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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窗口，对于并不太懂旅游业的老百姓来说，导游员的好

坏直接影响到他对旅游的态度。导游私拿回扣、擅自更改行

程等行为让老百姓深恶痛绝。于是，对导游人员实行行之有

效的规范管理是旅游行业整治的重点。而“黑导”、“野导

”的出现，又给规范的导游抹了黑，并且严重地冲击了旅游

市场正常秩序，极大地损害了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和我国旅游

业的形象。于是，在今年下半年的旅游市场打假打非专项整

治工作中，也要严厉打击“黑导”、“野导”。 但是有人质

疑，全国有15万导游，管得过来吗？怎样才能管理得好？并

且“黑导”、“野导”也可能随时出现，抓得过来吗？ 也许

在以前，这的确是个难题。一个导游在这个地方违规了，被

处罚，但出了这个省，就谁也不认识他，他还可以继续违规

。而“黑导”被抓住后也可能会是如此，因为别的地方并不

知道他是“黑导”。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国家旅游局推行

的IC卡管理系统，以及导游网络化管理的建设不仅让那些“

黑导”、“野导”无处藏身，并且也严格规范了正式的导游

员。 导游IC卡是今年4月1日开始在全国22个城市试点推行的

，它将现代技术手段和科学管理机制结合。IC卡上完整地记

录着导游的职业信息，是不是“黑导”、 “野导”，通过检

查人员的手持读卡机一试便知。另外，新版的导游IC卡是统

一监制的，不容易伪造，因此游客也可通过简单辨认而知道

是不是“黑导”。而对于正规导游来说，通过导游IC卡这个



信息化载体，旅游管理部门可以对导游进行评分、年审以及

信誉档案管理，其中包括“黑名单”管理。 正是由于导游IC

卡的推行，实现了行业管理的新突破，旅游管理部门也看到

导游管理存在着更大的工作潜力。于是，越来越多的地区提

出要结合当地情况实现导游网络化管理，以及导游管理全国

一盘棋、统一联动的需求。因此，将城市导游管理推向区域

规模化、管理规范化、全国网络化，启动导游网络化管理体

系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任务。 而建立导游网络化管理体系，对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据国家旅游局有关人士介

绍道，它是首次建立对导游执业全过程的动态管理；首次在

全国建立全方位、统一规范的管理模式；首次建立三级管理

、责权明确、分工科学、监管到位的体系；首次建立统一并

分层级的导游档案信息库、为实现导游信誉档案制度奠定基

础；首次应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强化和规范导游管理。导

游网络化体系的建立，适应了治理整顿、规范市场的需要；

适应了发展大旅游、大市场观念的需求；适应了导游日趋自

由职业化、加强社会管理的需求；适应了导游职业特有规律

的需求，是导游管理历程中的一次飞跃。 对于导游的网络化

管理，形象地说这有点类似于我国金融系统现在强调存款的

实名制，目的之一就是对每个人的所有大笔经济收入都可以

在网上检索出来，当然只是有权部门才能调阅其个人的资料

。如果没有实现联网，一个人可以在这里存一笔款，到那里

存一笔款，这个人到底有多少存款就根本弄不清楚。 同样，

有了这样的网络，管理部门也就能随时对导游的工作情况进

行了解、分析，加强动态管理，并且对导游黑名单中的从业

人员也能有效地进行监控。一个严重违规违法的导游员，进



了黑名单，理当在这个地区、甚至全国不能从事旅游行业工

作。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网络，其他地区就可能不知道

他已经被列入黑名单。而当建立起全国的导游网络化管理体

系后，管理部门只要鼠标轻轻一点，就能知道哪个导游是优

秀的，哪个导游已被列入黑名单了。从另一方面来说，网络

化建设有利于管理部门互相沟通情况，综合各部门的一些信

息。 这样的导游网络化建设是势在必行的，于是，最近国家

旅游局出台了《关于建立导游网络化管理意见的通知》，对

国家旅游局、省、市旅游局提出了要求，并且各负职责。国

家旅游局网络化管理负责制定政策、总体规划和组织协调工

作。具体负责全国导游网络化管理体系、规范的建立和技术

指导；全国导游人员数据库的建立和管理；定期发布全国导

游信息；监督和指导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省级旅

游局网络化管理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导游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

督。具体负责全省导游数据库的建立和管理；发布全省导游

综合信息；提供各种服务；组织对各城市导游管理工作的指

导和检查；上传本辖区导游综合管理信息，对各城市导游管

理信息及时上传情况进行监督；辅助无制证条件的城市制证

。城市旅游局网络化管理负责导游人员日常管理的具体执行

。具体负责导游证件管理；建立导游信息库和导游原始档案

资料备查；导游信息管理；导游计分管理；导游培训；导游

年审。 并且，除了首批推行导游IC卡管理的22个城市外，国

家旅游局已确定将山东、福建、海南三个省作为第二批试点

地区。辽宁、内蒙古、河南等地主动要求启动导游网络化管

理。在2003年4月1日前，全国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实现导游网络化管理，力争再经过两年的努力，在全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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