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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团游潜力迸发

以往， 旅游市场中几十人的大

团游产品占比高于小团游产品，但

随着追求个性化、深度游的“80 后”

“90 后”成为旅游主力军，小团游产

品需求越来越大。

笔者在多个旅游平台上看到，

各种小团游产品非常丰富， 叫法也

有所不同，精品小团、私家团、定制

团……无论什么叫法， 这些团多数

要求 3 人即可成团。 北京自由国旅

专营店的客服告诉笔者：“现在选择

小团游的人越来越多， 尤其是私家

团、定制团，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安排

景点、住宿、出行时间。 以家庭为单

位出游的游客，尤其偏爱私家团。 因

为一家人出游既有老人又有孩子，

跟大团太累，玩不好。 ”

笔者走访发现，小团游的价格要

远高于大团游。同样是北京 5 天 4 晚

游，大团游需要 500 多元，而私家团、

定制团的价格则从一两千元到一万

多元不等。 位于北京三里屯 SOHO

的携程旅游门店的服务人员说：“很

多游客旅游时舍得花钱，他们会选择

商务专车接送、入住高档酒店等高质

量服务项目。 近期，我们门店有游客

定制了一款云南游产品，客单价超过

2 万元， 还接到去北极旅游的订单，

客单价高达 12 万元。 ”

途牛旅游网副总裁齐春光表示，

当前， 精品小团游处于快速发展阶

段，受众主要是一、二线城市有消费

升级需求的客群，精品小团游将成为

最具市场潜力的旅游品类之一。

无论是大团游还是小团游，两

者本质上并没有孰优孰劣之分 ，只

是由于消费需求的不同导致旅游模

式的差异。 中央文化和旅游干部学

院副研究员、 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

生导师孙佳山说：“现在的年轻人对

于文化娱乐消费诉求与以往有很大

的不同，更强调个性化。 具体到旅游

领域，即要求不赶时间、走哪儿玩哪

儿、深度游，这种慢下来、沉下去的

需求， 凭过去的大团游显然已经无

法满足。 消费需求发生了改变，旅游

模式自然也会随之改变。 未来随着

旅游市场持续回暖， 在消费升级的

推动下， 适应新需求的高品质旅游

将成为旅游行业发展的主旋律。 ”

“转包游”野蛮滋生

小团游逐渐兴起后， 不仅各旅

行社纷纷推出相应的服务， 就连一

些博主、 网红也抓住时机推出了各

种小团游“种草”笔记和视频，同时

推出了承接小团游的服务。 但笔者

走访发现，部分博主、网红把力气都

花在了“种草”上，而在提供旅游服

务的过程中将服务转包， 使得不少

“拔草”的消费者权益受损。

笔者在多个社交平台上看到，

一篇篇图文并茂的旅游攻略随处可

见，其中一篇名为“云南旅行攻略”

的笔记引来众多网友围观。 笔记里

写道 ：“云南小团旅游只花 1000 多

元，这件事我是可以解释的……”其

中还列出了出游的多个亮点，如“24

小时管家式接机服务， 天天发团”

“全程精选豪华舒适酒店”“行程中

所到景点大门票全含”等。 博主还特

意在帖子的结尾写上了“如有需求

私信我”。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小团游时笔

者发现，多数“种草”文章后都会注

明“微信详聊”，有的索性放上了微

信群聊的链接。 小红书上的旅行博

主沐沐向笔者透露：“一些自称旅游

达人的博主发布的精心拍摄、 编辑

的旅游小视频、文章，其实并非自己

的旅游心得， 而是旅游中介的圈粉

之作。 等到粉丝量积累到一定程度

后，再打着分享美景趣闻的旗号，销

售旅游产品。 此类旅游中介拿到定

金之后，往往会将游客倒手‘转卖’

给各地旅行社，甚至是‘黑导游’。这

些旅游中介都会要求消费者从平台

转到微信交易， 这样就能脱离平台

的监管， 后期消费者维权时他们也

可以逃避责任。 ”

