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评论员、记者 柳明 ：

  

旅游法将催长自助游

      

自助游近几年在国内发展迅猛 ，对我们

  

来说 ，是个旅游新时尚。 三五好友结伴 ，携家

  

带口 出游 ，或驾车或骑行 ， 随走随停 ，路线任

  

选 ，快意人生 。 自助游欧美已经有近百年的

  

发展历 史 ，如今几乎成为发达国家国民旅行

  

的首选方式 。 而对我们 自身而言 ， 虽然散客

  

人数比例连续多年看涨 ，但自助游在海南仍

  

是个刚刚起步的
“

新玩意儿
”

。 值得注意的

  

是 ，在新出台的《旅游法》刺激作用下 ，未来

  

自助游不但将成为主流 ，更会在极短的时间

  

内成为海南旅游发展的主导方式。 可以说自

  

助游在国内发展的春天已经来临 ，这种趋势

  

应引起旅游部门和相关从业者的高度重视。

      

其中 ，作用最为明显 ，也是最为关键的

  

一点就是对出行成本的影响 。 《旅游法》对于

  

零负团费、 强迫购物 、肆意更改行程等旅游

  

乱象明令禁止 。 这些乱象以前算
“

违规
”

，现

  

在已经上升成
“

违法
”

了；以前可以抱着侥幸

  

心理顶风作案 ，现在不得不把
“

尾巴
”

夹起来

  

了。 这在一方面将极大地净化海南的旅游环

  

境 ，从根本上解决了
“

老大难
”

问题 。 但另一

  

方面 ，旅行社也不得不将部分
“

猫腻
”

缺失所

  

导致 的 盈 利 收入 降低通过 其他 途 径 补

  

回——涨价。

      

今年
“

十一”

是《旅游法》正式实施的第一

  

个黄金周 ， 新法对旅游团队的价格影响 已经

  

初现 。 海南各家旅游社团费普遍上涨 ，高端旅

  

游产品涨幅在 300/d左右 ， 而一直以来作为团

  

队游的主要组成部分 ， 中低端旅游产品涨幅

  

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lOOoA 至 300% 。 比如 ，原来

  

海南三天两晚游的起步价格是 400 元 ， 而现

  

在是 780 元 ， 五天四晚游的报价也从原来起

  

步价 600 元涨到了现在的 1000 元以上 。

      

要知道 ， 即便近些年来国民收入不断提

  

高 ， 但价格依然是左右大 多数旅行者选择

  

旅游产品最为关键的 因素 。 虽 然价格低廉

  

很大程度上
“

得益
”

于违规现象作祟 ，但不

  

得不承认的是 ， 低价也一直是团队游的优

  

势所在 ， 几百元就能来个
—

色机往返
”

的
“

海

  

南深度游
”

， 对不 少缺乏旅游经验的游客仍

  

有着较大的吸引力 。 但随着团费的大幅上

  

涨 ， 团队游和 自助游的旅游花销差距被极

  

大地缩小 ， 而 团队游的不足则更加 凸显 了

  

自助游 自由 、 灵活的优势 。 如此一来 ， 团队

  

游比例 必将进一步被压缩 ， 而 自助游将得

  

到更 多发展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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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海南记者站邓卫哲：

  

新趋势要有新应对

      

不可否认的是 ，选择 自助游的人数越

  

多 ， 对传统的团队游冲击就越大 ， 而依附

  

于团队游的诸多旅行社 ， 以及与旅行社挂

  

钩的酒店 、 景区 、饭店等都将面 临着巨大

  

的考验。 变则通 ，不变则亡 ，应成为在 自助

  

游为主流的旅游大环境下 ，这些旅游相关

  

机构和从业人员的共同对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 ， 首先带来的必然是

  

旅游产业优胜劣汰的良性竞争环境。 在以

  

前团队游唱主角的时代 ，游客的行程几乎

  

是听从旅行社的安排 ， 没有选择自主权 。

  

这也直接导致了部分旅游景区 、饭店等将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跟旅行社打交道 ，

  

并不重视自身建设和服务质量 ，甚至催生

  

出一批
“

五花八门
”

的
“

潜规则
”

， 导致大量

  

旅游乱象横生 。 而在 自助游里 ，游客对 目的

  

地的选择拥有绝对的 自主权 ， 完全可以根

  

据旅游服务提供者的条件来规划行程 ，这

  

必然会导致依靠于旅行社赚钱的消费点 、

  

