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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再现导游强制游客消费天津再现导游强制游客消费

不合理低价团乱象何时休不合理低价团乱象何时休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天
津一女导游因游客未购物，在
车 上 骂 不 购 物 的 游 客 是“ 狗
屁 ”，并 要 求 游 客 必 须 购 买
2000 元额度物品才行。视频
发布后，引发网友热议。天津
市文化和旅游局不久后于深夜
就网传“导游强制游客消费”视
频发布情况通报称，经查属实，
依法责令涉事导游改正违法行
为，拟对其顶格处 3 万元罚款，
并没收违法所得。

导游强制游客消费的背后
暗含了低价团泛滥的现象，打
击、消灭不合理低价团仍是当
下需继续深入落实的行业行
动。业内人士呼吁，应多方联
动将不合理低价团扼杀在萌芽
状态；同时消费者也应提高警
惕，避免贪小便宜吃大亏。

无证导游泛滥
强制消费现象频现

进入暑期旅游高峰阶段，
旅游市场在火爆的同时也滋生
出不少乱象。

根据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
发布的通报，视频中的旅游团
队在山西省太原市由当地旅行
社组团出发，行程为北戴河、天
津四日游。其间，旅游团乘坐
旅游大巴由京津塘高速公路抵
达天津。涉事导游邓某为天津
地接导游，为旅游团提供在津
导游服务，其导游证因有效期
满未申请换发，已于 2023 年 9
月 9 日 被 注 销 ，属 无 证 导 游 。
该旅游团在津旅游行程中，导
游言辞失当、态度恶劣，存在胁
迫旅行者消费行为，引发游客
不满。根据《导游人员管理条

例》第四条、第十八条之规定，
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依法责令
涉事导游改正违法行为，拟对
其顶格处 3 万元罚款，并没收
违法所得。处罚决定将在有关
法定程序终了后作出。

值得注意的是，通报中提
到上述涉事导游属于无证导
游，但依然能够上岗工作。实
际上，当下游走在市场中的无
证导游不在少数。天津导游强
制游客消费被通报一事尚未平
息，7 月 24 日，呼和浩特市文化
旅游广电局又发布一则关于导
游强制游客消费的通报。此
前，该局收到游客投诉，后经初
步调查，游客孙某一行 12 人经
网络渠道报名参加“草原沙漠
五日游”旅游活动，地接社为内
蒙古壮丽山河旅行社有限公
司，随团导游为李某，李某属无
证导游。7 月 19 日，因导游李
某途中推销自费项目与游客发
生纠纷，导致车辆停驶，暂停行
程约半小时，后继续行程。根
据《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相关规
定，当地对李某“无导游证进行
导游活动”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拟对其处 2 万元罚款，并没收
违法所得。

“无证导游在部分地接社
里一直都是普遍存在的，最直
接的原因就是导游少、不够用，
为了接团，最后不管有证没证，
都直接上岗。”资深旅行社从业
者许茂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特别是在寒暑假、黄金周等旅
游旺季，小地接社的导游根本
不够用。好多地接社不考虑自
己的承接能力，有单就接，为了
顺利履约，就启用了很多有经
验但未必有证的“野”导游。“就

是赌一把，没事就赚了，有事就

挨罚。”谈及此现象，许茂也感

到十分无奈。
“无证导游能够上岗，主要

归因于旅游市场仍存混乱的灰
色地段，以及监管不严。”农文
旅产业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袁帅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部分旅行社为了降
低成本，可能聘请未取得导游
资格证书的人员担任导游工
作，而这些无证导游往往缺乏
专业培训和职业素养，更容易
出现强制游客消费等违规行
为。同时，旅游市场的信息不
对称也为无证导游提供了生存
空间。

游客被迫消费乱象
缘何屡禁不止

一直以来，国内一些热门
旅游目的地总是不断被曝出不
良商家强迫游客购物、黑导游
辱骂游客等新闻，让当地旅游
业形象严重受损。虽然相关部
门依法针对违规现象给予了严
厉惩处，但强制游客消费等乱
象总是屡禁不绝。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报
告显示，在 2023 年典型消费舆
情事件中，28.5% 的受访者最
关注“低价旅游团暗存强制购
物问题”。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团费
价格太低，以‘穷游’作为吸引
点，以至于导游没利可图，只能
催 促 游 客 买 东 西 ，以 此 赚 工
资。”许茂透露，每条旅游线路
所包含的房费、车费、餐费、景
点门票费用以及司机和导游的
工资等，再加上地接社的抽佣，
都是有成本价的，太低廉的团
费显然连成本都不够。“所以自
然‘羊毛出在羊身上’，团费不
够，购物来凑。”许茂说。