笔者询问多家正规旅行社后得

知， 旅行社也会在社交平台上发一

些介绍旅游产品的帖子， 但结尾都

会注明旅行社的全称， 并留下联系

电话、 小程序链接； 所有的合同签

约、 付款都会在官方小程序或 APP

里进行，绝对不会用微信私人转款。

“小包团”暗藏陷阱

一些不规范的打着小团游旗号

的“小包团”在游客签订合同之后，

便会将部分或者全部游客转包。 而

转包后， 游客享受到的往往是缩水

的服务，权益难以保障。

消费者何瑞家住河南， 他向笔

者讲述了在社交平台加入小团游后

的糟心经历。 他在某社交平台看到

一篇旅游“种草”文章，就在微信里

报了 5 天 4 晚的北京游， 第一天自

由活动，第二天去长城。 当带队导游

到酒店接他时， 他发现当初介绍的

15 人封顶小团变成了 50 人的大团。

他向导游提出疑问，导游表示，他接

的是几个“外包”团合并后的大团，

只负责带队， 有问题找下单机构解

决。 当他要维权时却发现，当时转款

的微信联系人已经把他拉黑， 介绍

旅游的“种草”文章也不见了踪影。

北京汇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

涛表示：“当一些博主或主播与他的

粉丝达成组团旅游的一致意见时，

就构成了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

关系，应该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

定。 如果订立合同时对组团的人数、

时间、标准等有明确的约定，那么这

些主播或博主应该承担相应的义

务。 如果转包给他人时，出现约定服

务品质降级的情况， 就属于单方面

违约行为， 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 作为消费者，如果已付定金，可

以要求对方承担定金的损失； 如果

已经成团出行， 可以要求对方承担

大团与小团之间的差价损失， 以及

相关的维权费用。 ”

刘涛进一步分析指出：“明确违

约的情况通常都比较好处理， 真正

难的是没有明确约定的时候应该怎

么办。 当没有约定的时候，就要看一

下博主或主播在对产品进行推荐时

重点表达的意思、原意是什么，其中

包括其对小团游优点进行暗示的相

关内容。 ”

（李燕京）

浙江杭州

“绍兴黄酒”网店卖

涉嫌侵权被查处

近日，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管局

接到举报称， 杭州一食品商行在抖音平台开

设网店销售黄酒， 部分黄酒销售页面以及销

售给消费者的产品外包装纸箱有“绍兴黄酒”

字样介绍， 而实际销售的产品并非“绍兴黄

酒”授权使用单位生产的产品。

随后， 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位于萧山区益

农镇的仓库进行检查， 发现现场有“绍兴黄

酒”字样包装的产品，打开包装，里面为“手工

花雕王”和“绍兴料酒”产品。 因涉嫌商标侵

权，萧山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五中队对使用“绍

兴黄酒” 字样包装的约 700 件产品采取了扣

押强制措施。

据介绍，绍兴酒，又称绍兴黄酒、绍兴老

酒，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同时，绍兴黄

酒也是注册商标（证明商标），商标所有人为

绍兴市黄酒行业协会。 根据《商标法》的相关

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任何人、任何单

位不得在同种或者近似商品包装上使用或突

出使用“绍兴黄酒”等与证明商标相同的商标

或字样。 目前，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法，萧山

区市场监管局已对此立案调查。

（施本允）

黑龙江哈尔滨

开展旅游季

航空食品专项检查

为确保旅客餐食安全， 提高防范化解食

品安全风险能力，近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市

场监管局开展了旅游季航空食品专项检查。

据介绍 ， 此次专项检查以哈尔滨机场

T1、T2 航站楼内食品零售单位、 餐饮服务经

营单位、航空配餐生产单位为重点，监督指导

机场相关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全面落实落细各

项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力保障旅客“舌尖上

的安全”。 现场抽查了哈肉联、秋林里道斯等

品牌红肠店以及愚小面、柏记水饺等餐饮店。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个别餐饮经营企业专间管

理温度控制不到位的问题， 要求属地局监督

整改到位。

检查组还对飞机航班餐食的主要生产供

应单位机场集团空港食品公司进行了检查。

现场从原料验收、烹饪加工、成品包装、餐食

储存和配送等环节进行了全流程检查， 要求

空港食品公司切实落实“三个严格”（即严格

执行生产标准，严格落实每道制作工序要求，

严格检查每份餐食）的食品安全要求，确保旅

客餐食安全。

（刘传江）

吉林公主岭

严查烟花爆竹

确保质量安全

临近春节， 烟花爆竹进入销售旺季。 日

前，据吉林省公主岭市市场监管局消息，为扎

实做好节日期间烟花爆竹质量安全监管工

作， 该局与第三方检测机构联合对辖区内烟

花爆竹批发企业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抽查，严

防烟花爆竹质量安全事故发生。 同时，督促经

营主体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完

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严把

产品“质量关”。

据了解，此次监督抽查行动依据《产品质

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对公主岭市域内 5

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产品进行抽查的 15 批

次产品进行了抽查。

（伊海龙 李洪涛）

躲开了“拥挤”却躲不开“套路”

小团游遭遇“转包”啮噬

2023 年，旅游市场呈现出大团游失宠、小团游受宠的新趋势，这一变化的出现，意味着个性

化、高品质旅游需求正逐步增长。

在此趋势下，一些博主、网红“抓住”旅游消费升级的机遇，开始在网上“种草”、组团，想在

小团游市场分一杯羹。 然而，在他们组团成功后，却并没有像“种草”文案中所描述的那样带着

游客探访景点，而是将游客转包给他人，承诺的小团变成几十人的大团，服务更是大打折扣。

监管动态

北京丰台：

专项检查

年夜饭合同条款

随着春节临近， 市民对年夜饭

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高。 为确保年夜

饭消费市场平稳有序， 北京市丰台

区市场监管局近日对辖区内大型餐

饮企业开展了年夜饭合同条款专项

检查。

董芳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