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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旅游方式再出新花样——
“交换式旅游”兴起，主打信
任牌。

近期，在社交媒体上出现
了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

“交换式旅游”，即两个陌生人
互相前往对方所在城市旅游，
同时免费住在对方家里，省去
住宿费用。

“交换式旅游”的兴起在一
定程度上折射出消费者对旅游
行业发展的新诉求，但这种看
似住宿“零成本”的旅游方式背
后其实暗藏安全隐患。旅游从
业者该如何平衡好游客安全和
个性化需求的关系？

有人乐意

有人难以接受

从今年“五一”假期开始，
受消费者出游热情影响，全国
各地酒店的价格普遍飙升，“酒
店涨价”“酒店刺客”“酒店价格
上涨明码标价不算违法”等话
题频频登上微博热搜榜。

高昂的住宿成本让不少想
要出游的游客望而却步，而另
有一拨人则发散思维，打起了
交换的主意。“交换式旅游”随
之悄然兴起。

从形式上看，目前“交换式
旅游”主要有两种换法：一种
是旅游者约定日期同时交换；
另一种是错开时间交换。中
国城市报记者浏览社交平台
相关话题发现，从信息来源
看，有的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帖

“求交换”，有的人则选择在一
些“交换式旅游平台”上寻求

“交换对象”。
对于这种新兴的旅游方

式，消费者的观点呈两极分
化。“我可以接受，但前提是我
们需要提前加微信，加深一下
了解，确定价值观没有太大出
入，才有可能放心住到陌生人
家里，以及让陌生人住进来。”
刚刚大学毕业的刘曜告诉中国
城市报记者，“交换式旅游”的
住宿“零成本”还是让他比较心
动的，而且现在他自己也是租
房住，并没有太多贵重物品，相
对而言还是愿意尝试的。“同时
我也希望借助交换的机会，交
到新的朋友。”刘曜说。

在以刘曜为代表的一类人
看来，“交换式旅游”代表着不
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自
己在交通、住宿、导游陪同甚至
是餐饮、购物、休闲娱乐等环

节，可以与当地居民进行全面
接触，获得比传统旅游更加深
入的体验；“交换式旅游”的共
享活动，也能够让游客和当地
居民通过互动的方式建立深厚
友谊，从而加强不同地区人群
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另一类人的观点则相对保
守，普遍认为尽管住宿“零成
本”比较诱人，但自己宁可住
条件一般的酒店或者等攒够
钱再出去旅行，也不愿意住到
陌生人家里，更不必说让陌生
人住进自己家来。“家是一个私
密空间，最好还是不要拿来交
换。”山西太原市民李晋觉得

“交换式旅游”不太靠谱，他难
以接受。

住宿“零成本”背后

隐患重重

在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耿松涛看来，“交换式旅游”是
当前备受年轻人喜爱的新兴旅
游方式之一，这种形式的旅游
确实具有一定的性价比。交换
双方可以借此机会降低旅游成
本，扩大社交范围，还可以交换
旅游攻略，以本地人的身份，更
深入地体会当地的风土民情，
提高旅游体验质量。但在实操
过程中，“交换式旅游”背后的
风险及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有业内人士表示，“交换式
旅游”的前提是“双向奔赴”，一
旦某一方出现突然违约或失
信，极易给遵守规则的参与者
带来行程上的困扰；若是在交
换期间发生意外事故，交换双
方权责划分更会成为巨大难
题。综合来看，“交换式旅游”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和
实惠。

中国城市报记者梳理资料
发现，目前已有一些游客遇到
了不靠谱的交换者，比如有人
先在自己家接待了对方，等到
一周后想让对方践行“交换之
约”时却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
了，再也联系不到对方；也有游
客在与对方同时出发前往彼此
的城市游玩，返回家后却发现
家里犹如刚退房的酒店，一片
狼藉；更有游客到了对方家后
才发现，房间条件和对方给出
的照片“货不对板”……

