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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A_91_c26_648103.htm 满分：100分时限：150分钟 一

、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申沦要求两部分构成。

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

，作答参考时限为“0分钟。满分100分。 2．监考人员宣布考

试开始时，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3．请在题本、答题纸指定

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填涂准考证号。 4．所有题目一律使

用现代汉语作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

分。 5．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

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

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

、给定资料 1．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日

益加深，各地外需减少、消费不旺，纷纷把发放各种形式的

消费券作为提振内需的手段，“旅游消费券”即是其中一种

。派送旅游消费券，不仅可以拉动旅游需求，还能带动相关

需求增长。基于这些共识，一个时期以来，旅游消费券发放

不断升温：主体越来越多元，从政府买单到景区企业让渡利

益；形式不断翻新，从市民公园年卡、乡村旅游消费券、旅

游红包到各种旅游抵扣券、特惠券或者免费门票；目标日益

宏大，从拉动旅游需求到推动国民休闲计划实施。一时问，

旅游消费券发放的红火表象竟遮蔽了人们列‘旅游产业发展

状况的本源关注。 其实。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买单的旅游消

费券，其核心都是营销行为，无非是旅游目的地营销和景区

企业营销的差异。政府或景区企业用让渡部分利益的消费券



开展营销，以促成较大批量和批次的旅游消费行为，用规模

消费效应实现刺激旅游经济发展，拉动内需的目标。然而，

政府怎么为旅游消费券买单？为谁买了单？政府买单的消费

券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服务均等化状况如何？能否保证公

众和企业公平享有？以什么形式发放更合理？旅游消费券发

放热下亟须一些冷思考。来保证这一新生事物又好又快地发

展。 旅游消费券的发放目前尚处于试行阶段。尽管所有的发

放都是经过研究评估后才确定的，但其效应究竟如何，尚需

实践检验。发放者还应加强跟踪反馈，建立科学分析评价体

系，做好定性、定量分析，适时做动态调整。同时，旅游消

费券的发放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对旅游消费起不到一劳

永逸的作用。如果公众对自己的未来收益预期缺乏信心，带

有消费储蓄和透支未来收益风险的消费券，刺激消费的功能

大小便不言自明了。拉动旅游需求，保持旅游消费的持续性

，还是要依靠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条件下旅游供求双方的

可持续发展。作为供应的旅游产业，应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

，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提升产业素质和服务能力，为消费者

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供给。作为需方的消费者，只有在社会不

断发展，自由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的前提下，才能形成与旅

游休闲生活方式相匹配的有效需求。 2．旅游消费券一般通

过两种形式发放。一是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由政府集中购

买景区门票或优惠券。二是采取“政府 企业”的方式，政府

牵头组织与各景区自愿提供相结合。这两种形式的旅游消费

券最终采取诸如进社区、摇号、锁定特定人群等方式免费发

放给相关受众。在旅游消费券运行的上游。最容易让人产生

质疑的问题是：政府买单的旅游企业的选择标准和操作规程



是什么？在旅游消费券运行的下游，人们普遍关注消费券究

竟发放给了谁？因为大家都不愿意看到．在政府主导下，拉

动旅游需求的消费券蜕变成旅游企业不公平竞争的工具，为

社区大众提供的公共福利变成特定人群权力寻租的工具。所

以，旅游消费券的发放一定要注意规避各种显失公平的行为

发生。注意预防获得旅游消费券定点消费单位中出现“潜规

则”，杜绝少数特权人群对消费券的掌控。一手抓旅游消费

券印制、管理、发放、兑现、防伪等标准化配套方案建设和

相应的政策、法规支持与监管，一手抓旅游消费券“潜规则

