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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除了了涨涨价价，，还还发发生生些些啥啥
《旅游法》实施一个半月，各方利益开始博弈

相关链接

“北京一日游”

仍乱象丛生

尽管《旅游法》已经实施一个半月
多时间，却还有那么些为了利益而置法
律不顾的人进行着暗箱操作。14日，某
媒体记者报名参加了“北京一日游”发
现，低价揽客、擅改景点、强行增加收费
项目、强迫游客购物、收取回扣等痼疾
一个不落。

在网络中搜索“北京一日游”，各种
各样的旅行网、旅行社就会扑面而来，
虽然大批网站都打着大旅行社的“响
亮”招牌，可仔细查看域名便会发现，这
些网站与正规旅行社风马牛不相及。

在留下手机号码，约定接车地点
后，就完成了报名手续。在实际游览
的过程中，原本第一站“八达岭长
城”被无故换做了居庸关长城；明十
三陵、十三陵水库、古神道等景点，
全都变成了在大巴行驶途中远观；不
在行程之内的“明皇宫”被导游极力
推荐，称其为4A级景区值得一看，但
门票需自费；游客被拉到玉器卖场和
某特产店，告知不买不许上车；豪华
的自助午餐变成了十人一桌的超级简
餐。整个行程，导游都挖空心思让游客
掏钱，让随团游客大呼上当。（综合）

专家建言

构建完整的

旅游法律体系

《旅游法》的实行其产生的影响
直接波及旅游业界和与旅游相关的普
通人，有人认为这是一次行业的洗
牌，有人认为是一次考验执法力度的
立法，也有人认为给旅游的选择带来
了限制。

对于这部法律，中国社科院旅游
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王健民认为，更
完整的旅游法律体系需要去构建。
“旅游业基本上把第三产业全部囊括
进来，但是国家旅游局没有对一个旅
游景点的直属的行政领导权，比如故
宫在黄金周高峰期客流量18万人，远
远超过了世界遗产保护相关规定的四
万五千人的上限，按理国家旅游局应
该通报，但是由于没有管理权力就无
法做出。”

同样，国家旅游局可以评选A级
景区，但对各个景区的行政任命和处
罚都无法做出。原来的《旅行社条
例》给了国家旅游局更多的权力，旅
行社是前置审批，成立前要交保证
金，旅游局通过保证金制度来管理旅
行社，因此《旅游法》的大量篇幅是
旅行社，而且是如何处罚旅行社。

相比之前，关于景区门票的问题
法律语言都很软。因为想用一部法限
制其他部门的权力，谁都不干，所以
涉及旅行社之外的其他产业只能说软
话，包括门票、酒店服务、餐饮服务
都是捎带写一句，不能涉入太深。

从世界旅游发达国家的状况来
看，因旅游行为和旅游活动的复杂繁
冗，所谓的“旅游法”，往往需要一
个法律群落。比如，日本的相关旅游
法，就有《旅游基本法》、《国际旅
游事业资助法》、《国际旅游事业振
兴会法》、《通过促销和举办国际会
议等振兴国际旅游法》、《旅行社
法》、《酒店业法》等等，相互作
用，构建成一个完整的旅游法律体
系。与之比照，中国的这部单一的
《旅游法》，显然像形单影只的一根
独木，实难撑起旅游法谱系的一个广
阔天地。 (新京报)

导游们“谈购色变”最
直接的影响还有许多购物
店，诸如它们“关门大吉”
的事情也是屡见各类媒体。

“以前很多导游带去的
购物店并不是我们想进的购
物店，比如工艺品店、珠宝
店等，这些地方价格贵不
说，质量也都不过关。如果
游客们想买土特产带给朋友
亲戚，完全可以去当地的综

合超市嘛，或者利用自由时
间逛一逛商业中心。”对出
游购物颇有心得的济南市民
张亚妮认为，因为《旅游
法》的实施，而失去导游支
持的购物店关门，是因为市
场确实不需要。

相比众多关门的购物店
来说，那些旅游城市正规的
购物商店却呈现出一片大好
的态势，不需要吹捧和拉

拢，只是过硬的品质。
援引中青旅市场推广部

总经理葛磊曾接受某媒体采
访时所说的一段话：《旅游法》
会触动现有机制下部分旅行
企业的利益，但对于诚信经营
重视品质的企业来说，是一个
机会。旅游企业要成为深刻了
解消费者需求、善于和消费者
对话的机构；诚信、规范、有良
好品牌声誉的机构；能够提供

