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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晓红）2018 年中国旅游

业迎来了很多重大变化：文化和旅游部组建

完成、众多网红旅游城市诞生、高铁旅游崛

起、多地景区门票降价……这些现象均被列

入2018年中国旅游发展十大热点，由中国社

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

旅游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

举办的《旅游绿皮书：2018—2019 年中国旅

游发展分析与预测》发布暨研讨会昨日在京

举行，为了系统回顾和全面分析，中国社会

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遴选并发布了2018年

中国旅游发展的十个热点问题。

热点一：
机构改革为旅游带来新变化

2018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文化和旅游部职能配置、内设机

构和人员编制规定》。随即，文化部、国家旅

游局完成职责整合，组建起文化和旅游部。

截至2018年10月底，全国2/3省份的省级机

构改革方案获批。其中，涉及文化产业、文

化事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新组建或改组

的部门有21个。

热点二：
“一带一路”旅游合作成效显著

自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以来，沿线国家旅游领域合作成为热点。

2017年，“一带一路”国家国际旅游人次约为

5.82亿，占世界国际旅游人次的44.02%。国

内旅游方面，“一带一路”国家以84.2亿人次

遥遥领先，占比高达80%。沿线国家赴中国

旅游游客也保持稳定增长，由2013年的903

万人次，发展为2017年的1064万人次。中国

出境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游客人次由

2013 年的 1549 万人次，增长到 2017 年的

2741万人次，五年间增长了77%，年均增速达

15.34%。

热点三：
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近年来，国家层面涉及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发展的大举措不断出台。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9月下旬，印

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三部门印发《促进

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8年—

2020年)》，而这些文件均对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发展进行了工作部署。2018年6月，经

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18年起，将每

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热点四：
霸座现象引发文明旅游反思

2018年，“霸座”意外成为热词。先是8

月 21 日在 G334 次列车上，某男乘客霸占一

位女乘客的座位不肯让，并称“谁规定一定

要按号入座？”接着9月19日在G6078次列车

上，一女乘客持过道票非得坐靠窗位置；又

接着 9 月 23 日在 D353 次列车上，一 60 多岁

大妈买的是无座票，却坐在他人的座位上拒

不让座。此外，还有消息爆出霸座大爷、霸

座老外、霸座兄弟等。为治理该现象，文化

和旅游部在去年国庆前夕，公布了一批旅游

不文明行为记录，并将三名游客列入了“黑

名单”。其余热点还有：境外安全事件警示

加强防范、特色小镇发展受到重点关注、高

铁线路旅游带动效应凸显、制度红利再促海

南旅游发展、景区门票降价仍需狠抓落实、

目的地营销新应用打造网红等。

省会冯女士日前从一家网店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小米、高粱米等各种杂粮，

然而第二天卖家便联系冯女士，“卖家说是因为设置失误导致出现价格异常订

单，希望我能够主动退货。”虽然冯女士很快退货，但是心里还是不太舒服。记者

就此采访了律师，律师表示，面对此类情况，“消费者有权不退”。

1月9日，辛集市田家庄乡伴当营村农民在大棚内打理盆栽花卉。

春节临近，辛集市农民培育的各类盆栽植物迎来销售旺季。当地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以花卉、观赏植物为

主的“盆栽经济”，在扮靓乡村的同时也成为农民增收的特色产业。新华社发

优惠凑单买杂粮
转天卖家让退货
律师：“消费者有权不退”

《旅游绿皮书》发布
2018中国十大旅游热点
文化和旅游部组建完成

众多网红旅游城市诞生上榜

资 讯

辛集：“盆栽经济”开辟致富新路

1月9日，记者采访了一位网络销售

业内人士，据其介绍，很多商家为了能够

使自己的店铺获得更多的流量、关注度和

交易量，通过发放优惠券、打折等方式进

行促销。“但是有些商家却仅仅将此当成

一种噱头，通过大额优惠券等方式以低于

正常的价格来吸引消费者购买，之后却根

本不肯发货，而是通过各种手段让消费者

取消订单、退款。”

记者当天采访了河北武英律师事务

所律师李建朋，李建朋表示，消费者从网

店购物，本质上是一种买卖合同。根据

《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

合同成立”。因此一旦消费者已经交费购

买，说明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了，卖家就应

该给消费者发货。“卖家因为自己设置错

误而导致价格过低，这是卖家的过失造

成，因此对于卖家要求消费者取消订单的

请求或要求，消费者有权不退。”

