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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辄数万元，监管规定模糊的缺口下逐渐演变成部分旅行社“套钱”的新手段

出境游保证金“跑路”风险该咋防？

面对长达
８

天的国庆、 中秋长假，许
多人选择出境旅游。 国庆前，国家旅游局
印发《关于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维护游客
合法权益的通知》， 其中专门对出境旅行
社收取出境游保证金行为予以规范。近年
来，全国多地发生过旅行社收取高额保证
金不能按约退还引发争端。这笔钱究竟为
何要收，如何防范此类“先交钱、后出游”

隐藏的旅行社“跑路”风险？记者日前展开
调查。

临行前收取五万、十万元，该
退还时旅行社玩失踪

“报名参团时旅行社并没有向我们提及有保证
金的事， 临行前两天才通知说因材料问题需要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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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保证金，否则不能成行。 ”天津市民王丰和家人
今年上半年在当地一家旅行社报名参加了一个欧洲
两国游产品，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十几天的游览结
束，回国后的他却走上讨债的漫漫长路。

王丰告诉记者， 旅行社并没有按照当初约定的
“销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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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返还保证金，反而玩起了失踪，王丰和
同行的游客们只能通过报警及采用法律手段维权。

记者从一些旅行社了解到， 出境旅游保证金指
的是国内出境旅游组团社在组织旅游者出境旅游
时，为了防止旅游者滞留不归，要求旅游者在出团前
向组团旅行社缴纳一定数量的现金作为担保， 目前
收取保证金以日本及欧洲长线游为主。

“一旦发生游客滞留情况，旅行社就要面临被使
馆停签处罚的结果，造成经营上的损失，收取保证金
也是分散风险的一种做法，属于‘约定俗成’，对数额
并没有明文规定。 ”武汉中国旅行社一位工作人员介
绍，以欧洲为例，根据在职和非在职分类，非在职游
客要根据其固定资产情况至少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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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多的需
要十几万元。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大量出境游保证金在手，一
部分旅行社将其用来购买投资、理财产品，反哺旗下
的旅游产品。在旅行社发展初期是奏效的，但是一旦
超过旅行社的偿付能力， 稍有不慎连本金都会受到
威胁。

除此之外，在相关监管规定模糊的缺口下，出境
游保证金近年来也逐渐演变成部分旅行社“套钱”的
一种新手段。湖北旅游监察总队负责人说，几年前在
当地发生过因出境游保证金产生的纠纷，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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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名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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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元保证金没有如期返还。 “经过初步
调查，是旅行社工作人员私刻公章，携款潜逃。 ”

监管部门多次发文，保证金必须采取资金托管方式
记者注意到， 针对近年

来由出境游保证金所引发的
维权事件， 国家及地方旅游
管理部门曾多次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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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国家旅游局就曾下
发关于规范出境游保证金有
关事宜的通知， 首次要求旅
行社如收取出境游保证金，

均应采取银行参与的资金托
管方式， 旅行社和个人不得
以现金或现金转账方式直接
收取保证金。

在日前下发的通知中，

国家旅游局更加明确出境社
收取出境游保证金， 必须采

取银行参与的资金托管方
式。 但在调查中，许多旅行社
并未把银行托管的要求落到
实处。 在武汉，武汉中国旅行
社就表示保证金是直接打到
公司账户，“保证不会跑路，

旅行社本身也向管理部门交
了几百万元旅游服务质量保
证金， 不会为了游客的钱放
弃经营。 ”

多地旅游管理部门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对于出境游
押金由银行托管的规定不具备
法律强制效力，即使执法过程中
发现旅行社没有按规定执行，也

只能责令其改正，不能进行处罚。

除此之外，托管在实际操
作层面也面临障碍。 北京市法
学会、 旅游法学研究会副秘书
长李广告诉记者， 旅游保证金
采用银行托管形式，需要银行、

旅行社、游客签署三方协议，游
客要把银行开具的证明交给旅
行社， 回国后又需要旅行社开
具证明再回到银行， 手续上很
复杂。“而且从事该业务的银行
很少，在北京只有北京银行、工
商银行、 渣打银行等少数银行
在做， 因为这项业务对银行来
说没有收益。 ”

旅游者需要擦亮眼，市场还需进一步引导、规范
有业内人士指出， 出境

社收取出境游保证金是市
场行为，是旅行社和消费者
之间的契约行为， 目前来
看，不应依靠政府或立法手
段直接予以取消。 不过，鉴
于旅游保证金目前仍然处
于规定不明的状态，相关行
业部门应该出台相应的政
策法规， 对保证金如何缴
纳、何时收取、退还，尤其不
退还承担何种后果等问题
进行进一步的规范。

李广认为， 旅游业相关

协会应在此间发挥作用，从
协会角度出台对收取出境游
保证金的操作标准， 进而引
导和规范旅行社的行为。

此外， 针对一些旅行社
以出境游保证金为幌子，收
取高额押金、保证金，以“旅
行社业务”之名，行“非法集
资”之实，李广认为，旅游加
金融的经营模式， 如果取得
相应金融许可证照， 规范经
营， 是旅游业发展的一个趋
势和方向。 但是，目前旅行社
业内存在的一些类金融服

务， 大部分没有取得相应的
许可证照、管理混乱，以低价
产品为卖点， 以高额回报为
诱饵， 诱骗旅游者缴存大额
资金。

“旅游者也应对自己购
买的产品类型有清晰的认
识， 并核验经营企业的相应
资质。 对于非法经营的金融
产品，一定要避而远之。 对于
合法的金融产品， 也应判断
本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进行
充分的风险评估。 ”李广说。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