进行访谈，一些单

位反映高校理论跟不上实践，用人单位需要的知识

和技能未在高校的课程和培养中反映出来，高校培

养忽略了用人单位的专业需求 [3]。此外，高校就业

指导中存在就业信息来源渠道不畅，没有办法做到

精准定位，这些问题对毕业生提高择业能力产生不

利影响。

（三）就业迎来新格局，岗位竞争激烈

旅游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大多就业于第三产业，

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第三产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极

大，特别是住宿、餐饮业、文化体育线下娱乐业等受

到严重影响 [4]。旅游管理专业的毕业生面对市场变

动，职业选择的范围大大缩小，对口就业岗位不足。

近年来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不断扩大，就业市

场供需不平衡，岗位竞争愈加激烈。

三 后疫情时代促进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高质量就

业的对策

（一）学生积极主动，提升素质能就业

高校毕业生是就业的主体，后疫情时代学生就

业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毕业生的就业态度。面对

疫情带来的就业压力，毕业生应积极主动，有意识地

提高抗压能力，树立正确择业观 [5]。

旅游管理专业可就业范围广，毕业生想在众多

竞争者中脱颖而出，首先，要努力学习专业理论知

识；其次，从事旅游管理方面的职业绝大部分需要较

强的实践能力，因此，学生在巩固专业知识的同时，还

要积极参与实习实践；最后，后疫情时代，就业格局

发生重大变化，学生们需要不断丰富自己，让自己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企事业单位紧缺的高级

人才。

（二）学校及时调整，精准施策促就业

高校应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以适应市场需求，不

断丰富与该专业有关的教学资源，让该专业的学生

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在教学方面，创新教学模式，

实现线上线下多功能教学，拓宽学生们的视野。另

外，高校导师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尽可能

地让该专业的学生有实习锻炼的机会，让学生能够

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变化 [6]。不仅如此，还应注重综

合技能锻炼，例如：与人沟通的能力以及灵活处理

突发问题的能力；最后，针对疫情期间学生的就业

情绪问题，指导老师应及时了解情况，加强与学生交

流沟通。

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要充分利用各方资源，及

时获取第一手就业信息。正如美国未来学家托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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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道：“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

个世界”。可见及时了解市场信息，更好了解市场需

求的变化，将有利于毕业生在激烈的求职竞争中占

据优势地位。因此，学校应尽可能为学生提供就业

政策、单位招聘流程等信息助力学生就业。针对不

同专业学生的特殊需求，高校二级学院应做到精准

帮扶，尽量保证毕业生对口就业。

（三）政府宏观调控，落实政策助就业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深远影响，后疫

情时代就业市场极不稳定。疫情期间，旅游、会展、

线下娱乐活动等产业发展不景气，大量从事第三产

业的人员处于待就业状态，就业市场明显不平衡。

新冠疫情限制线下活动的同时，也刺激了新的需求，

以互联网经济、新兴服务业、网上教育等为代表的新

业态经济模式快速崛起。后疫情时代市场变动大，

就业迎来新格局与挑战。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正在向

多元化转变，特别是旅游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在第三

产业大变革背景下就业受到极大冲击。此时应发挥

政府有形手，合理分配资源，助力后疫情时代就业市

场稳定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7]，政府应

颁布相应政策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优化自主创业环

境、助力受挫第三产业，让就业市场百花齐放，促进

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的稳定发展。

四 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校毕业生就业产生了影响。

以湖北某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为例，总体就

业率下降，就业类型呈多元化发展。面对突如其来

的疫情，毕业生就业存在以下问题：学生抗压能力

弱，就业积极性受挫；高校教学存短板，就业指导性

不强；就业市场迎来新格局，岗位竞争激烈。为了

促进后疫情时代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学生应积极主动，提升素质能就业；学校应及时调

整，精准施策促就业；政府应宏观调控，落实政策

助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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