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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焦点

跟跟““回回扣扣””说说拜拜拜拜，，下下月月起起 旅旅游游市市场场迎迎““小小清清新新””
“零负团费”等旅游乱象将销声匿迹，导游薪酬制度将重建， 旅行社需在新领域“觅食”

编者按：

报团旅游结果被强制购
物、旅游过程中被“黑导游”强
行带到购物点购物、景区频频
涨价、景区旺季超载运营“看
景”变“看人”……在日常旅游
中，很多市民朋友或多或少都
会遇到这样的烦心事。以往，由
于缺乏相关法律的明确规范，
旅游行业的乱象层出不穷。今
年4月份，我国第一部旅游法应
运而生，针对目前旅游经营活
动中的方方面面做出了明确的
法律规定，旅游经营活动真正
实现了“有法可依”。下月起，旅
游法就要正式施行，市民朋友
们做好“依法旅游”的准备了
吗？

本报9月5日讯(记者 齐金
钊) 今年4月份，我国首部针对
旅游业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旅游法》经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将
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旅
游法将焦点放在了合法权益的
维护上，针对目前诸多损害消费
者旅游合法权益的行为给出了
明确的规范措施。

“以前没有专门的法律对旅
游经营活动进行规范，因此在执
法过程中往往力不从心。”烟台
市旅游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以
往针对旅游经营活动的监督规
范多是参照《旅行社条例》等行
业规范进行，执法力度较小，因
此许多旅游界的“痼疾”难以根
治。

新出台的旅游法分为十章，
依次为总则、旅游者、旅游规划
和促进、旅游经营、旅游服务合
同、旅游安全、旅游监督管理、旅
游纠纷处理、法律责任和附则。
对于日常旅游活动中集中暴露
出来的问题都进行了明确的规
定。

针对屡禁不绝的“零负团
费”旅游，旅游法规定，旅行社不
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
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
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
回扣等不正当利益。旅游法规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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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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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法还对导游的行为作
出规定：导游和领队不得擅自变
更旅游行程或者中止服务活动，
不得诱导、欺骗、强迫或者变相
强迫旅游者购物或者参加另行
付费旅游项目。

市民下月起

“依法旅游”

市场

“低价团”将遭驱逐，旅游回归理性

旅游法对旅游市场的影响早在8月
份就已显现，9月份的旅游市场更是传
出“涨声一片”，游客纷纷将旅游计划提
前，想赶上“最后的优惠”。但在市旅游
质监所所长刘慧看来，“一味说提涨价
并不准确，实际上这只是旅游价格回归
理性。”刘慧介绍，90年代国内旅游市场
刮起了“低价风”，为了打价格战出现了

“零负团费”的情况，“现在推出的纯玩
路线和涨价后的价格是一样的，只能说
线路回归到更合理的价位上了。”

“之前还出现过只花180元就能港
澳5天4夜游的事，市场上很多低价团的
价格都是虚低。”刘慧认为，只是价格低
倒并不是坏事，但现在市面上大部分低

价团都是“低价进店，回扣补贴”，那就
是不合理。采访中，不少旅行社从业者
透露，部分热门线路的低价团给出的团
费，连单程机票都不够，其中的差额就
要靠游客进购物店的回扣来补足。

部分旅行社还差别对待老年人和未
成年人，一旅行社国内部经理曾透露，

“老人和小孩报团就要额外加钱，就是因
为他们没有购买力，如果不加钱就没办
法补回差价。”针对旅游市场上存在的

“年龄歧视”，刘慧认为，旅游法实施后，
新的报价方式将趋于统一，这些问题都
将消失。采访中，部分业内专家也表示，
旅游市场重新回归市场化，隐形消费显
形化，旅游产品将回归旅游本质。

