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身做起讲维权理性出行不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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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现今外出旅行的诸多“陷阱”，

广大市民务必擦亮慧眼。 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 不要贪图小便宜，“一分价钱一分
货”，无论是网上预订票务，还是随团外
出，多数旅游“陷阱”都是以“低价”来做
诱饵的， 与之相对应的是， 不少市民对
“低价”几乎没有抵抗力！其实，防止外出

旅游被骗上当，从我们自身出发，还是有
很多工作可以做的：

一、出游前做好功课，出游之前尽可
能多地了解这些目的地的气候、风俗、饮
食和文化， 市旅委还建议消费者在选择
旅游产品时量力而行， 综合考虑自身身
体素质、心理承受能力等因素。

二、看清广告，特别留意诸如“豪华
旅游”、“相当于三星四星标准”等模糊广
告用语。

三、莫选“黑社”，市民在选择旅行社
时，应综合考虑旅行社的资质、旅行社的
背景、具体行程安排、旅游合同等多个方
面。

四、理性消费，报名签约时旅游者应
明了团费价格的构成， 行程计划安排之
外的购物活动，旅游者有权拒绝参加。

五、依法维权，旅游者在旅游途中出
现服务质量问题，可与旅行社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可在完成行程后到出游报名
所在地的旅游质监部门投诉。

六、文明出游，杜绝不修边幅、不讲
卫生、不懂礼仪、不守秩序、不遵法规、不
爱护环境和公共设施、喧哗吵闹等“不文
明行为”的发生。 （据河南旅游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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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消费大揭秘

教你外出旅游如何防“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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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日都离不开
打假、维权、消费安全这些核心关键词，

旅游业也是如此。随着旅游行业的逐渐
发展成熟， 旅游产品也逐步走向规范
化。 尽管如此，业界还是存在着一些欺
诈、诈骗的现象。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要
擦亮眼睛，掌握一定的旅游常识，合理
维权，防止自身权益受到侵害。

网络预订七宗罪提高警惕很重要
� � � �

计划一个旅行计划， 往往是从网上
预订酒店、机票开始。消费者应该如何辨
别旅游市场上的各类山寨、欺诈行为，防
止上当受骗，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在此，

小编列举了在线旅游消费的七宗罪，提
醒消费者如何规避风险，放心消费，安全
出行。

一、假冒、山寨、钓鱼类网站
之前有数据显示， 在线旅游网站中

90%

的投诉针对于黑代理、无资质代理、

山寨网站、钓鱼网站和假冒网站。这些虚
假网站的存在破坏了消费者对在线消费
的信赖， 对整个在线旅行业都有严重的
影响。

为了防止山寨网站诈骗， 消费者应
该牢记品牌在线旅游网站的域名， 或者
将信赖的网站加入收藏夹， 尽量避免使
用通用搜索引擎搜索打开陌生的票务网
站，不要轻信网络中的低价机票、特价机
票的信息。

二、通用搜索擦亮眼
在预订机票、火车票之后，如果需

要联系代理商，应该通过预订的网站
索取官方联系方式，尽量不要自己使
用通用搜索引擎去查找。 众多诈骗案
例显示， 消费者正是因为拨打了在
通用搜索引擎搜到的假冒的代理商
电话而遭到诈骗， 损失金额甚至达数
万元。

三、银行
ATM

转账诈骗
诈骗离不开金钱交易， 最常见的就

是通过银行
ATM

机转账实施诈骗。 要
提醒消费者的是， 所有的在线机票、

火车票预订都要通过在线支付完成，

消费者如果收到需要银行
ATM

机转
账、线下现场付款等要求，均为诈骗
伎俩，务必提高警惕，必要时可以随
时举报。 网上支付尽量选择快钱、财付
通、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切忌向个
人银行账户汇款。

四、

400

电话诈骗猖獗
机票、火车票领域的电话诈骗频发，

非常猖獗， 由于不少企业的官方客服电
话都是

400

开头， 因此不法分子利用了
消费者认为

400

电话是官方电话、 很安
全的心理， 打着

400

电话的幌子实施诈
骗。 提醒消费者务必警惕陌生的

400

电
话，不可轻信。

五、特价诱饵
利用消费者追求低价的心理， 使用

“特价”字眼为诱饵也是诈骗分子惯用的
伎俩。 因为点击了来路不明的特价信息
而遭遇诈骗的案例不在少数。 提醒消费
者，面对特价信息要仔细鉴别，尤其是要
查看其来源是否正规， 产品是否由正规
的旅行网站、航空公司、酒店等提供，千
万不能被特价冲昏了头脑。

