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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牛被国家旅游局约谈后
的4月23日，国旅总社、中青
旅、中旅总社、众信旅游等17
家业内主流旅行社联名发表
《致途牛旅游》声明，宣布停
止向途牛旅游网供货旅游产
品，原因是与途牛在维护正常
的市场秩序、良性的行业发展
以及合理的定价等问题上存在
重大分歧。

而途牛也在当天迅速反
击，称众信旅游不遵守契约精
神、无视客户体验，在没有任
何沟通的情况下单方面中止合
作，决定即日起下线众信旅游

全部产品。
这场充满火药味的对峙只

持续了三天。4月 24日，国家
旅游局介入调查，4 月 26 日，
17家旅行社宣布与途牛恢复合
作。

国家反不正当竞争法规
定，“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
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
格销售商品”。广东恒益律师
事务所律师周磊分析，途牛

“1元出境游”符合低价倾销行
为的构成特征，是反不正当竞
争法的规制对象。

而途牛似乎对“低于成本

价格”一说并不服气，称此前
已通过大规模采购、与银行等
开展异业合作、利用 IT与互联
网技术提升产业链效率、特卖
及预售减少库存损失等措施降
低了成本。

“途牛这种依靠资本撑腰
乱定价的做法，就是在扰乱市
场秩序。”王衍用不赞成纯市
场化竞争，认为在现阶段的中
国，不能“拆别人的墙角来壮大
自己”。

曾在旅游市场打拼多年的
东星集团总裁兰世立则认为，
不正当竞争是有前提的，企业

利用垄断地位横加干涉市场才
是不正当竞争，“途牛可能在旅
游市场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但
还没有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
在他看来，途牛的确为线下旅
行社提供了一些平台和利润，
即使双方无法继续合作，也没
有“封杀”的必要，“封杀这才是
真正的垄断行为”。

刘德谦提醒旅游者，为防
止“低价旅游”产品由“馅
饼”变“陷阱”，切莫贪图小
便宜，应充分了解产品，认真
考察交易对象信誉，仔细阅读
合同后再签字。

世界那么大，1元就能去旅游？
最近，途牛旅游网（以下简称途牛）摊上大事儿了。
先是一个月前因“1元出境游”产品涉及“不合理低价”问题被国家旅游局约谈；接着4月23日又因“低价销售”遭众信旅游等

17家旅行社集体“封杀”。虽然短短三天后这些旅行社又宣布与途牛恢复合作，但途牛“低价旅游”依然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低价旅游”现象，早在十二年前就已初见
端倪。2003年 5月 23日，得知世界卫生组织宣
布解除 SARS时期对广东及香港两地的旅行警
告，广之旅率先推出 38元游广州的“抗 SARS胜
利全城大游行”活动，短短两天就吸引了约2000
名游客。

同年，“零团费”“负团费”旅行团在各地兴
起。旅行社以低价甚至免费的噱头招揽旅游
者，实际行程中诱导旅游者购物或参加另行付
费旅游项目，以弥补成本、获取利润。至此，“低
价旅游”正式进入公众视野。此后，虽然有旅游
法等均对低于成本报价、强制游客购物等问题
做出了明确规定，但低价旅游现象屡禁不止，在
线旅游产品尤为活跃。

2014年 3月，同程旅游网投入 1亿元，率先
推出“1元门票”产品。同程CEO吴志祥表示，“1
元门票”的运作模式是由银行、景区、线上线下
合作伙伴以及企业自身四方出资，“羊毛出在狗
身上”。

在随后的 7、8月暑期旅游旺季，携程、途牛
等在线旅游企业也相继加入“1元旅游”大战，其
中途牛的“1元出境游”最为夸张，如2014年8月
25日推出的“巴厘岛4晚6日游”线路，市场价约
3900元，而途牛体验价仅需1元。

长期关注旅游市场的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王衍用对此表示，迫切
需要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占有率，是在线旅游企
业纷纷投身“价格战”的主要诱因。

据最新数据，截至2013年底，全国纳入统计
范围的旅行社共有26054家，全年行业总交易额
约为 3174.3亿元，其中在线旅游交易规模约为
293亿元，市场占有率不足 10%。而携程、去哪
儿、途牛、艺龙等国内四大在线旅游上市公司
2014年财报显示亏损。即便亏损，也要想办法
抢市场。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彦锋总结在线
旅游企业砸钱投资“1元门票”的三大目的：抢夺
移动端App下载量；争夺在景点门票上的话语
权和入口；以门票为卖点，打包酒店、机票、租车
等更具附加值的产品，以便收回门票成本。他
预测在线旅游行业“宁可亏损也要市场”的局面
还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山东济南的王先生在某旅
游网站团购了一张130元的“济
南一日游”，到地点才发现 6个
景点里有5个为免费；浙江嘉兴
的马小姐以 720元团费价报了
某旅行社的四天三晚港澳游，
结果大部分时间都被导游带去
商场购物；佛山的张先生花费
100元团购的“豪华海景套房”，
屋内装修简陋不说，所谓的海
景“要拿望远镜才能看到”。