酒店 、景区面临着客源流失的处境 ，也会倒

  

逼所有旅游相关行业切实提升 自身素质 ，

  

“

强买强卖
” “

欺客宰客
” “

滥竽充数
”

者将再

  

无市场 ，也必将被市场淘汰 。

      

截止到 2012 年第二季度 ，海南旅行社

  

共有 349 家。在自助游大行其道的今天 ，必

  

然会导致团队游份额的逐步减少， 这对这

  

些靠团队游生存的旅行社而言是前所未有

  

的冲击 。 对旅行社而言 ，转变经营方式 ，寻

  

话题聚焦 >>>

  

如何适应 自助游成

      

从近几年的旅游人数比例

  

统计可以看出 ， 越来越多来海

  

南旅游的游客并没有选择传统

  

的团队旅游 ，而是将新兴的
“

自

  

助游
”

作为游历的首选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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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散客规模已连续 6 年超过

  

团队游客人数 ， 达到 了游客总

  

数的 2/3 ，比例为 66:34 ，再创历

  

史新高。

      

与团队游相比 ， 自助游给

  

游客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 ：它

  

方式更灵活 ，时间安排更自由 ，

  

游客也不用担心旅行团欺客宰

  

求新的盈利点是当务之急。 在这一方面 ，旅

  

行社可以通过两条腿走路 ，加快走出困境 ，、

      

首先是寻求与 自助游不 同的游客群体 ，，

  

虽然 自助游的人数众多，但对其中游客稍加

  

分析不难发现 ，他们 当中绝大多数是以家庭

  

或好友为单位 、 自费出行。 特别是中等收入

  

的年轻群体 ，这些人有精力 、有热情去 自主

  

安排和选择行程 ， 并且对价格因素较为敏

  

感。 针对这一点 ，旅行社可以将潜在客户群

  

体定位在老年人和高端旅游团队、 商务旅游

  

团队上 ，寻求差异化发展 ，弥补市场空缺。

      

其次是转变服务方式 ，将传统的
“一杆

  

到底
”

变为
“

保驾护航
”

。 将安排行程的权力

  

交还给游客 ， 旅行社应更重视对旅游相关

  

服务的提供 ，如酒店 、 机票 、租车 、旅游保

  

险 、私人导游等业务 ，将 自身转变为
“

旅游

  

服务的供应商
”

，帮助游客更好地体验旅游

  

带来的乐趣 ，为他们提供多方面的便利 ，减

  

少麻烦 ，而非带领游客去旅游 。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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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后的海南旅游

  

客。 但与此同时 ， 自助游的火爆

  

也为旅游管理者 、 旅游相关从

  

业者 、 景区以及城市基础建设 、

  

社会秩序等诸多方面带来更大

  

的考验 。 例如主要靠团队游带

  

来收入的旅行社就面临着盈利

  

模式的改变 ； 长期与旅行社挂

  

钩合作的景区 、 宾馆 、 饭店等旅

  

游相关服务行业也面临着失去

  

许些固有客源。 如今 ， 自助游成

  

为主流已是不可逆的旅游发展

  

趋势 ， 海南如何在这种趋势下

  

加快旅游服务转型升级？ 本期

  

话题邀您共同关注 。

  

经济日报海南记者站李红波：

      

抓住机遇谋升级

      

自助游逐渐成为主流旅游方式 ，是一个

  

国家或地区旅游业发展走向成熟的重要标

  

志 ， 也可以看做是国民财富和素质的提升 。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近年来到海南旅游散客人

  

数增加是一个积极信号 。 这个信号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 。
一是我们的游客群体越来越成

  

熟 ，旅游经验越来越丰富；二是我们提供的

  

旅游产品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越来越得到游

  

客的认同 。 可以说 ， 自助游为海南旅游业发

  

展带来的贡献和促进作用绝不逊色于团队

  

游 ，但同时 ，承接好 自助游 ，让更多的游客乘

  

兴而来 ， 满意而 归 ，给作为旅游产业大省的

  

海南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海南如何应对挑战？笔者认为首先应从

  

清楚认识两种旅游方式中游客的不同特点入

  

手。 如果说团队游中的游客是来海南旅游的 ，

  

那么在 自助游中， 游客则更像是来海南生活

  

的。 与团队游中的游客不同 ，他们除了接触旅

  

游相关领域 ， 更要接触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

  

面 ，这就为我们的城市基础建设提出了新的要

  

求——不但要考虑到市民 ， 更要考虑到来自

  

