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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法实施
部分导游歇业观望
专家称主做“零负团费”旅行社或退出倒闭

《旅游法》10月1日施行伊始便迎来黄金周大考，“零负团费”组团、增加购物点、强迫购物等行为被明令禁止，

不少导游开始歇业在家进行观望。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由于进入门槛低，我国旅游行业长期处于散乱差的低端竞争格局，伴随着《旅游法》时代开

启，旅游业将被倒逼，面临一场新的洗牌。

团费上涨，报名人数减少，
营业收入降低致不少旅行社都
面临着很大的经营压力。有旅行
社负责人称，现在没有好办法只
能硬撑，希望靠提升服务品质吸
引游客。

根据《旅游法》的规定，导
游、领队不能再靠“吃回扣”挣
钱，今年黄金周不少导游歇业在
家。环境国旅总裁钟晖透露，团
费上涨后，游客对导游的服务期
望值增高，但导游因无提成可
拿，服务上缺乏动力。“很多导游
开始转行，也有暂时不上团等机
会的。”钟晖说，“今年十一假期
因为缺乏导游、领队，公司里不
少经理骨干都开始临时带团。”

没有回扣，导游的收入如何
解决成为了旅行社面临的新问
题，携程旅游负责人表示，目前
大部分导游没有和旅行社签合
同，无法得到基本工资、社会保
险，这使导游没有起码的物质保
障，收入主要来自于游客的购物
和自费项目的回扣。国内导游管
理和薪酬体制的改革刻不容缓。

“我们的解决思路是‘工资+带
团补助＋小费’的导游薪酬体
系。首先，从薪酬体制上保障
导游收入权益，支付真实的成
本，包括导游工资、带团服务费、
四险一金等，不允许地接旅行社
在这类产品收取导游人头费；

其次，导游按产品服务难
度和等级，可以得到

相应的带团补
助。”

□新情况

缺乏合理薪酬

机制致导游歇业 黄卓伟在四川从事导游职
业已 14 年。他告诉记者，因
为《旅游法》实施，今年十一
他并未带团出游，而是在成都
市内从事接送机业务。黄卓伟
说，“现在购物点不能进、自
费项目不能加，《旅游法》刚
实施，大家都比较守规矩，这
对于以往靠吃回扣为生的导游
来说打击很大，只能想别的办
法赚钱”。

零负团费现象在四川以往
很普遍，黄卓伟表示，原来接
零负团费的那批导游这个黄金
周基本都歇业观望了。“我认
识不少导游，他们文化素养普
遍比较低，但就是靠着敢变
脸、敢忽悠，原来在导游圈里
最吃香，不过这回《旅游法》
出台，他们十一基本都没出
团，天天在成都市内打麻将消
磨时间。”黄卓伟说，其实歇
业只是暂时的，大家还都处于
观望状态，一旦《旅游法》执
行不力，监管力度不严，估计
又会重操旧业。

提到原来的收入，黄卓伟
一声叹息。他告诉记者：“原
先在购物点的返点能达到 5%

至20%，再加上自费项目中抽
取的人头费，零负团费接团很
容易，以九寨沟的团为例，4
月至 10 月是旺季，挣得多的
导游月入 4万元至 6万元，如
果一个月挣不到2万元甚至会
被淘汰。”

对于今年十一黄金周的情
况，黄卓伟表示，现在只剩下
了地接社支付的导游服务费这
一项，相当于固定工资，带一
个团下来才 1000 多元，和原
来比绝对是天壤之别。

黄卓伟表示，他几年
前就想转行，但这么多
年没有任何其他工作经
验，又习惯了无计划
收入、无计划开销的
生活状态，突然不能
赚快钱的话还真不适
应。

他认为，“以往导游门槛
低，现在一批人歇业观望，对
于学历高、专业素养强的新生
导游是个机会，起码有个比较
干净的大环境让他们发挥，而
不是整天去钻研如何去忽悠
人”。