2015 年 3 月 25 日，国家旅
游局发文称，针对同程、途牛两
家企业在互联网上以低价招揽

游客的经营行为，已责成江苏
省旅游局会同南京市旅游委员
会、苏州市旅游局分别约谈了
同程、途牛企业负责人。通告中
特别提出，要求途牛停止其“1
元出境游”业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
中心副主任刘德谦分析，2014
年 3 月“1 元旅游”类产品上线
至今，时隔一年后国家旅游局
才出面约谈，可能在于最初的
低价活动尚未形成势头，不方
便强行介入。如今影响扩大，加
上媒体炒作，倒逼主管部门采

取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旅游

局在低价旅游问题的处理上并
没有“一竿子打死”，而是只叫
停了途牛的“1元出境游”，保留
了同程的“1元门票”。王衍用认
为，这体现了主管部门“分类对
待”的监管策略，因为“适当的
低价旅游也有正面效应，会带
动景点周边餐营业的发展”。

“被主管部门约谈之前，途
牛的‘1 元出境游’就已经下
线。”途牛网内部人士李强（化
名）介绍，“1元出境游”只是途

牛“1块去旅游”营销活动的一
部分，是一个短期促销产品。产
品下线是促销活动结束后的自
然反应，并非约谈后的结果。

李强多次强调，游客在“1
元出境游”享受到的旅行体验，
与正常市价的旅游产品相比不
会打折。“主管部门认为‘1元出
境游’是一种不正当竞争，担心
影响用户体验，但我认为低价
不一定就等同于劣质。”途牛的
公关团队自称“1元出境游”活
动并未出现消费者投诉的情
况。

是谁不遵守市场秩序？

低价等于劣质？

亏钱也要抢占市场

不满意游客消费低，云南一导
游大发雷霆，大骂游客的道德、良心
在哪里，5月 1日这一视频在微信朋
友圈被广泛转发。随后记者从旅游
部门了解到，旅游部门已经安排人
手调查处理，将严肃查处导游及所
涉旅行社的行为。

不满游客消费低，导游大发雷霆

5 月 1 日是五一黄金假期的第
一天，但有游客通过微信视频爆料
称，在西双版纳旅游时被导游强行
要求消费满 3000-4000元。爆料视
频 5月 1日上午在微信朋友圈内被
广泛转发，该起事件涉及的一批游
客正乘坐大巴到西双版纳州旅游。

视频中，一名中年妇女因部分
游客消费金额低或有的游客没有消
费，向游客大发怒火：“你们的良心
和道德在哪里？”然后，该名女性导
游称：“我付出了四天的时间，有父
母、孩子，如果大家(游客)不消费，对
得起你们的良心吗？”

随后，该名女导游又说：“你们
有的三四名游客才消费 1000多元，
还不如其它旅行大巴上的一个游客
就消费一万多，有的一个人买镯子
就花四五万。”

她接着说，在此次出行的 50多
辆旅行大巴中，消费最少的就是她
所在的这辆大巴。这也是她很生气
的原因。她进而发出威胁的话语：

“如果每个人不消费满 3000-4000
元，将取消版纳的旅游，旅行社将不
再负责返回沈阳、河南游客的 2000
多元的机票费用。”

视频显示，大巴正在驶向西双
版纳的路上。在一顿怒火之后，该
名导游点出了到达下一站(版纳)，游
客需要为家人购买黄龙玉、烟嘴、化
妆品等，直到买满指定的数额。从
整个视频看，该名导游并未提及其
所属哪家旅行社。同时视频中也并
未交代旅行社及出游时间等信息。

西双版纳州旅游局派人手调查

5月 1日上午，记者向西双版纳
州方面了解，西双版纳州委宣传部
副部长段金华介绍，已经看到微信
上的视频，并将视频资料和情况转
到版纳州旅游局处理。他说，因为
不能看出视频中游客的旅行时间、
线路、旅行社等信息，只有让旅游局
去调查后才能做出处理。

随后，记者电话采访版纳州旅
游局局长起永疆，他表示，已经安排
人手在调查处理，将会严肃处理这
起强行让游客消费的行为。段金华
也表示，强迫消费者购买商品的行
为直接违反法律，只要旅行团队进
入版纳，按照属地管辖原则，版纳旅
游局方面就有查处管理的权限。版
纳旅游局称，该导游是昆明导游，已
向云南省旅游执法总队反映。

5月 1日中午，起永疆通过短信
再次向记者回复称，初步核实的情
况是：该名导游是昆明的导游，他们
在走完大理、丽江回到昆明进店购
物，进完珠宝店后，出来再进黄龙玉
店，按照行程，当晚的旅行终到站是
西双版纳，其它信息还在调查核实
中。

（据南方周末）

■相关阅读

“你们不消费，
对得起良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