此外，还有不少商家已经
嗅到了“交换式旅游”中隐藏的
商机，比如在社交平台上以个
人身份晒出自家房间照片后，
从单个房间到整套房明码标
价。如此一来，这就和收费的
民宿并没有什么差别，甚至可
以说只是自营民宿披了一张

“交换式旅游”的皮。
看似私下约定的行为，因

为缺乏监管可能存在潜在风
险，如入住无需登记身份证、脱
离公安机关管控等。而且“交
换式旅游”提供的并非标准化
产品和服务，居住品质和居住
安全无法被监督。

财经评论员张雪峰在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陌生人敞开家门可能存在
个人安全风险，例如财产被盗
或受到隐私威胁；在交换过程
中，难以完全验证对方的身份
和背景信息，存在被欺诈或遭
遇诈骗的风险；两个陌生人之
间可能存在文化差异，习俗和
生活习惯可能不同，从而导致
不适应甚至冲突。”

此外，一位从业者告诉中
国城市报记者，由于这种旅游
方式在我国仍处于雏形阶段，
很多界定还比较模糊。他坦
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在
交换期间发生意外事件，如财
物损失或人身伤害，将难以追
究责任。

把握机遇

创新、优化特色旅游产品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旅
游业进入前所未有的共享经济
时代。而共享经济衍生出的共
享旅游，便依托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实现
旅游资源和信息的共享，激活
并释放闲置资源，给游客的消
费观念和旅行方式等带来根本
变革。

一边是“零成本”、强社交
属性、接地气的体验游，一边是
因缺乏监管而产生的重重隐
患，未来，“交换式旅游”或会发
展成何种形态？

上述从业者称，“交换式旅
游”未来有可能成为一种趋势。
尽管目前仅有一部分人愿意尝
试，但随着人们对旅游方式多样
化需求的增加，“交换式旅游”作
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可能会
逐渐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接
受。特别是对于那些注重体验
和与当地人交流的旅行者来
说，交换式旅游提供了一种更
为亲近和真实的旅游方式。

而在张雪峰看来，“交换式
旅游”可能并不会成为一种主
流趋势，只会成为一种小众的
旅游方式选项。“由于安全和隐
私等问题，这种方式可能不适

合所有人。但对于一些冒险者
和经济有限的旅行者，他们可
能会选择这种方式来降低旅行
成本，并且获得更加本土化和
深入的旅行体验。”张雪峰说。

实际上，“交换式旅游”的
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游客
对旅游行业发展的新诉求。在
此背景下，从业者该如何把握
机遇满足游客的需求，从而创
造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旅
游产品？

“‘交换式旅游’的出现让
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游客对旅
行方式的新诉求，比如更加个
性化、亲密化和接地气的旅行
体验。”张雪峰建议，从业者应
该建立一个可信赖和透明的平
台，加强安全审核和筛查机制，
使交换双方能够充分沟通、相
互了解，有效减少误解和冲突；
提供更多个性化的旅行方案及
选项，为用户提供独特、真实和
有价值的旅行体验；通过建立
在线社区和旅行者分享平台，
让旅行者能够相互交流、分享
经验和评价，增强彼此的信任
感和互动性。

有从业者认为，旅游机构
可以为游客提供更加专业的服
务，比如为参与交换的游客提
供专业的中介服务，帮助他们
匹配合适的交换对象，提供行
程规划和咨询等服务，加强旅
游产品的创新，为游客提供更
多选择。此外，还应加强宣传
和教育，向人们传达“交换式旅
游”的概念和原则，提高人们对
其的认知和理解，减少疑虑和
担忧，在满足消费者对旅游行
业发展新诉求的同时促进行业
的创新和发展。

上海上海：：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开馆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开馆

6月30日，位于上海市杨浦区的中

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开馆。

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杨浦区委区

政府合作共同建设的中国近现代新闻

出版博物馆，共有5层展示区、6个展

馆。展示内容涵盖中国近现代新闻出

版、儿童出版、印刷技术、艺术设计、数

字出版、音像出版等，展陈体系完整，集

中展现新闻出版人的使命担当和家国

情怀。

中新社发 王 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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