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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附加费

由于旅游行业实际操作中的行业习惯，某些目
的地的线路产品中，针对特定人群均加收一定的附
加费。如澳洲旅游产品对老年人、夫妻、特定客源区
域的人群，会在团费的基础上加收附加团费；某些旅
游产品则会针对教师、律师等特殊行业的从业者征
收附加费，如在常规澳大利亚、新西兰连线产品的低
价线路上，附加费加收最多达2500元。

境外自费项目

由于旅游行业价格竞争，很多旅行社为了吸引
消费者参团，打出低价吸引客源。客人参团的费用
无法给旅行社带来正常的利润，只能采取压低当地
地接社费用的方式。而当地的地接社为了保证利
润，无奈只能采取强制客人参加自费项目的方式，从
而导致整个行业的恶性循环。虽然已严令禁止强制

客人境外参加自费项目，此类现象已有所减少，但仍
然存在。

“巴黎”酒店不是巴黎酒店

这也是不少旅行社忽悠游客的惯用招数，即在
招揽游客的介绍文字或语言中标明入住巴黎某某酒
店，并未注明该酒店的实际位置是在巴黎市区还是
郊区。等到客人入住酒店时才发现，入住的酒店离
巴黎市区还有几十公里的距离。

海景房不看海

提及海景房，不少人就能浮现出“面朝大海、春
暖花开”的惬意场景。针对海景房问题，就有多起投
诉事件，投诉的主要对象就是酒店标榜的海景房并
非面向大海，而是只能在某个角度看见大海。随着
中国游客度假休闲意识的逐步成熟，此类关注旅游
体验质量的消费陷阱愈加突出。

准星级酒店不是星级

在不少旅游广告的宣传语中，类似于“全程入住
准五星级”或“相当于五星级”酒店的说法比比皆
是。在我国的酒店行业标准规范里，并不存在准星
级这样的规范；消费者报名之前应就此问题要求旅
行社明示，并在入住时观察酒店是否将标有几颗星
星的星级标示牌悬挂于显眼位置。此外，国际酒店
领域并不在显眼位置悬挂星级标示牌，酒店品牌本
身就代表着相对应的星级标准。

拼团甩团

很多游客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明明自己是在 A
旅行社报名参加旅游团，但直到发团时才发现，自己
参加的团是 B 旅行社的旅游团。究其缘由，原来是
某些旅行社因接受报名的消费者太少，组不成一个
团，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些已经报了名的
消费者转给其他旅行社，由别的旅行社负责带团。

定点购物

旅游的六大要素为“吃住行游购娱”，购物本身
就是旅游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尤其中国游客习惯于
在旅游过程中购买当地特产送给亲朋好友。但不少
购物陷阱也害苦了许多游客，骗人者的伎俩多半是
以次充好、以假冒真，以低价吸引游客。旅游者不要
被某些热情的言辞所蒙蔽，尤其是某些老乡设置的
骗局，以免吃亏上当。此外，购物时应索要购物发
票，一旦发生纠纷，这将是重要凭证。

花钱求庇佑

出门在外，遇神敬神是众多游客的普遍心理；一
些不法商家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利用消费者对于宗教
场所的敬畏感和信任度，先是鼓动游客敬香，再赠送
算卦看相，并大肆吹嘘自己的“法力”，进而推测游客
或家人在不久将遇到重大灾祸，必须花钱祈求神灵的
庇佑。其实，这些迷信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也并
非正规宗教场所，游客对此大可不信。

旅游陷阱知多少？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旅游

已经由过去少数人的行为转变为大众化、日常生活
化的行为。每逢节假日，旅游便成了大众的首选，可
面对市场大小不一的旅行机构，老百姓们怎样才能
明明白白消费，在旅游的过程中都有哪些陷阱是你
不知道的呢？正逢3·15，星报为大家盘点了八项旅
游时该注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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