本报记者 代曼

“2013年是旅行社行业真正调结构转方式的一年，是旅行社行业
的一个拐点。”距离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正式实施还有
不到一个月时间，9月5日，烟台市旅游局组织了全市千余名导游员
和旅行社从业者开展了旅游法宣贯培训，会上市旅游质监所所长刘
慧指出，10月之后，“零负团费”、“回扣补贴”等现象将销声匿迹，导
游薪酬制度也将重建。旅行社行业要和以前不规范的经营方式做一
个了断，旅游法将还给旅游市场一个清新的面目。

在市旅游质监所所长刘慧看来，“一味说提涨价并不准确，实际
上这只是旅游价格回归理性。”部分业内专家也表示，旅游市场重新
回归市场化，隐形消费显形化，旅游产品将回归旅游本质。

导游

薪酬将趋稳，购物店或迎“关门潮”

9月初，烟台市旅游市场上才开始
推国庆出境游线路，热门旅游线路像东
南亚、港澳游等价格都翻倍上涨，有的
游客感慨，“以后旅游都是有钱人的消
遣了”。采访中，不少旅行社经营者预
测，“今年国庆接待量要下滑不少”。在
市旅游局副局长张博看来，旅游线路报
价回归理性后，势必会给旅游市场带来
较大影响，“接待量可能会下降，很多购
物店可能直接关门，同时导游的收入也
会受到影响。”

“今年夏天，有旅行社招纯玩团的
导游，一天给500元的导游服务费都没
人干，一问说是还没进一个购物店拿的
多。”会上市旅游质监所所长刘慧讲了
一个例子，台下的导游都笑了起来，导
游员小徐小声嘀咕道，“500元的服务费

还没有进一个购物店拿的多，旅游旺季
一天至少能进4个购物店。”但在刘慧看
来，“干一个旺季就能休半年”的情形虽
然没了，但导游的薪酬制度会重建，导
游员以及旅行社从业者的收入会稳定
且稳固提高。

采访中，有市民表示，现在旅游方
式太多了，跟着旅行社出去就是为了能
享受品质高一点的服务，“虽然价格高
了，但能玩得好还是一样。”市民郑先生
是一名旅游爱好者，但因为几次跟团出
游进购物店比景区时间还长，他们一家
转而选择自驾出行。不少市民反映，游
览时间宽松，导游服务到位的旅游团才
是游客最爱，郑先生认为，“从长远看，
品质高的旅游服务会拉来更多回头
客。”

在市旅游局副局长张博看来，“接待量可能会下降，很多购物店
可能直接关门，同时导游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市民反映，跟着旅行
社出去就是为了能享受品质高一点的服务，游览时间宽松，导游服务
到位的旅游团才是游客最爱。

旅行社

放弃购物利润，转变经营思路

不让进购物店了，旅行社的盈利点
在哪？接待量上不去，旅行社该如何突
围？采访中，不少旅行社从业者表示不
知如何应对旅游法带来的影响。记者发
现，虽然临近“十一”黄金周，但有的旅
行社不再大力宣传了，就是因为新形势
下不知如何操作，担心收上了客却赚不
到钱。对此，刘慧给出建议，“把9月份之
前的旅游观念清零，按照旅游法的规定
重新在空白的经营思路上涂画。”

张博认为，现在国内发展旅游有政
策方面的优势，而烟台发展旅游还有资
源上的优势，“烟台新上了旅游大项目，
为旅行社提供的产品更丰富了，而且烟
台城市宣传力度也一直在提升。”张博
提出，应对新形势，旅游企业要从设计
个性化产品上下功夫，“散客多了，那旅

行社可以开发出面向散客的产品，比如
帮他搞定交通、酒店、门票。面对不同的
消费群体也要开发设计特色产品，现在
市场上有夕阳红产品，那“80后”、“90

后”甚至“00后”的市场还有待挖掘。”同
时，张博建议，旅行社还应转变经营思
路，加强网络营销力度，把产品推到电
子商务平台上去，培养产品营销人才。

“根据采购价、经营成本算出合理
价格，报价里有成本有利润价，旅行社
完全可以赚到钱。”刘慧说，距离10月1

日旅游法正式实施还有20多天，这期间
旅行社经营者不应再把注意力放在“如
何安排游客购物上”，而是与以前不规
范的经营方式做一个了断，放弃旧的违
法的操作模式，着眼于研究开发新的旅
游产品，提前抢占市场。

