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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来自重庆的东先生报名参加“湖北恩施5天4
晚跟团游”，4 个大人 2 个小孩只需 3560 元（不含往返费
用，食宿、门票等全包）。因为价格太低，东先生担心有猫
腻，便询问销售缘由，对方回复“湖北当地政府补贴，只需
去一个购物超市，待够时间就出来，不强制购物”。

结果到了恩施第一天，东先生就被要求签订旅游协
议，购买旅游意外险，每人300 元，景区“必消项目”每人
280元；第二天，东先生一家又被要求交纳“二消项目”（非
景区必消）465 元；第三天至第五天，他们被拉去购买朱
砂、玉石、玉佩、茶叶、银饰等，花了数千元。

“每天只要坐上大巴车，就要面对导游的推销，还不
让我们在车上睡觉，说这是对导游的不尊重。”东先生吐
槽道。

来自四川的黄女士也有过类似经历。前不久，黄女
士花19.9元报名参加了“龙门四溪沟清凉一日游”。该团
具体信息显示：含早餐午餐，全程两个购物店，65岁以下
补门票20元，湖泊、峡谷、溪沟、天然溶洞，全程正规旅游
大巴。

启程当天上午，黄女士和其他游客就被带去两家购
物店。在其中一家购物店，销售人员以购买电器返还现
金的方式，诱导他们购物。黄女士花500元和1500元购
买了两次厨具，第3次以2500元购买时对方不再返还现
金，而这些厨具的实际价格远低于其购买价。黄女士发
现被骗后与销售人员协商未果报警，最终购物店返还金
额2500元。

记者近日在某第三方消费者投诉平台检索“低价游”
发现，相关投诉有近2000条。

一直关注旅游市场乱象的某平台博主“辉哥”体验过
多个低价团。他分析说，不合理低价游的逻辑不是让每
个人都能出行旅游，而是通过连哄带骗让参团的游客不
断花钱。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低价团的盈利主要来源于强
制购物和隐性消费。旅行社与商家合作，通过带游客到
指定店铺购物，从中抽取高额回扣。导游往往会施加压
力，诱导甚至强迫游客购买高价商品。此外，低价团行程
中常会出现一些看似自愿参加的自费项目，如景区内的
电瓶车、游船、表演等，实则为变相的二次收费。如果游
客不参加，导游就以可能影响整个团队的行程进度为由
迫使其买单。

报名“低价游”入坑“低质游”

“低价游”变成“购物游”

连哄带骗诱导消费

近日，海南海口一名网友发布视频称自己的母亲执
意要参加一个老年旅游团，40元游桂林4天3夜还包吃包
住，自己劝诫还被说“不正常”，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7月16日，桂林市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发布情况通报称，涉事地接社桂林美好国际旅游有
限公司涉嫌组织不合理低价游，地接社导游李某、黄某涉
嫌向旅游者虚假宣传兜售物品，已立案调查，将依法严肃
处理。同时，通报中提到涉事组团社为海南佰骏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

7月17日，海南省旅游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通报调查
结果：海南佰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已被吊销旅行社业
务许可证，涉嫌非法擅自从事旅行社业务。后续将根据

《海南经济特区旅行社管理规定》等，对该公司及相关负
责人立案查处，从严从快处罚。

正值暑期，多地迎来旅游高峰期，不合理低价游乱象
随之而来。记者注意到，在上述海南海口某网友发布的
视频中，有不少网友评论称自己参加低价游时被强制购
物：有人报了“280元琼海到三亚”的旅游团，最后买了2万
元鱼油；有人参加“50元旅游团”，花1万多元买了一床蚕
丝被；还有人吐槽“低价游成了购物游、低质游”……

中国消费者协会此前发布的2024年“激发消费活力”
消费维权年主题调查报告显示，盘点过去一年的典型消
费舆情事件，28.5%的受访者最为关注“低价旅游团暗存
强制购物问题”。