另外， 消费者可以自己掌握一些特
价的知识， 以机票为例， 一般每年的

3

月、

4

月和
11

月是机票市场的淡季，航空

公司会推出一些低折扣的机票。 如果发
现十一黄金周、 春节前等热门出行阶段
有超低价的特价票，则要留心，有可能是
诈骗分子的诱饵。

六、旅游团购陷阱
2011

年旅游团购正式兴起， 由于团
购平台和产品提供商的品质参差不齐，

旅游团购也存在众多问题， 如产品信息
不透明、低价陷阱、服务差等。 提醒消费
者，在选择旅游团购时，应该尽量选择品
牌旅行网站和有品质的旅行社。

七、旅途中“被宰”

旅游途中少不了食宿、购物、交通等
消费，不少消费者都遭遇过“被宰”的情
况，比如买纪念品漫天要价、乘车绕路涨
价、住宿价格离谱等。如何避免旅途中消
费“被宰”呢？ 旅行前的目的地信息准备
非常重要。

提醒消费者， 在出行前尽量先查看
目的地旅游攻略，充分了解当地信息，包
括物价行情等， 这样到了之后进行消费
时才能辨别并选择是否进行消费， 不至
于“被宰”。 同时，一旦遭遇宰客事件，要
及时保留证据，进行维权。

旅行社“奇招”揽游客跟团游陷阱猫儿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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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为了招揽更多游客，一些
旅行社各出奇招， “低价游”、 “豪华享
受”……似乎到处都有“掉下来的馅儿
饼”。 但是“低价游”的背后到底隐藏
着多少玄机？ 参团游如何防骗？ 景区
购物又有多少“猫儿腻”？旅游保险能
保什么？

一、老年游附加费
近年来， 老年游客对旅行社出境游

(

特别是港澳地区
)

加收团款、在国内景区
不能完全享受优惠门票的问题投诉增
多，是投诉热点之一。

见招拆招： 收取老年游附加费属歧
视性收费， 目前已有相关规定出台禁止
旅行社收取老年游附加费， 若有旅行社
向游客强制收取老年游附加费， 可向当
地旅游质监所投诉。

二、黑社黑车黑导
近年来，旅游市场需求量日益增大，

“黑社”、“黑车”、“黑导”的现象严重。 由于
无证经营，流动性大，即使旅行中出现事故，

也难以追究责任。 此类“黑一族”不仅侵害
了广大正规旅行社的利益， 还是旅游安
全的重大隐患， 例如黑车一旦出现交通
事故，游客很难找到责任人寻求赔偿。

见招拆招： 消费者应自觉避免参加
“黑社”旅行。 正规旅行社一定会开具正
规发票。 通过正规旅行社出游的客人，

一定会收到正式发票， 而不是收据，

游客在付团费时应仔细检查。日前，国
家旅游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
发布了《国内旅游“一日游”合同（示范文
本）》，对黑社、黑车、黑导等现象也进行
了规范。

三、同团不同费
由于淡季出游人数减少， 几家旅行

社“拼团”提高成团率的现象十分普遍。

但由于旅行社规模不同， 导致成本有所
差异， 每家旅行社所报出的团费高低不
均。 游客一旦签订了旅行合同即使团费
出高了也只能“认栽”。

见招拆招： 游客在选择旅行社时应
当了解市场普遍价格，货比三家，避免花
更多的冤枉钱。

四、准星级宾馆
有旅行社在进行旅游线路宣传的时

候常常采用模糊化策略， 出现所谓的
“准几星”、“相当于几星”等提法。游客往
往到达宾馆后才发现所谓的“准五星”与
五星级宾馆的水准大相径庭。 提醒大家
的是， 宾馆的星级标准应当以国家法定

的认可标准为准，所谓的“准几星”，其实
什么星级都算不上。

见招拆招： 目前已出台相关行业提
示，不许在住宿标准方面出现“准几星”、

“相当于几星”等提法。 游客在看旅游合
同时应仔细检查，防止旅行社浑水摸鱼，

欺骗消费者。

五、零负团费
所谓零负团费， 是指游客付给旅行

社的费用明显低于成本价。所谓“羊毛出
在羊身上”，旅行社会采取种种手段让游
客再掏“腰包”，例如，著名景点不列在行程
安排中，到目的地后，以自费项目形式向游
客推荐；安排过多的购物点，让游客购买
质价不符的商品。这样一来“低价游”非
但不低价，还容易引起种种旅游纠纷。

见招拆招： 游客在选择旅游产品时
应当警惕此类“低价游”。 可查阅网上有
关信息，估算线路报价，选择有品质的正
规旅游公司的产品，不要“贪小失大”，掉
入某些旅行社的“高价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