>>从业者说

新法若执行不力会沉渣泛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
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认为，
如果《旅游法》能够严格而且
持续、均衡地实施，这个行业
的洗牌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目
前全国旅行社行业处在小、

弱、散的状态，没有形成
合理的经营体系。随

着价格的上涨，游
客随团出游需

求在几个月
甚至更长

时间内会有所下降。而当团队
市场规模下降，那么这个行业
就养不起旅行社了，这对大旅
行社是利好，它可以正大光明
地做高端品质线路，但另一部
分以做“零负团费”为主、旅
游消费被透支的劣质旅行社必
然会退出倒闭，或者半死不
活。此外，一旦各旅行社面临
一定的生存困境，这
还会促使它们重新建
立良性的盈利模式。

>>观点

“零负团费”旅行社或倒闭

>>现象

十 一 升
旗过后的天安

门广场留下5吨垃
圾，游客不顾警示随意攀爬圆明
园古墙遗址，宁波雅戈尔动物园
里游人用纸屑向动物投食，泰山
步道旁苹果核、橘子皮不时从山
上滚落。

>>观点
游客缺乏引导监管导致问题

《旅游法》规定，旅游者在旅
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
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
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爱护
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遵守
旅游文明行为规范。

神舟国旅市场总监郭玲梅表
示，其实《旅游法》出台后，涉
及黄金周的团队都已经把文明旅
游写进了合同，出团前领队也会
和游客做相应提示和说明，但可
能因今年散客量实在太大，游客
缺乏旅行社方面导游、领队的统
一管理，景区在客流量超负荷运
转时对散客的监管难度也更大，
导致不文明现象还是时有发生。

四川当地一位地接社的导游
告诉记者，以往带团期间游客如有
不文明现象肯定会对其进行劝说、
提醒，一旦游客和景区工作人员发
生矛盾也会及时调解，“游客在文
明出游方面普遍都很被动，尤其是
一些素质本来就偏低的客人，没有
人提醒的话不论参团还是自由行
他都可能有不文明举动”。

□老问题

不文明事各地频出

>>现象

今年十一黄金周，故宫游客接
待量超过测算的游客量上限一倍
多；西湖单日游客量首次突破百
万；九寨沟游客滞留，进不去出不

来。有网友调侃这个长假的
拥堵盛况：“故宫人山人

海、长城不分内外”
“法海被挤掉进西
湖了”。黄金周的
旅游似乎乱成了
一锅“黄金粥”。

>>观点
应科学测

算景区环境承
载力

《 旅 游
法》明 确 规
定，景区接待
旅游者不得超
过景区主管部门
核定的最大接待
量。中国社科院旅
游研究中心特约研
究员刘思敏表示，目
前国家还未出台关于
景区承载量的核算标
准，这一规定实施操作
起来有难度。景区整天
说安全是放在首位的，

但没人是为了安全而安全，大部分
景区考虑的还是如何消化众多的
游客，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如何
在黄金周期间带来更多的经济收
益。九寨沟只是一个最突出的案例
而已。

要想解决这种情况，首先应对
景区进行环境承受能力测定，并及
时公布数据，景区根据此数据进行
限量接待。可以说景区的环境承载
力、环境保护问题并没有引起管理
者的足够重视，目前极少有景区对
外公布最大游客接待量，即使公布
也不一定是运用科学的手段测量
的。对重点景区进行环境承受力的
科学测定，能够帮助景区管理者及
时通报、预警，对游客进行出行指
导。同时建立门票预约机制，

尽早地预测景区内的游客数，
对其他游客进行预警。以上两项措
施可以先针对文物保护类、生态类
及管理难度大的景区进行重点实
施，也不一定开始就严格执行，但
要先上路，再推广，逐步地实现，甚
至是在景区规划之初，就要进行科
学的测算。

此外，还要健全预警机制，并
及时发布。可以提前发布黄金周拥
堵景点排名，发布景区的舒适度指
数，帮助游客合理地选择自己的出
游目的地。

（据京华时报）

热点景区仍是黄金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