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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A2_9D_E7_BD_9A_E9_c34_565871.htm 导游擅自增加购物

点，采取欺骗方式让游客购物的案例已经屡见不鲜。记者昨

日了解到，《旅行社条例》日前已经国务院第47次常务会议

通过，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大连市旅游质量监督所负责

人告诉记者，近几年，大连本地没有游客投诉过导游硬性胁

迫游客购物的情况，但发生过导游诱导外地游客购买“质次

价高”海产品的案例。 内容解析 条例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低

于旅游成本的报价招徕旅游者。欺骗、胁迫旅游者购物或者

参加需要另行付费的游览项目，将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旅行社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对于导游人员、领队人员，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处1万元以

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导游证或者领队证。 以往：游客受气多半在网上发泄 “

买的东西是真的也就算了，可他们居然卖假货。 ”有过类似

遭遇的秦先生在2008年初去了一趟海南，1580元的双飞5日游

让秦先生和女儿觉得不可思议，俩人迅速报了名。结果导游

在当地着了魔似地将他们往购物店里带，在海南呆了4天，几

乎有两天的时间是在购物。 秦先生告诉记者，一家购物店的

老板听说来的客人是大连的，就说自己也是大连的，先套近

乎，然后将标价498元的黄玉手镯以200元的价格卖给了大家

。秦先生和其他游客买了20多只手镯，回家一鉴定才发现所

谓的玉镯竟然是石头上了色制成的。秦先生想回去找老板理

论，但又觉得不值，给旅行社打电话，旅行社将责任都推到



了小店老板身上。秦先生最后只是在相关的网站上进行了投

诉，将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以警示其他游客。 从事多年导游

工作的小袁告诉记者，游客知道自己在外地买的东西贵了，

或者是假的，大多采取的方法是在网上投诉来发泄愤怒，少

数游客会找旅行社进行理论或者打投诉电话。“他们怕麻烦

，为了一点钱找来找去觉得不值。 ”小袁说，一般旅游合同

上都会有相关投诉电话，打一个电话并不麻烦，希望游客认

真维护自己的权益。 今后：游客投诉合同是主要依据 大连市

旅游质量监督所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旅游投诉数量有

所增加，这与旅游市场的日益火热和市民维权意识逐渐增强

有关。因此，旅游市场也在实践中进行规范。根据大连本地

的投诉情况来看，诱导购物和服务质量是主要问题。游客进

行投诉的主要依据是旅行社和游客签订的合同，合同中必须

包含景点自费项目，约定购物次数，以及导游的相应服务，

一旦出现违约情况，根据事情的严重性，由旅行社根据合同

规定给予解决，如果旅行社无法解决的话，游客可以直接投

诉至大连市旅游质量监督所或者消协。 该负责人说，本地导

游的诱导购物行为主要表现在诱导游客购买“质次价高”的

海产品，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一般导游骗购的情况多出现

在规模较小、没有资质的旅行社身上，他们往往以超低价位

来吸引游客，然后通过增收门票、诱导购物的方式来增加收

入。按照新的条例规定，这种行为可以归为欺骗游客，要对

旅行社和导游处以相应的罚金。“新条例大幅提高了对旅行

社和导游侵犯游客权益行为的惩罚力度，为一些不法旅行社

和导游人员戴上了‘紧箍咒’。 ”负责人告诉记者，高达5

万元的罚金仿佛一个“高压线”，更好地规范了旅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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