不合理低价游缘何屡禁不止？又该如何根治这一乱
象？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专家呼吁将旅行社和导游参与不合理低价游纳入信用档案

近年来，多地旅游行业协会都发布了旅
游线路产品诚信指导价，以此提醒游客。

比如，西双版纳州旅游行业协会发布西
双版纳旅游线路产品诚信指导价，2024年4月
10日至12月31日，旅游团队餐费参考成本25
元/人/餐，旅游大巴车费参考成本淡季50元/
人/天，旺季65元/人/天等。

海南省旅游协会联合海南省旅行社协
会、海口市旅行社协会发布海南旅游产品参
考价格，其中导游服务费300元/天/团，团队
酒店住宿80元/人/晚。

平台也积极采取措施。今年6月以来，抖
音平台针对模糊加价、不合理低价商品进行
排查，累计处置556个问题商品。在商品准入
的审查环节，平台对加价天数占比过多的商
品进行上线前的卡控以及在线识别处置，日
均处理不合规商品超153个。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北京法学会旅游法研究会理事董媛媛认为，
不合理低价游乱象频发的原因，主要是监管
力度不够、低价游市场盈利高于违法成本、消
费者不顾旅游产品成本一味追求低价等。

在尹玉看来，根治不合理低价游问题，关
键在于细化低价游的认定标准和处罚细则，
明确旅行社、导游、商家等各方在低价游中的
法律责任，为治理工作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法
律依据。市场监管部门定期开展专项执法行
动，对低价游涉及的虚假宣传、强制购物、隐
性消费等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依法追究

相关责任，提高违法成本。
他认为，电商平台应切实履行对旅行社

和旅游产品的审核义务，建立严格的资质审
查和产品上架机制。对于发布虚假低价游信
息的商家，平台应依据法律规定及时下架产
品，并对其进行处罚，同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旅游行业协会应依据行业规范和自律
公约，督促旅行社遵守法律法规，诚信经营。
对违反自律规定开展低价游的会员单位，按
照协会章程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取消会员资
格等处罚。”尹玉说，相关部门也可依照相关
法律法规，对旅行社和导游建立信用档案，将
其参与不合理低价游等违法违规行为记录在
案。依据信用情况，按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规划纲要》等规定，在业务许可、评优评先等
方面对信用不良者予以限制。

李晓鹏建议，通过多种渠道加大宣传力
度，如媒体宣传、社区讲座等，提高游客对不
合理低价游的识别能力，引导游客理性选择
旅游产品。

“还应强化旅游消费维权，大力推广线下
无理由退货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
结合旅游购物‘三十天无理由退货’机制，鼓
励实体店经营者采取一门店一承诺、一企业
一承诺等方式，积极参与线下七日或更长时
间的无理由退货承诺，主动公示无理由退货
规则，自觉接受消费者和社会监督。”李晓鹏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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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标准加大处罚

完善资质审查机制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晓鹏指出，
根据旅游法相关规定，旅游者有权自主选择
旅游产品和服务，有权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
制交易行为；有权知悉其购买的旅游产品和
服务的真实情况；有权要求旅游经营者按照
约定提供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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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鹏说，在一些
不合理低价游中，导游和旅行社的做法违反

了这些规定，不仅使旅游者遭受财产损失，
还破坏了旅游体验，严重侵害了旅游者合法
权益。

广东省律师协会会展与旅游法律事务委
员会主任尹玉认为，旅行社以低价为噱头吸
引游客，实际服务与宣传严重不符，存在误
导消费者的嫌疑，违反了广告法相关规定和
商业活动中的诚信原则，同时也违反了民法
典中关于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
义务的规定。并且低价诱导、强制消费的模
式扰乱了正常的旅游市场秩序，对合规经营
的旅行社造成不公平竞争，违反了反不正当
竞争法中关于经营者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
平、诚信的原则。

虚假宣传兜售产品

涉嫌违反多重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