“散客多了，旅行社可以开发出面向散客的产品，比如帮他搞定
交通、酒店、门票，面对不同的消费群体也要开发设计特色产品。”张
博建议，旅行社还应转变经营思路，加强网络营销力度，把产品推到
电子商务平台上去。

10月1日，我国首部旅游综合性法
规旅游法将正式实施，受严禁“零负团
费”等条款影响，今年国庆出境游线路
迟迟没有露面，有的旅行社从业者还
存有疑惑，“不让购物怎么办”。

9月5日，烟台市旅游局组织了一次
面向全市旅行社从业者和导游员的一
次法律宣贯培训大会，市旅游局副局
长张博一上来就抛下“狠话”，“再出问
题就不是违规违纪而是违法，直接关
系到企业的生死。”

张博认为，随着整个经济社会的
发展，旅游行业已经从朝阳产业发展
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形式也从
单一的观光朝着观光、休闲度假复合
型发展，而游客出游方式不单是跟团
走，自助游、自驾游等出行方式导致散
客比例越来越大，游客对于产品的需
求也更加特色化、休闲化、个性化。但
旅行社行业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导
游应该是旅游服务者，现在却成了旅
游产品的推销者，旅行社经营者变成
了租赁者。”张博认为，旅游法的实施
将促进整个旅行社行业革新，不规范
经营的旅行社可能就会从此倒下去。

记者注意到，旅游法中十章112条
条款中关系到旅行社的将近一半，曾
有旅游业内人士称，“旅游法就是一部
旅行社大法”。市旅游质监所所长刘慧
认为，导游和旅行社是分不开的，旅游
法实施对旅行社行业和导游群体影响
重大。

本报记者 代曼

旅行社再出问题

将直接关系生死

“旅游法的出台有利于净化旅游市场环
境，对未来烟台的旅游发展有重要意义。”鲁
东大学商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曹艳英认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对经济发展
和市民生活水平提高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

作为旅游资源丰富的城市，烟台旅游正经历
蓬勃上升发展的时刻，出台这样一部法律，
对于规范旅游环境、重新确立旅游城市地位
将起到重大作用，烟台应该抓住这样重要机
遇，在旅游突围上再进一步。

净化旅游市场环境，对烟台意义重大

旅游法是改革开放初期就启动的立法
项目之一。1982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着手
起草旅游法。1988年，旅游法曾被列入七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国务院立法计
划。但是由于当时我国旅游业还处于起步阶
段，有关方面对立法涉及的一些重点问题认
识不尽一致，因此草案未能提请审议。

为了维护国内的旅游市场稳定，在旅游
法出台前的30年间，国务院和地方都出台了
一些法律法规对旅游活动进行规范，但由于
缺乏上位法的支持，这些法律规章并不能完
全适应当前旅游业跨地区、跨行业发展的需
要，旅游市场也因此乱象频出。

本报记者 齐金钊

30年前，旅游法就已开始酝酿起草

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
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
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
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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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是旅游从业者和游客关注
的焦点。业内人士认为，35条中的“不得
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项目获取回扣
等不正当利益”就是针对“零负团费”等
不合理情况做出的规定，但有的游客和
旅游从业者质疑，“吃住行游购娱”是旅
游的六大要素，为什么不让购物？

对此，市旅游质监所所长刘慧解
释，35条提出的规定，不是不让购物而
是不得指定购物，而且在双方协商且不
影响其他游客的情况下，游客可自选购
物店。

“可以在行程上安排半天、一天的
自由活动时间，游客玩得差不多了，想
带点纪念品，那自己选择购物店即
可。”刘慧认为，在向游客介绍购物店
时，不可以推荐专门针对游客设立的
旅游购物店，要介绍普通市民也可购
物的大众商店。而且双方协商最好在
合同上有所体现，“如果旅游从业者没
有拿购物回扣的歪念头，游客怎么购
物和你没有一毛钱关系，你就能处理
好游客购物的情况。”