”防微杜渐的工作，两者不可偏废。 3．旅游消费券的发放

主体给予了凭券消费的旅游者一定的经济实惠，这很容易诱

发他们以旅游消费券话语权所有者的身份，藉经济利益的让

渡，朝令夕改发放活动的内容和程序。更有甚者，用旅游消

费券出售服务质量打了折扣或有瑕疵的产品，或将劣质景区

和旅游服务产品搭便车捆绑销售，或用旅游消费券之名遮蔽

旅游服务缺失、旅游产品粗劣之实。这些把免费或让利的旅

游消费券变成兜售劣质旅游产品工具，忽视诚信软实力的经

营行为都是得不偿失的。其实。在媒体与信息越来越发达的

今天，旅游消费者的选择更加成熟理性，旅游目的地和景区

已经率先进入了体验营销和口碑营销时代。只有优质的产品

和服务，才能真正持续地发展客户并赢得信任。旅游消费券

的发放是一个影响范围广，信息发布密集，公众和媒体关注

度高的事件。发放主体应该制定高效率、高诚信度的发放流

程和规则，并要严守规程，信守承诺，把发放行为视作展示

旅游目的地和企业诚信的机会，视作用软实力拉动内需的过

程性营销手段和工具。只有以旅游目的地和景区服务品质来



支撑旅游消费券的发放，才能发挥营销旅游产品、拉动旅游

需求、打造旅游品牌的长效功能。 4．近日，全国各地旅游

消费券的火热派发，引起网上交换、转让消费券的热潮。笔

者在各种网站上发现，转让旅游券的信息异常火爆：有网民

希望用当地发放的消费券，换取旅游目的地城市的消费券，

有人交换明信片式的旅游消费券用于收藏，有人则公开叫卖

旅游消费券。 从正规渠道只要1元工本费就可申领到的熊猫

金卡，在网上大多以10元到15元的价格成交．而尾号是9999

等“吉利数字”的卡，叫卖价格则升到了100元以上。 应该说

，对于近期有出游计划的人来说，旅游消费券多少可以起到

省钱的作用。但由于受条件限制，大家未必能拿到想要去景

区的消费券，于是网络换券、购券开始兴起。为此，专家提

醒，国内很多城市都曾通过政府行为互换了旅游券，许多旅

游券都可免费申领到，而网上交换暗藏风险，别让到手的消

费券成为废纸。 据了解．目前全国许多景区发放的消费券大

体可以分为代金券、折扣券和免费票三类。代金券和折扣券

使用相对方便，限制条件不多，只要申领到，任何人都可使

用；而免费门票多实行“实名制”，使用时需要同时出示申

领人的身份证。像向外地游客发放的北京景区门票，在发放

时已经被“刻”上了领取人身份证的后四位号码，使用时也

需要验证与身份证是否吻合。因此，从别人手中买到的旅游

门票，可能只是一张废纸。 尽管“实名制”能限制违规收券

的行为，并能相对控制客流，确保消费券使用的真实性，可

谁能保证，获得免费消费券的居民一定会外出旅游呢？如果

能在实名制的基础之上，再增加一个可以实名转让一次的补

充规定，也许会有助于消费券到达需要它的人手中，物尽其



用而不至于浪费了。 此外．一此地方发放的旅游消费券让利

幅度还不如旅行社的优惠多，也降低了旅游消费券的使用率

。一些景区的免费门票还仅限节假日和双休日之外的时间使

用。因此，优惠力度不大，限制条件多，也使得派发到手的

消费券因为“沉睡”而成为废纸一张。 有关人士介绍，旅游

券是国家发放的有价抵用券，不挂失、不找零，不可以兑换

现金和进行买卖交易。因此．消费券不应成为“黄牛党”从

中牟利的工具。 旅游是促进消费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国际金

融危机背景下，入境游受到严峻挑战，为了将国内旅游市场

开发好，各地政府想了不少点子。然而，为了让四处撒胡椒

面的旅游消费券更加“解渴”．有关部门还要在制度设计上

更加不拘一格，让更多的消费者体验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和方

便，才能真正显示消费券的生命力，真正实现拉动消费的初

衷。 5．4月11日上午，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广场，“十几名

市民围住工作人员，展台前一些宣传易拉宝、画册全部被掀

翻、撕烂，丁作人员的几张凳子也被涌动的人群踩在地上⋯

⋯”乍一看，肯定以为这里发生了群体性事件，其实，不过

是当地在免费发放旅游消费券。发放旅游消费券用意是让利

于民。也可以激发公众出游积极性，进而起到促进消费、拉

动内需的作用。本是好事一桩，却引来如此尴尬场面，我们

在呼吁公众素质提高的同时，有关部门是不是也应该反思？ 

为了得到本该属于自己的消费券，普通公众费时费力甚至面

临危险，确实不值得，更不值得的是，对于这些消费券，争

取者中却只有极少数人有使用计划，大多数人都抱着“先领

了再说”的想法。于是，拿到的人不需要，需要的人到处求

。网上搜索“旅游消费券”，就会看到上面发贴求购者众多



，兜售者也大有人在，而记者暗访时发现，个别小贩的“存

货非常可观”。 今年初，以南京发放的乡村旅游券为开端，

长三角多个旅游城市开始发放“旅游消费券”，期望通过这

种让利的方式提振旅游市场。随后，北京、山西、四川、武

汉等地也纷纷加入发放旅游消费券的行列。这些地方派发的

旅游消费券，总额度从一两千万到上亿元不等，使用范围涉

及景区门票、购物、餐饮等多方面；而发放方式也各有不同

，除了现场随机派发，一些地方还通过抽签、邮寄等方式分

发：在发放的过程中，各地区之间也常常大打“友情牌”，

你送我五百万，我还你一千万，出手大方，投桃报李，一派

喜人景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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