其实，近年来，不合理低价
游一直是旅游管理部门重拳整
治的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旅
游法》明确规定旅行社不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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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指定具
体购物场所，不能安排另行付
费旅游项目，经双方协商一致或
者旅游者要求，不影响其他旅游
者行程安排的除外。文旅部也
明确要求各地依法查处不合理
低价游等各类旅游市场违法违
规行为。但旅游市场上不合理
低价游仍屡屡出现，诸如“港珠
澳7日游499元”“韶山桂林6天
5 晚游 399 元”等低价团仍吸引
大量游客报名参与。

“这种低价团商业模式虽
然 短 期 内 能 吸 引 游 客 ，但 长
期 来 看 会 损害旅游业的健康
发展，影响游客的满意度和信
任度。”袁帅认为，低价团和零
负团的存在，与旅游市场的竞
争激烈、旅行社经营压力增大
以及游客对价格敏感等因素
有关。

在许茂看来，低价团整治
难与一些地方畸形的文旅发展
观和不合理的导游薪酬机制相
关。在“急功近利赚快钱”的目
标下，一些地方的组团社、地接
社、商家店铺等形成利益联盟，
且很难攻破；同时，不少导游没
有底薪，只能去赚人头费和购
物提成，因此被动地沦为低价
游的执行工具。

此外，许茂还提到，近年来
较为火爆的直播间推销旅游产
品的营销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部分消费者对低价游的

“免疫力”，比如“城市消费券、

政府补贴、内部员工价”等营销

话术更为低价游蒙上了一层
“合理”面纱，不少消费者因此
抱着侥幸心理下单。

打击不合理低价团
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旅游消费对扩大内需的作
用日益凸显。旅游消费是最终
消费、多层次多样化消费和可
持续消费。有测算显示，旅游
业每收入 1 元带动相关产业收
入 4.3 元。随着旅游消费需求
不断释放、持续升级，旅游消费
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占比持续
增加，旅游已成为促进消费、扩
大内需的重要领域，对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综合带动
作用。从这些方面来看，旅游
业的健康发展显然至关重要。

然而，现如今，不合理低价
游成了“打不死的小强”。其
对 游 客 而 言 ，不 仅 花 了 冤 枉
钱，还搞坏了出游心情，破坏
了对目的地的印象，折损了对
旅游业发展的信心；对旅游市
场来说，这一做法涉嫌不正当
竞争，劣币驱逐良币，扰乱旅
游市场秩序，损害行业的长远
利益，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因此，真正消灭不合理低
价团、避免导游强制游客消费
等乱象出现，成为当下刻不容
缓的行动。

袁帅建议，消灭不合理低
价团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首
先，加强旅游市场的监管力度，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机
制，对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
其次，提高导游的职业素养和
道德水平，加强导游培训和考
核工作；再次，引导游客理性消
费，提高游客的自我保护意识
和维权能力；最后，还可以通过
推动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
量发展，以提供更加丰富多样、
高品质的旅游产品来满足游客
的需求，从根本上减少不合理
低价团的出现及强制消费乱象
的发生。

许茂结合自身从业经验，
认为打击不合理低价团，一方
面可以线上线下齐发力，加强
监督惩治力度，提升违法违规
成本；另一方面，需尽快转变
行业观念，摆脱过时的粗放、
低端发展思维，以更有品质的
服务吸引游客，真正让旅游业
实现行业、游客、从业者等多
方共赢。此外，许茂称，现阶
段，社交媒体、新媒体发展迅
猛，有必要加强对典型案例的
曝 光 力 度 ，通 过 强 化 舆 论 引
导，让抵制不合理低价游成为
一种自觉和共识。

京津冀三地精品盆景亮相景山公园

近日，北京市第十四届盆景展暨第六届京津

冀盆景艺术联展在景山公园开展。本次联展共展

出200余盆精品盆景，汇聚了京津冀盆景艺术精

华，这也是京津冀盆景艺术联展首次在北京举办。

盆景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以其精

巧的造型和深远的意境，一直以来都是园林艺术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联展，汇集了众多盆景

大师的匠心之作，将自然之美浓缩于方寸之间，展

现了中国园林文化的博大精深。

此次精品盆景主要在景山公园内的观德殿院

落集中展示。三地盆景艺术家们利用本地树材、

石材资源，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盆景艺术。古建

红墙与盆景搭配，相互辉映，为游客带来雅致的艺

术体验。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