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注 06
2023年 7月 14日 星期五

责编：陈亚莉 审读：徐 杰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6263965

投稿邮箱：xywbnews@126.com

（
网
络
图
）

民宿变“民诉”原因为哪般？

“虽然平台把房费都退给我了，但好好
的假期就这样毁了。”来自北京的王女士
说，暑期出行，她通过某App 预订了一家靠
近海边的民宿，结果发现遭遇“照骗”，原本
的“两居室”变成了“小单间+储藏室”，精装
修实际“脏乱差”，无奈之下只能临时换房
变更行程。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随着文旅
产业复苏，民宿行业迎来接待热潮，但也出
现一些民宿商家借各种套路侵害消费者权
益的情况，让部分消费者的“舒心之旅”变成
了“闹心之旅”。

为保障民宿行业持续健康发展，近年来，从
国家到地方，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以遏制民宿行业“野蛮生长”。

今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旅游
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规定了旅游民宿经
营管理的总体要求，将旅游民宿等级由高到低
划分为甲、乙、丙三级，并实行动态管理。各地
在对民宿经营者及第三方平台监管的过程中也
出台了一些规定，如《广东省民宿管理暂行办
法》《北京市旅游条例》等。

李超等业内人士认为，这些规定积极引导
了行业的发展，但之所以还存在一些乱象，与规
定的落地执行监管不到位有关。

部分平台对于民宿的监管存在盲区。一家

平台表示，目前该平台开放的注册和发布房源
的功能，无需提供营业执照。各地关于民宿经
营的监管政策不一，建议咨询当地工商局和辖
区派出所来确认。相关监管部门告诉记者，目
前，全国范围内的确还没有统一的规定，但一些
地方已经作出了具体要求。例如，在天津，已实
施的《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和规范
民宿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到，开办民宿需要
办理营业执照、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食品经营
许可证等证照。

受访人士认为，有关部门应加强线上线下
监管，严厉查处民宿业各类乱象，加强民宿市场
整顿，完善准入标准，依法加强治理。“相关平台
对入驻的商家负有监管责任，从入驻信息、资质

审核，到日常监管方面，平台均应主动作为。”中
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
音江说。

针对部分民宿随意涨价等行为，安徽省消
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网络平台如遇到商家违约，应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协助消费者取消订单或为消费者提供更多
解决方案，并对违约商家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

李超提示，消费者在预订民宿时，不要只
参考平台上商家提供的照片和位置信息来下
单，可以进一步参照以往消费者的评论和上传
的真实图片来做出理性选择。当合法权益受
到了侵害时，应及时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求
助以维权。 （据《经济参考报》）

加强监管让民宿留住“诗和远方”

“一个多月前，我通过 App 下单了山东
威海民宿，但前些日子，房东在没有给出任
何证据的情况下，告知民宿内发生案件，让
我取消订单。”游客刘先生气愤地说，现在正
值暑期，民宿价格较一个月前大幅上涨，在
自己表示不愿意退房后，商家竟然把房源下
架了。

刘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黑猫投

诉”平台搜索关键词“民宿”发现，相关的投诉
累计超过 2 万条，仅今年“五一”假期，黑猫投
诉平台就收到相关投诉超300条，投诉问题集
中在酒店民宿未入住产生的费用退款争议、
虚假宣传及卫生质量问题、预订后无法入住
等方面。

不少消费者吐槽，商家要求退订的理
由千奇百怪，有的借口民宿装修、拆迁无法

接待，有的编造店铺倒闭、老板换人等理
由，一旦退订后又会发现，商家重新高价上
架房源。

“民宿作为一种新型业态，近年来受到市
场热捧。除了连锁品牌外，还有很多民宿属于
个体经营，平台管理难以规范、从业者素质参
差不齐等情况确实存在。”有着10年从业经历
的民宿业主李超告诉记者。

部分民宿遭“民诉”

网上预订套路多 住民宿如同“开盲盒”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很多消费者预订民
宿首选网络平台，部分民宿从业者熟练运用规
则，在网上发布虚假或夸大的房屋信息，给消
费者“埋雷”“挖坑”，让住民宿成了“开盲盒”。

“为了方便游玩，我本来预订的解放碑步
行街附近的民宿，联系商家准备办理入住才发
现，对方发来的地址距离解放碑七八公里远。”
一位前不久前往重庆旅游的游客向记者讲述
了这样一段经历。

而这样的“幽灵民宿”在许多地方都曾出
现。此前，北京曾曝出，部分“幽灵民宿”借着
火车站等地标性建筑，给出距离只有几百米的
定位，但实则位于三十几公里以外的郊区；还
有一部分民宿则打着“青旅”的旗号，实则是位
于普通居民小区楼内的群租房。

业内人士指出，这些民宿“傍”热门商
圈，往往是为了提高获客率。“地址信息是

房源需要注明的关键信息，如果房间经营
者提供的是虚假地址，则涉嫌侵犯消费者
的知情权。”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
领表示。

照片成“照骗”也是民宿虚假宣传常用的
手段。海景飘窗、巨幕投影、精致大床……在
预订平台看到，很多民宿展示页面上会有干净
整洁、配套齐全的房间照片，并配以“高大上”
的文字描述，实际果真如此吗？

广州市消委会曾发布案例显示，有消费者
反映在平台上预订民宿时，平台展示的照片
中，温泉别墅等设施看起来豪华整洁，综合评
分也较高。但入住后却发现，所谓的温泉别墅
与其在平台上的展示完全不符，卫生和硬件设
施条件差，房间到处都是灰尘污渍……消费者
向商家讨要说法时，却遭到拒绝，无奈只得向
消委会投诉。

比起虚假宣传、货不对板等情况，部分民
宿老板坐地起价，涨价不成便“毁约”的行为
更让消费者“糟心”。前不久，“五一民宿现涨
价毁约潮”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一些景区
周边平时价格仅300多元的民宿，“五一”期间
价格涨到了 1000 多元，“涨价风”进一步引发

“砍单潮”。而这一现象在暑期又频频出现，
前文提到的刘先生在遭遇商家“砍单”后，随
即让朋友再次咨询这家民宿的同一房源，商家
却表示还有房间，而单日价格已较此前上涨了
200多元。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还有一些民宿商家
先以低价引流，在消费者付款后，又通过微信
私下联系消费者加价。“一些小规模民宿往往
在线上销售比例不高，对于线上的差评和平台
的处罚并不在意，所以存在‘一锤子买卖’肆意
加价的心态。”李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