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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日，《湖南省實施<旅遊法>辦法》(以下簡稱《辦法》)正式施行。這

也是目前全國首個出臺《辦法》貫徹實施《旅遊法》的省份。日前，《中國消

費者報》記者採訪了參與起草《辦法》的有關人士，對相關亮點條款進行梳

理。 

為強制消費列清單 

  由於假期集中，旅遊產品供給跟不上消費需求，每到旅遊旺季，一些景

區人滿為患，黃金周成了“黃金粥”，不僅景區不堪重負，消費者的旅遊品質

也大打折扣。個別旅行社或導遊為了牟利，採取欺騙甚至恐嚇手段，強制遊客

購物，由此引發的旅遊消費糾紛屢見不鮮。 

  在國家大力發展全域旅遊的大背景下，如何做到讓消費者品質出遊?

《辦法》明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旅遊主管部門應當在春節、國慶日等法定節

假日期間，向社會發佈主要景區的客流量、遊覽舒適度指數，以及旅遊飯店接

待狀況等與旅遊者相關的服務資訊。景區利用公共媒體、移動多媒體、智慧終

端機等資訊化平臺，實行景區門票預約預售，及時公佈景區內旅遊者流量。在

旅遊高峰期，景區應當啟動周邊道路、區內停車、公車輛等交通運力錯峰接待

機制; 實行分時入園、景點限時逗留、快速通道等旅遊者疏導分流機制。遊客

數量達到景區最大承載量時，應當暫停遊客進入景區。 

  什麼樣的行為可以被認定為欺騙、強制旅遊購物?《辦法》列舉了旅行

社的 7種具體行為，分別是：旅行社未經旅遊者書面同意，安排購物的;旅行

社、導遊、領隊對旅遊者採取人身威脅、恐嚇等手段，強迫旅遊者購物的;旅行

社或者導遊、領隊安排的購物場所屬於非法營業或者未向社會公眾開放的;旅行

社、導遊、領隊安排的購物場所銷售商品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的;旅行社、導遊、領隊明知或者應知安排的購物場

所的經營者有嚴重損害旅遊者權益記錄的;旅行社、導遊、領隊收取購物場所經

營者回扣等不正當利益的;法律、法規規定的旅行社、導遊領隊及購物場所經營

者通過安排購物損害旅遊者合法權益的其他行為。 



  高風險項目監管無空白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旅遊愛好者特別是年輕人喜歡參與蹦極、熱氣球、

纜車、漂流、摩托艇、滑翔傘等驚險刺激的項目。雖然相關上位法對經營這些

高風險旅遊項目作出了應當取得經營許可的規定，但對其安全監管卻沒有明確

的規定，導致監管不到位，出現事故後，容易出現責任不清、相互推諉的情

況，最終導致旅遊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 

  高風險旅遊項目誰來監管?《辦法》作出了規定：利用滑翔機、載人氣

球、載人飛艇等實施高空旅遊專案的，由民用航空管理部門監管;利用客運索

道、大型遊樂設施等特種設備實施高速旅遊專案的，由特種設備安全監督管理

部門監管;利用摩托艇、遊艇、遊船等實施水上旅遊項目的，由海事部門監管;

從事蹦極、攀岩、潛水等體育旅遊項目的，由體育部門監管。 

  湖南省旅遊發展委員會政策法規處副處長王朝輝表示，《辦法》對大部

分高風險旅遊專案的安全實現分部門監管，明確責任，可操作性強，是一個大

的突破。 

  此外，為最大程度地保障高風險旅遊項目愛好者的安全，《辦法》除規

定經營者應取得經營許可證外，還要建立安全管理、風險防範與應急處置制

度，配備相應的安全管理和救護設備、人員，按照國家規定購買高風險旅遊責

任保險。高風險旅遊專案經營者應當以明示的方式事先告知旅遊者安全防護事

項和可能存在的風險，提示旅遊者購買旅遊意外保險。 

  近年來，隨著私家車進入尋常百姓家以及高速公路帶來的便捷，興起了

一股自助自駕遊熱潮。湖南省旅遊發展委員會的統計資料表示，2016年國慶黃

金周，湖南的自助自駕遊占到整個旅遊市場的 85%到 90%左右。自助自駕游高峰

的背後，是各類俱樂部、車友會、自駕遊協會和機構的蓬勃發展。據統計，目

前湖南省各類戶外自助自駕遊協會(俱樂部)達 60多家，由此也帶來了對旅遊者

的安全保障乏力等諸多隱憂。 

  《辦法》要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規劃建設房車露營地、自駕游基地，完

善自駕旅遊服務保障體系，為自駕旅遊者提供道路指引、醫療救助、安全救援

等方面的服務。俱樂部、車友會、協會以及其他召集旅遊者的組織和個人，未

取得旅行社業務經營許可的，不得從事以營利為目的的旅遊經營活動。 



  電商應取得經營許可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網路、微信、QQ群甚至一些 APP上充斥

著大量資質不明、真假難辨的低價攬客資訊，給旅遊者的財產和人身安全帶來

隱患。互聯網時代，網路訂票、訂房、訂線路、訂門票都非常快捷方便，但也

有不法分子利用網路騙人，致使旅遊消費者權益受損，一場愉快的旅遊變成不

堪回首的經歷。 

  對此，《辦法》明確，通過網路經營旅行社業務的，應當依法取得旅行

社業務經營許可，在其網站首頁或者從事經營活動的主頁醒目位置公開其營業

執照登載的資訊或者其營業執照的電子連結標識，並標明其業務經營許可證資

訊。旅行社新增網路旅遊經營業務的，應當書面告知其所在地縣級旅遊主管部

門。網路旅遊經營者應當與旅遊者簽訂紙質或者電子形式的合同，提供真實、

可靠的旅遊服務資訊。 

  跟團旅遊省心省力，但不少跟團的旅遊消費者遭遇司機和導遊找各種藉

口改變行車路線，臨時“加點”，然後要求遊客增加費用。 

  針對上述情況，《辦法》徹底斷了那些想多撈一把的旅遊車司機的“財

路”。《辦法》規定，旅遊客運車輛、船舶的經營者應當按照旅遊運輸合同提

供運輸服務，不得擅自變更旅遊運輸線路，不得擅自更換運輸車輛、船舶，不

得擅自搭載與旅遊團隊無關的人員，不得中途甩團甩客。因未按照約定路線運

輸或者擅自變更運輸工具增加的運輸費用，旅行社和旅遊者有權拒絕支付。降

低服務標準的，應當退還多收的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