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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5/2021_2022__E5_81_87_E

6_97_A5_E6_97_85_E6_c34_635814.htm 假日即将来临，为了让

游客能更好的享受旅游，百考试题导游站特总结十大出游注

意事项，供游客参考。 暑假即将来临，酷暑假日，不少人在

规划假日旅行计划。下面提供十点温馨提示，针对旅行中可

能遇到的陷阱问题作出说明，以供游客参考，以免上当受骗

。让旅游玩的更开心快乐！ 出行主要注意以下10个方面。 提

示一：出游选择合法的旅行社 选择合法、优质、诚信的旅行

社不仅可以使旅游者放心明白消费，还可以保障旅游者的合

法权益。旅游者要看旅行社资质。查看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

执照和旅游管理部门颁发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旅行社分社备案登记证明》、《旅行社服务网点备案登记证

明》以及证照的有效期。 提示二：签订好旅游合同 参加旅行

社组织的旅游，一定要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合同的内容应当符合旅行社条例规定，旅游者

应对合同的条款仔细阅读，对于一些容易引发纠纷的事项要

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避免日后因约定不明确而发生纠纷。 提

示三：警惕旅行社业的潜规则 旅游者报名参加旅行社组织的

旅游，可能会遇到旅行社行业的潜规则，如：老年人、儿童

、律师、教师等群体加收额外费用，旅游者如遇到旅行社加

收额外费用，可直接拒绝；已经缴了额外费用的，要保留相

关证据。遭遇潜规则的旅游者可向省、市旅游质监执法机构

提起投诉或举报。 提示四：防止陷入零负团费陷阱 旅游费构

成通常包括：交通费、住宿费、餐费、景点门票、导服费、



旅行社利润等。旅游费低于成本价，旅行社就会以诱导强迫

购物、增加自费项目来弥补亏损，旅游者不要贪图小便宜，

应当理性消费，防止陷入“零团费”的陷阱。 提示五：购物

慎防“老乡店”陷阱 以老乡套近乎购物是个别购物店诱导旅

游者消费的一种方式，其表现形式是购物店老板见到旅游团

后，首先假装与旅游团团员是老乡，是因为“老乡”关系才

“成本出售”，“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说得游客慷

慨解囊，疯狂购物。 提示六：旅游购物要慎重 旅游购物是旅

游活动的内容之一，旅游者因购物上当受骗事件时有发生，

旅游者购物一定要慎重：一是多比价格。购物前多走多看，

货比三家；二是购买高档商品要有备而来。了解拟购商品的

价位、款式、成色和计量方法，才能买到物有所值商品；三

是核查单据。付款前，确保交易时与售货员做出的口头承诺

都清楚列明在发票上；四是检查商品。确保货品完好无损，

配件齐全。特别注意提货时防止货品掉包。 提示七：警惕烧

香“陷阱” 个别宗教场所景点内有些所谓“工作人员”往往

利用游客虔诚拜佛、烧香后不好意思不给钱的心理，向游客

递香时不说明价格或不明示是否收费，待游客烧完后，再向

游客索取高额香费。因此，游客在宗教场所如要参加拜佛等

活动，一定要向工作人员问清是否收费及服务商品的价格明

细，以维护自己的知情权。 提示八：要注意旅游安全，增强

保险意识 旅游者参团旅游时，最好为自己选择购买旅游意外

险。因为旅行社责任险并不包揽一切，旅行社并不负责赔偿

因游客自身责任发生的事故赔偿。 提示九：依法理性维权 在

旅游过程中发生旅游服务质量问题或旅游纠纷时，旅游者不

可采取过激行动，人为扩大事态或纠纷，致使旅游活动不能



顺利进行。当发生纠纷时：一是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

的扩大；二是不要把旅行社过错发展为双方过错。三是完成

行程后，旅游者可向旅游质监执法机构提起投诉，依法维护

自己的权益。 提示十：倡导文明出游，理性消费 旅游者在出

游时应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礼貌待人，自觉遵守公共秩序

，保护生态环境，杜绝不文明行为。在旅游地购买纪念品，

应该具有“一分价钱一分货”的观念，进行理性消费，避免

盲目、冲动，在境外购物尤其应该谨慎，不建议购买金额较

高的珠宝首饰。购物时应选择有资质，信誉好的较大商场，

并索要购物凭证。相关推荐：暑期学生出游8大注意事项旅游

宝典：夏日旅游的保健之道旅游宝典：省钱招数大比拼乘火

车外出旅行的五招防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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