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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方向及总体目标 

为了更好的制定我的个人职业生涯规划，我做了以下几项测试： 

  1.职业兴趣类型： 

 

您的职业兴趣类行为: E企业型，组合类行为:EAS型。 

      2．行为方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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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行为方式类型为：I影响型 

（I型人（影响型）的行为方式可用热情、自信、乐观、善于表达、说服力强、

令人愉快、乐于助人、受欢迎、好交际、可信赖等描述。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 

    乐观开朗，喜欢抛头露面，比较看重地位、头衔，但不太喜欢官僚形式； 

   喜欢热闹，与人合群，受大家欢迎，他们所在的场合，总是欢声笑语，气氛

活跃； 

   乐于与人亲近，总有办法与别人建立关系，有人际交往魅力。讨厌一个人的

感觉，喜欢与朋友在一起。对人际关系敏感，能注意到别人的感受； 

   乐于接触新鲜事物，但新鲜感也容易较快失去，他们不喜欢重复，难以忍受

一成不变和乏味的工作。 

   I型人适合从事的职业：公共关系、行销企划、教育培训、设计师、广告创意

人员、演员、媒体从业者、节目制作、业务代表、客户服务、旅游事业等。） 

   3.职业类型取向： 

 

通 过

以上的三

种测试，

可以确定

我的职业

兴趣及方向，所以综合考虑，我的 

职业方向：旅游策划营销人才 

0 
 

  100 

 

  



总体目标：成为一位有专业素养的旅游产品策划师和营销师 

（二）社会环境分析结果 

       （包括对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职业环境的分析） 

一、根据我对旅游管理专业就业方向的了解，大致有以下方向： 

      旅行社（导游，计调，销售等）; 

旅游局(公务员); 

旅游景区规划与开发(研究,设计人员); 

度假村、会展（策划师，销售等）; 

旅游咨询顾问; 

根据我的性格特点，我大致倾向度假村设计师。 

二、就我国乃至世界市场的分析来看，旅游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支柱，涉及

到国家、世界经济的各个方面；旅游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正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重视；旅游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就我国现阶段对于旅游等第三产业所颁布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看，旅游

产业是国家重点支持的行业，也是重点要发展的行业；随着中国旅游产业的飞速

发展，市场对于专业旅游人才，特别是高级酒店和旅游管理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

大。 

综合以上分析，我对于旅游产业的发展和对于自己旅游管理专业的未来发展

的前景还是很有信心的。 

（三）组织分析结果： 

       （包括对行业、组织制度、组织文化、领导人、组织运行机制、发展领

域等的分析） 



  旅游和管理酒店管理专业需要的是具有高素质的专业管理人才，而且需

要很高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旅游和酒店管理，对于从业者来说，

需要有专业的服务意识和对于高尚生活品质的追求；对于本组织内的人员要有充

分的了解和引导，对于自己的工作需要有足够的热情和信心；要具备很好的组

织、协调能力和决策魄力，以及战略眼光。 

（四）自我分析： 

       （对家庭因素、自身条件及性格、潜力等的测评结果） 

  家庭因素：家中父母可以自食其力，姐姐已成家，所以家人希望我在自己

喜欢的专业和职业道路上做的更好； 

自身条件：我发现自己爱好广泛，喜欢唱歌，乐器，喜欢看侦探类的书，

所以在分析事件的时候会从多方面去考虑；喜欢与人交流，听人们对于同一事件

的不同见解；是一个活泼开朗，性格乐观向上，责任心强，喜欢探索，有创新意

识的人，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独立的想法，想拥有自己的公司，打造属于自己的事

业；与人交往时热情大方、坦诚相待是我的优点，所以我的人际关系良好； 

潜力：摄取知识的能力快，具有良好的认知能力；对于旅游产业的发展具

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而且对于毕业以后的规划做了较深入的考虑，并对自己的将

来的发展很有信心。  

（五）目标定位以及目标的分解和组合： 

       （发展策略、发展路径） 

  （分析资料）市场规模继续扩大  

中国出境游人数的增长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有

密切的相关性。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 1998 年到 2007 年间，中国



出境游人数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23%。根据国际经验，通常一个国家

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1,000 美元时，国内旅游开始兴旺起来，并进

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人均 GDP 超过 2,000 美元时，休闲旅游

需求急剧增长，形成对休闲旅游的多样化需求和多元化选择；当人均

GDP 达到 3,000 美元时，将出现周边出国旅游的热潮；当人均 GDP 

达到 5,000 美元时，洲际旅游将有所加快。 

 