世界各地的游客 ，将旅游发展理念渗透到城市

  

发展中。

      

众所周知 ， 海南旅游刚刚起步之初 ，

  

是一个个旅行团撑起了整个海南旅游的

  

大旗 ，如今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 团队游在

  

海南发展已经趋于成熟 ，拥有了固定的盈

  

利模式 ，更是催生 出大批旅行社在海南扎

  

根 。 但同时 ，各种围绕团队游的旅游乱象

  

被媒体和游客曝光后 ， 引起全国关注 ，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海南旅游形象，也暴露

  

出了团队游的缺陷和不足 ， 以及如今运转

  

模式的老化 。

      

如果说海南旅游是靠团队游
“

起家
”

，

  

那么在自助游成为主流的今天 ，海南如何

  

凭借 自助游在旅游发展上更进一步 ， 弥补

  

和扭转旅游乱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打造

  

成国内外游客心 目中自助游的代名词 ，对

  

现在的海南来说尤为重要。 笔者认为海南

  

首先应从宏观层面上对此加以重视 。

      

第一步要平衡发展。 毋庸置疑的是 ，

  

在旅游发展方面 ， 海南南强北弱的格局长

      

其次 ，是要针对自助游游客的特点提供相

  

应的服务。 由于每一位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都

  

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 没有熟人也没有导

  

游 ，他们是否能尽快走出适应期 、进入到游客

  

的角色中，将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旅游感受。 所

  

以我们的旅游相关职能部门和从业人员应根

  

据这一特殊要求 ，尽量缩短自助游游客的适应

  

周期 ，通俗地讲就是帮助游客快速了解来海南

  

旅游的方方面面 。 如在机场 、车站设立游客到

  

访中心
，赠送旅游手册 ，在景区和街道设立旅

  

游服务亭， 开通多渠道的游客服务系统等等 ，

  

让这些设施环环相扣 ，成为每一位游客无处不

  

在的
“

隐形导游
”

。

      

最后 ，要为自助游游客开发更多的旅游项

  

目。 团队游游客由于行程安排的事先设定且时

  

间限制 ，旅游更多的等同于参观景点 ， 而 自助

  

游游客的时间相对自主 ，所以对旅游项 目的亲

  

身体验则有更高的需求。 海南在未来应下更大

  

力气发展体验游 ，如游艇 、 高尔夫为代表的高

  

端体验项 目 ， 户外探险 、露营等大众体验项 目

  

等等，同时也要在传统景区的建设改造中加入

  

体验项 目 ，设置
“一个景区多种玩法

”

， 为不 同

  

需求的游客提供不 同的特色服务。 田

  

退休干部 、 网友北山老翁 ：

  

着手打造自助游平台

  

期存在 。 在城市建设发展方面 ， 两头强 中

  

间弱也是客观事实。 自助游的游客行程 自

  

由 ，今天可能在三亚 ， 明天就会去万宁 ， 不

  

可能像团队游 中的游客那样被局限在一

  

定旅游设施相对完善的范围内。 这就要求

  

海南必须有一盘棋的发展思路 ，要做到每

  

一个区域都有几个叫得响 、 各具特色的旅

  

游项 目 ，每一个市县都有能力为 自助游游

  

客提供各项便利 ， 不能顾此失彼 ，也不 能

  

厚此薄彼 。

      

第二步是要有品牌意识 。 自助游在国

  

内发展尚未成熟 ， 游客群体还有大幅扩大

  

的趋势。 这个阶段是打造品牌 ，树立声望

  

的最佳时机。 海南要有意识地发展 自助游

  

相关的旅游项 目 ， 同时向外界大力营造 、

  

宣传海南自助游的特点和优势 ，精心设计

  

几条具有代表性的 自助游线路供游客参

  

考 ， 多方 面地抢 占潜在游客的心理制 高

  

点 。 因为在 自助游中，短途旅游占比较大 ，

  

所以前期海南应先从周边省市着手。

      

第三步是打造安全的旅游环境 。 出门

  

在外 ，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 ， 这是每个

  

人的共识 ， 尤其是 自助游 ，跟安全问题更

  

是息息相关 。 目前海南针对游客的安全救

  

援组织能力与建设需要加强 ，公共安全救

  

援体系建设也应该更加重视 。 这样 ，如果

  

旅游者遇到异常天气 、 突发疾病 、 交通事

  

故等意外事件就容易应对了 。 ■

 

 2013 年第 lO 期 1 9

  

ChaoX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