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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董艳芬） 随着微信社交软件
的流行，这个平台不仅是用于聊天看信息了，不
少人开始在微信群发布旅游消息，召集圈友一
起旅游，甚至还有一些专业的旅游机构盯上了
朋友圈。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组织旅游有没
有隐患呢？对此，在今年“3·15”来临之际，市场
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采访了安徽旅游质检所
相关负责人程建新。

程建新分析认为，“群旅游”属典型的“四
无”产品：无旅游经营资质、无工商手续、无纳税
义务、无任何抗风险能力。“群旅游”发起者不具
备组织野外活动和各种应急处理能力，很难对
参团者的安全负责，一旦发生意外伤害事件，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侵权责任法第
三十七条规定，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
据《旅游法》第四十八条规
定，通过网络经营旅行社业
务的，应当依法取得旅行社
业务经营许可。户外组织和
个人等通过社交网络、媒体
组织旅游活动，涉嫌未经许
可经营旅行社业务，违反了
相关法律法规，消费者可拨
打旅游投诉电话 12301 进行
投诉。

转眼又到了一年一度的“3·15”消费者权益
日了，说到旅途中的陷阱与维权，估计每个游客都
有话要说。本期聚焦消费者们最关心的几个旅行
问题，结合业内人士的建议，教您如何轻松识破旅
游陷阱。

勿购需预付费或保证金产品
现象：曾经有很多旅行社都采取让游客缴纳

一笔出境游预付金或保证金的方式，并宣扬此种
方式能享受到出游优惠，典型案例有海涛旅游、清
扬五洲、布拉旅行等。

支招：目前国家已经明令禁止不得交于旅行

社或者私人账户，而是必须要有第三方资金托管，

保证资金的安全性。预付费产品一般比较便宜，

但是出游品质很难得到保障，凡是有预付费或保

证金的产品都不要购买。

低价团产品要警惕
现象：一些旅行社经常会打着低价团甚至是

零负团费的旗号来吸引游客的注意，这时候就要
提高警惕了。

支招：低价产品要警惕，近年来很多游客对于

价格敏感度较高，单纯追求低价产品就会带来很

多后续服务问题。由于旅游产品是非标准化产

品，涉及行前咨询了解、行中游览接待、行后服务

等一条龙打包的整体价格，因此在购买旅游产品

时不要单纯追求低价产品。业内人士建议，低于

正常市场价格的旅游产品，谨慎购买，以防出现低

价团遭受甩团、强迫购物等问题；对于车站、码头、

景区周围散发宣传单的旅游产品，谨慎购买。

指定购物场所质量难保证
现象：旅行团经常会带着游客去各类指定的

购物场所，这些场所的产品质量往往很难保证。
支招：旅游法规明确规定：不得诱导、欺骗、强

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购物或者参加另行付费旅

游项目等。在旅游的过程中，建议消费者提防购

物陷阱，谨防旅游行程安排的购物景点等，防止上

当受骗。旅游景区附近、非当地人日常消费场所

尽量不购买奢侈品。如果在购物店买到假货，游

客在旅游合同约定或者旅行社指定的旅游商场购

买的商品有在商品中掺假等不符合质量要求的，

游客可以要求旅行社赔偿，旅行社赔偿后有权向

旅游商场追究责任。

防止交通陷阱提前咨询
现象：有时候旅游产品里的交通会遇到火车

晚点、航班延误的情况，或是有的产品里承诺的交
通保障没有实际兑现。

支招：业内人士表示，旅游交通工具要么属于

旅游团包车的，要么属于旅游目的地公共运营的，

从外观上看安全系数均较高。正规旅游交通，均

有明确的站点、路线、不在半路揽客。自助游旅游

者，尽可能在目的地乘坐公共交通。 ▋邹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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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旅游谨防“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