 

2010 年我国人均 GDP 约合 4,371 美元，我国旅游行业已进

入旅游消费升级阶段。尽管目前我国公民旅游还以国内游为主，但随

着经济的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出境旅游人次、出境业务年

收入、毛利在“三游”中的比例不断提高，出境旅游消费处在不断升级

阶段，出境游需求相当旺盛，出境旅游市场是中国旅游市场发展最为

迅速表现最为活跃的市场。同时，目前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趋势将进一

步有利于出境旅游市场的发展。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与其他国家的人有

所不同，出境旅游消费基本上属于储蓄型消费，金融危机对中国人的

出境消费能力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更多的仅在心理层面，使得游客

的消费变得比较谨慎。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也在一定程度激发国人

的出国意愿。根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 2020 年，中国将成为世界

上第四大旅游客源国，出境旅游人次将达到 1 亿人次。 

（2）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增加将推动出境游市场的发展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205/1594232157237.shtml


截至  2010 年底，国家旅游局已与 140 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部

门签署了《旅游目的地国地位谅解备忘录》，其中有 110 个国家和地

区已对中国公民全面开放。欧洲一直是我国旅游者热衷前往的境外旅

游目的地之一，尤其是  2004 年欧盟与中国《旅游目的地国地位谅解

备忘录》正式签署，同年 9 月 1 日起除英国以外的 24 个欧盟国家，

以及挪威、冰岛、瑞士、列支敦士登和罗马尼亚共 30 个国家正式向

中国游客开放。截至 2010 年底，共有 37 个欧洲国家对中国公民开

放。 

从各出境旅游目的地市场来看，随着宏观经济的逐步好转，以及中国

旅游者对欧洲的向往，业界对未来欧洲旅游市场持乐观态度。就大洋

洲旅游、非洲旅游及东南亚旅游市场而言，在未来几年内都将会保持

增长态势。从需求和供给来看，美国旅游等新兴市场有着巨大潜力。 

（3）旅游产品逐步向注重品质和质量转变  

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经历了多年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转型升级的

阶段。随着中国公民人均收入的日渐提高，旅游观念的日益成熟，中

国旅游者的需求和消费行为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旅游消费市场不断

增长，呈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发展态势。传统的团队观光旅游已经

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求，旅游者从传统的团队观光游，逐渐转向深度

游、休闲度假游等休闲型消费方式，自由行和个性化旅游成为旅游发

展趋势。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

次超过 1,000 美元，达到 1,090 美元，2006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205/1594232157237.shtml


过 2,000 美元，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可自由支配时间不断增多，具备

了外出旅游的客观条件，二次旅游消费升级已然来临，而经济相对发

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带的主要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