律师：消费者有权不退

消费者以极低的价格从网上购买到

商品，却被商家告知优惠设置出现问题，

要求消费者取消订单，或是商家长久不发

货，消费者只得无奈取消订单——记者在

采访中发现，此类情况并不是个例。2018

年“双 11”时，有消费者在某商家的网络

销售平台购买了0.9折的商品，然而第二

天便接到商家的短信通知，称部分商品促

销折扣设置上失误，将“9 折”误设置为

“0.9折”，导致售价远低于实际成本，该公

司无法承受这么大的损失，要求消费者退

货，并要求其填写退货理由为“超时发

货”。对此部分消费者质疑，该商家“0.9

折商品”的行为，是真的失误，还是为了

“双11”的业绩做出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无独有偶，还是2018年“双11”期间，

另一商家称因为促销优惠设置失误，导致

数千名买家以远低于成本价的价格购买了

价值数百万元的棉服，商家无力承担发货

所带来的亏损，希望与买家们协商解决此

事。此外，还有的商家以优惠券被误报等

理由，拒绝给低价购买商品的消费者发货。

卖家要求买家
取消订单并不是个例

2018 年“双 12”期间，省会谭女士

看到一家网店出售的各种圣诞小饰品

价格非常便宜，决定多购买一些。付

款之后第二天，订单页面便显示已经

发货，然而谭女士却始终没有看见物

流信息。“我等了几天后，催促客服赶

快给我发货，然而客服告诉我，因为最

近订单太多，来不及发货，她会催促库

房帮我尽快发货。”然而令谭女士没有

想到的是，一直到圣诞节都过了，她的

这些圣诞节饰品还没有发货。“其间我

每次问客服，客服都让我稍等，她会帮

我查询，之后便不理我了。”

元旦节后，谭女士只得无奈选择

了取消订单退款。“没想到这次店家的

效率非常高，第二天便退款成功了。”

谭女士郁闷地对记者说，“是不是店家

一直就在等着我主动取消订单呢？”

“双12”买的圣诞饰品元旦还未发货

然而第二天，冯女士却收到卖家

发来的信息。“对方告诉我，由于店家

的设置失误导致买家拍下了几十万笔

的价格异常订单，现在手上的资金不

足以赔付这些订单，恳求大家申请退

款，选择‘多拍、拍错、不想要’，会尽快

进行处理。”冯女士告诉记者，卖家还

特意提出，“如果这些订单我们发不出

去货，大家不退款的话我们就只有关

店了，恳求大家谅解一下”。

看了店家的信息，冯女士顿时感

觉很郁闷。“为了凑这个优惠的价格，

我花费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

退掉的话，我的时间也就白费了。可

是店家说的又很可怜，如果我不退的

话好像又不近人情。”无奈之下，冯女

士还是取消订单，退掉了杂粮。

冯女士郁闷地对记者说，“折腾了

那么长的时间，谁知道不仅没有顺利

买到杂粮，还耽误了我去买其他店的

杂粮。”冯女士告诉记者，该网店还留

言让冯女士加一个网店的微信号，称

“老板亲自给您道歉”。但是冯女士表

示，此事让她对该网店的诚信产生怀

疑，因此没有加微信号。

第二天店家便让取消订单退货

1月8日，冯女士向记者讲述了此

遭遇。日前，冯女士在网上浏览时发

现，一家销售杂粮的网店设置了满99

元减50元的优惠券，同时店内还有其

他优惠措施。“我计算了一下，如果价

格凑得合适的话，可以用十几元钱购

买到原价上百元的商品，比市场价格

要低得非常多。”如此低廉的价格令冯

女士非常动心，为了以最优惠的价格

购买到商品，她精心挑选商品来凑价

格。“当时优惠的价格吸引了很多消费

者前来购买，不少商品都是很快就卖

完下架了。我好几次都是凑了半天的

价格，结果付款时发现其中某样商品

已经卖完下架，只能重新再买。”折腾

了将近一个小时，冯女士终于凑好价

格付款了。冯女士告诉记者，当天还

有另一家专卖杂粮的网店在搞活动，

优惠力度也挺大，两相对比了一下，冯

女士还是选择在这家网店下单购买。

超优惠杂粮让消费者用了一小时凑单

本报记者马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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