35条：

不是不让买东西，而是不得“指定”

导游不能拿回扣了，靠什么生
存？刘慧认为，旅游法中的第37条、38

条规定表明，以后导游薪酬制度将发
生重大变化。根据规定，参加导游资
格考试成绩合格，与旅行社订立劳动
合同或者在相关旅游行业组织注册的
人员，可以申请取得导游证。旅行社
应当与其聘用的导游依法订立劳动合
同，支付劳动报酬，缴纳社会保险费
用。

“这意味着导游可以有基本工资，

还有保险了。”刘慧指出，原本国内导游
市场普遍存在导游挂靠旅行社的情况，

“即便签了合同也是假合同，不发工资
不买保险的假合同。”刘慧认为，不健全
的导游薪酬制度是出现导游靠吃购物
回扣现象的最主要原因。“以后导游的
工资可能就看服务质量来定了。服务
好、资质优的导游一天的服务费可能会
达到1000元，而服务不好的每天可能就
赚 5 0元，得让导游老有所得，老有所
值。”

37、38条：

有基本工资有保险，导游靠服务吃饭

“自驾游现在花钱也不少，其中景
区门票支出占了大头。”市民吴昊天是
一名自驾游爱好者，但这两年自驾游回
来一算账发现，花的钱也不少，其中1/3

花在景区门票上，“一般都是冲着有名
的景点去的，但现在无论南方还是北
方，稍微有点名气的景区门票都在100

元以上。”
近两年，国内曾多次刮起“景区门

票涨价风潮”，有的网友感慨：“高速通
行虽然免费了，但省下的钱还不够景区
涨价的零头，都说鼓励休闲旅游，门票
这么贵，谁还敢出去玩啊！”

景区门票直接关系着出游成本，而

国内景区因存在过度依赖“门票经济”
的情况，所以涨价之风时不时刮得老百
姓一阵心痛。而10月份即将实施的旅游
法中规定，要严格控制景区门票涨价，
第43条规定：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
的门票以及景区内的游览场所、交通工
具等另行付费项目，实行政府定价或者
政府指导价；拟收费或者提高价格的，
应当举行听证会，征求旅游者、经营者
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
行性。此外，在规定政府定价和政府指
导价的基础上，为了防止利用公共资源
建设的景区变相涨价，明确其不得通过
增加另行收费项目等方式变相涨价。

43条：

景区想涨价？没那么随便了

“本想看风景，结果变成看人头。”
每到“五一”、“十一”黄金周，景区都会
出现“人满为患”的情况。去年“十一”期
间去爬泰山，25岁的李进感慨，自己是
被人群给挤到山顶的，而有的景区也曾
出现过因为拥挤导致游客受伤的情况。

不少市民说，不太愿意去太拥挤的
景区，玩一趟不仅不能放松还累得要
命。去年“十一”黄金周，烟台不少景区
也出现客流过多导致“垃圾遍地，景区
受伤”的情况。

旅游法第45条规定：景区接待旅游

者不得超过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最大
承载量。景区应当公布景区主管部门核
定的最大承载量，制定和实施旅游者流
量控制方案，并可以采取门票预约等方
式，对景区接待旅游者的数量进行控
制。旅游者数量可能达到最大承载量
时，景区应当提前公告并同时向当地人
民政府报告，景区和当地人民政府应当
及时采取疏导、分流等措施。

据旅游法规定，景区接待游客超出
最大承载量时，如果未及时有效疏导，
最重可罚停业整顿半年。

45条：

游客超过承载量，景区要有“限客”方案

为您详解旅游法

景区涨价须开听证会
本报记者 代曼

会场动态

在培训大会上，副
局长“撂狠话”

出台意义

相关链接

▲下月起旅游法将正式施行，不少市民都到旅行社咨询。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市民正在向旅行社工作人员咨询问题。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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