已超过 5,000 美元，已经开始进入第三次旅游消费升级阶段。 

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的政策法规，许

多中国游客的消费理念也在悄然发生转变，他们从 “出发前看重价

格，旅行中追求品质 ”的不成熟旅游消费观念，开始转变为 “出发前注

重品质，认可合理的价格”。 

同时许多富裕的中国人对追求高端产品和高品质服务也有很大的需

求。因此，市场需求结构在发生变化。对于走马观花式的旅游线路产

品已经逐渐疲倦，定制游、特色游的需求日益增长，那些针对性强的

出境旅游产品或深度游产品将在未来更受欢迎，出境旅游产品的特色

与品质将走向一个新的高度，一定程度上也会实现新的市场增量。 

{资料来自《2012-2016 年中国旅游行业市场前景调查及投融资战略

咨询报告》} 

   综合这些因素，我的具体策略和规划路径如下： 

1. 在学校期间，认真学好本专业的专业知识，培养自己广泛的兴

趣，积极的阅读和自己专业有关的书刊杂志，保证每个月可以阅

读、记载 3 本专业性书籍；同时自修另一门外语，因为在旅游行

业现阶段，非常缺乏小语种的人才；在班级和社团里积极培养自

己的组织和协调能力，锻炼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积极寻求专业

实习的机会，到社会企业基层去培养自己最基础的实践能力，争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205/1594232157237.s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205/1594232157237.shtml


取在毕业之前达到旅行社团体销售员的实际工作水平。 

2. 毕业以后，积极寻找工作岗位，先从前台销售做起，再到团体销

售（一年之内达成），再到销售组长（计划在 1.5年内达成）、部

门副理经理（计划时间限制在 1.5年内）、部门总经理（达到总经

理职位计划 2年）。次职业计划在五年之内达成。 

3. 在实现以上目标以后，在从业 7 年后，在经济和家庭情况允许的

情况下，我将会选择寻找更好的发展环境，或者进行自主创业

（旅游策划公司或者星级酒店专业管理团队的培养），而之前五

年的旅行社工作，可以当作后期发展的投资。 

4. 以上职业规划的安排是一个大致的方向和行动目标（我个人倾向

于作一个接近于具体的行动方案，给后续的发展预留一定的空

间），对于在后期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将根据事实的需要作相

应的改变。 

（六）成功的标准 

家庭生活和睦；事业达到自己所需的高度；能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行

之有效的、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个人的存在对我的祖国和人民的发展有意义。 

（七）差距 

       （即自身现实状况与要实现的目标之间的差距） 

1.恒心不够，做事往往不能持之以恒； 

2.组织领导能力、领导艺术有待提高； 

3.身体素质欠缺，缺少锻炼； 

4.就业压力大，高素质人才的竞争将愈来愈激烈； 



5.服务意识不够，不能很好的摆正自己的位置， 

6.管理和组织协调能力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7.外语水平不理想，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八）缩小差距的方法及实施计划和方案 

对于以上的问题和差距，我觉得首要任务还是努力培养自己各方面的能

力，并且避免眼高手低的问题出现，遇到事情要努力培养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再次要向各个阶层的人虚心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点来弥补自己的不足，要培养自

己的服务意识；再就是要时时关心与本专业有关的形势动态，。 

我深知人的性格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就我所了解的知识来说，一个

人的性格和能力都是通过后天的培养得到的，所以我将努力决心克服自身所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发扬自己的优势，改变自己的劣势，我将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中不

断的改变自己，是自己能够达到二十一世纪对高级管理人才的要求。 

为缩小差距，达到目的，我制定的行动计划如下： 

1、每周坚持锻炼身体至少 8小时，培养自己一种可以持久的兴趣爱好，

从而间接的培养自己持之以恒的恒心； 

2、每天坚持练习英语口语至少 30 分钟，恶补自己的英语知识，了解不

同地域、国家的文化和历史，达到英语脱口而出的水平； 

3、大学期间通过导游证，通过计算机 ACCESS二级，考取驾照；在大三

学年结束以前，把大学期间所有需要的相关证书拿到手； 

4、毕业前希望通过自考拿到韩语初级证书 

5、经常到图书馆或者网络上了解相关社会政治、经济产业动态，时刻

保持与现实需求的同步，培养自己的思维能力； 



6、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动态，并及时对事情作出分

析，并提出具有自己思维在内的个人意见和看法； 

7、计划大三就到与专业相关单位实习，向有经验的人学习，培养自己

的社会实践能力和专业操作能力； 

8、多看一些管理内、心理学类的书籍，提高自己的管理和组织协调能

力； 

9、培养自己独立自主的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 

 

                                   时间：2013年 5月 31日星期五 

                                   策划人：高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