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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以自驾游客身份到一
家国内大型旅行社分支接待处
咨询某5A级景区两日游。接待
员介绍，“纯玩团” 最低价是
1680元；“品质游” 最低要720
元， 但“须配合导游进一店一
超”，就是一家旅游购物店和一
家土特产超市。

旅游法规定，旅行社组织、
接待旅游者， 不得指定具体购
物场所， 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
游项目。但是，经双方协商一致
或者旅游者要求， 且不影响其
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除外。

业内人士介绍， 所谓零负
团费， 就是旅行社在接团时分
文不赚只收成本价， 甚至低于
成本价收客。

记者发现， 零负团费组团
机构打出的第一个擦边球是：
并未指定购物场所， 但在游客
须知中写明“须配合导游进一
店一超”，算是履行了“经双方
协商一致”。 接待员告诉记者，
旅游购物店大多售卖玉石、珠

宝首饰、丝绸、乳胶制品等高价
商品。

该接待员随后介绍， 还有
一种没写在价目表上的“购物
团”，仅售380元，包200多元的
门票、 一晚住宿和三顿餐饮。
“但上了大巴后，导游会要求每
人交690元的‘自费’。”

旅游法规定， 旅游者有权
自主选择旅游产品和服务，有权
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
为；导游和领队不得诱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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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选择不加“自费”吗？
第二个擦边球来了： 导游没有
对自费项目“强制交易”，但在
“跟不上团队行程”“套餐价格
很划算”“只有你一个人不交会
耽误团队”的攻势下，游客往往
会掏钱。

另一位接待员实在看不过
去，悄悄告诉记者：“380元的团
是骗人的， 不要去……导游肯
定要把坑从其他收费填回来。”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购物
分成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是
“人头费”，即游客进店不管有
无消费，店家都支付旅行社和
导游一定费用，“珠宝、药材店
和港澳台、沿海等地游客人头
费高。”

二是“抽水佣金”，也就是
购物提成。王箫说，如今，游客
购物后， 店家会将回扣打到旅
行社账上， 旅行社根据导游从
店家带回的游客消费记录单，
以业绩分成。“佣金一般在购物
金额的三成以上。”

旅游法明文规定， 旅行社
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
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
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
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 明令禁
止，为何屡禁不绝？多地旅游管
理部门负责人向记者坦言，打
击零负团费是将购物、 加点的
泡沫挤掉， 这可能导致旅游产
品报价升高、 旅游目的地游客
减少，加上一些地方“谁管谁吃
亏”思想作祟，打击之后往往死
灰复燃。

纯玩团1680元，购物团咋只要380元
揭开旅游零负团费“玄机”：两套分利法“里应外合”牟暴利

从事旅游经商十余年的张
林（化名）现身说法。他的岳父
想从老家到一线大城市旅游，
“作为行内人，我自然不想报购
物团。但旅行社跟我说，没有纯
玩团，都得买东西。”

张林给岳父报了五天双飞
团，1000多元的价格还包含食
宿。 于是迎来第一轮“填坑”
———自费项目，对方直言，到了
还要交800多元。

“我问他我先交了行不行，
对方说不行。”原来自费项目有
多个套餐，800多元是最低的。
“人家觉得，说不定老人家被导
游一劝，选了1500元的呢。”

自费套餐都是些什么产
品？当了数十年导游的王箫（化
名） 向记者透露， 行话叫“加
点”，“加的都是三四线景点，标
价高、底价低，而且大多是连环
招，进去了还有购物。”

张林告诉记者， 购物才是
暴利的来源，“旅游商品店价格
为什么奇高？ 因为旅行社和导
游要分走很多利润， 不暴利商
家经营不下去。 旅游商店更新
换代都很快，因为卖几年，产品
就没人信了。”“购物团的导游，
月入一两万元很正常， 多的一
个月能到5万元。”王箫说。

■据新华社

某5A级景区两日游，“纯玩团” 最低价1680元，“购物团”
只要380元，其中200多元还是门票，这意味着不到150元的费
用要包含一晚住宿和三顿餐饮。如此价差，究竟藏着怎样的“玄
机”？记者日前赴多地就旅游零负团费问题进行了调查。

两个擦边球“巧妙”规避旅游法

两轮连环招“成功”填回价差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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