高品质的、高性价比的、差异
化的旅游产品的机构以及引
领服务创新机构。

虽然有专家认为一个多
月来，《旅游法》的实施效
果并不令人满意，但就从旅
游市场这些自我净化和自我
淘汰的过程来看，它已经很
好地起到了敦促行业转变的
作用，这本身就具有了里程
碑的意义。

自10月1日，我国首部《旅游法》正式实施至今已经一个半月，这部涉及到旅游经营
者、消费者双方权益的法律，约束了游客的旅游文明行为，禁止了旅行社“零负团费”的
做法，要求经营者诚信经营等。一部法律的出台既是行业发展的结果，也是各方利益妥协
的结果，从现实情况看，在这一个月的过程中，除了各种涨价，被谈及最多的还有购物、
辞职、关门等字眼。看看这一个月里，旅游市场发生过什么。

□李芳芳

购物，是旅游途中一个
让人欢喜让人忧的环节。
《旅游法》对于这个屡遭诟
病的环节是这样规定的，
“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
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
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
项目。但是，经双方协商一
致或者旅游者要求，且不影
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除
外”，充分表现了合理性。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众

多旅行社却为了彻底安全，
几乎都使用了“一刀切”的
办法，可谓“谈购色变”，
甚至对政策的解读变了味。
“出去游玩一般都会给亲戚
朋友带点特产回来，以前是
导游指定购物店，经常买到
一些不太理想的东西，所以
不愉快。现在呢，不指定购
物店是好事，却也难问到去
哪购物，很多导游生怕惹
事，话都不敢说，这样就有

点过了。”在济南某律师事
务所工作的李先生说。

从诸多报道中，也经常
见到类似的事情，更让人苦
笑不得的是，有游客问导游
在哪儿买水、去哪儿上厕
所，都得不到答复，原因只
是“这些项目都收费”，为
什么导游们都噤若寒蝉了
呢？

刘舒是中国国旅国际旅
行社某分社负责欧洲市场的

主管，她表示，欧洲的购物
团有很大市场，许多人去欧
洲都是为了购物，如果都
“谈购色变”的话，肯定也
是不行的。“把购物点、购
物时长都明明白白写进合
同，游客确认同意后，保证
不擅自更改行程就是了，而
不是采用‘一刀切’的办
法，消极对待游客。”

过于敏感“谈购色变”

导游是一个旅游团队里
边最核心的人物，他们凭借
所学让眼前的景色增光添
彩，也让旅途变得轻松舒
畅。同时，他们手上又有着
主导权，《旅游法》颁布之
前，某些导游可以在行程中
随意做“加减法”，或诱导
或强迫地让游客购物，让旅
游变了味。

很多导游也抱怨了，一
个几乎没有基本工资的行
业，不靠点提成养家还怎么

活啊。没有法律约束之前，
对于一个经常行走在“购物
线”上的导游来说，月入万
元并不困难。笔者有个做导
游的朋友，他上学期间利用
一个暑假做兼职导游就能赚
出四年的学费，而他某个师
哥带团两个月，购物提成高
达十多万的事迹更是被他奉
为“活教材”。

如今，在《旅游法》的
威慑下，导游们的“快钱”
已不再那么好挣，即便很多

旅行社都和他们签订了合
同，提供了基本工资，也难
以让他们兴奋。

10月15日，本报已经报
出，济南一家善做地接的知
名旅行社，曾有26名专职导
游挂在名下，旅行社负责为
其缴纳养老保险，但不提供
工资，导游收入靠日常带团
进店购物提成弥补。“旅游
法”实施后，这部分收入几
乎被斩断，旅行社又养不起
导游，23名导游已经陆续选

择自谋职业，离开了旅行
社。

类似导游辞职的新闻已
经屡见不鲜，这个过程大可
不必惋惜，不过是旅游业者
们净化和自我选择的过程，
相比于在利润的诱惑下沦为
游客心目中的“骗子”，倒
不如在市场规范化下，让钱
赚得更合法、更纯粹，对于
那些真正热爱导游职业的人
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

导游团队自我淘汰

“关门因为市场不需要”

旅游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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