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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提前通知遭解约
游客有权依法索赔

“十一 ” 旅游黄金周即将到
来， 然而随着旅行社业务经营主
体的多元化， 部分旅行社出现隐
匿化倾向， “微信集赞送旅游”、
“购买保健品特价旅游”、 “2折
旅游券” 等频现。 这一现象导致
无许可证经营旅游业务突出， 部
分个人和非旅行社组织大肆从事
旅行社业务， 旅游者维权难度陡
增。

针对这一情况， 北京海淀法
院法官日前根据其所审理的部分
旅游维权纠纷案件， 建议广大消
费者在参加旅游活动时首先认真
核实组织者的资质， 选择正规旅
行社， 并签订旅游服务合同； 遇
有合同条款调整应当及时书面固
定或者保存证据， 通过合法渠道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此外法官
还提示旅行社 ， 如解除旅游合
同， 需要提前通知旅游者， 否则
构成违约； 旅游经营者组织在接
待老年人、 未成年人、 残疾人等
旅游者时， 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
保障措施， 避免旅游纠纷。

出游遭遇山寨旅行社
游客突发疾病身亡难维权

案例
李先生是某保险公司的客

户， 经保险代理人周某介绍到某
旅行社报名， 该旅行社并未悬挂
营业执照， 李先生向该旅行社支
付了费用， 该旅行社向李先生出
具了一张加盖有 “某某旅行社有
限责任公司业务专用章 ” 的收
据。 后李先生随团出行， 在旅行
过程中， 李先生发生急性脑梗塞
死亡。

李先生之子以该旅行社侵犯
其父健康权为由诉至法院， 后查
明旅行社系 “被代理”， 收据上
所盖公章和旅行社备案公章明显
不同。 因为李先生提交的证据尚
不足以证明其旅游系由该旅行社

承接， 原告要求旅行社承担责任
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法院支持。

说法
“保险用户特价旅游 ” 伴随

无许可证经营旅游业务情况比较
常见 ， 这在无证旅游中比较典
型。 个别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
为回馈客户组织旅游时， 选择了
价格低廉的非旅行社承接旅游业
务， 当然也无法签订正规合同，
即使有合同也可能存在冒用正规
旅行社名称的情况， 导致发生纠
纷后无法找到合同相对人或者侵
权主体不明， 旅游者维权遭遇极
大障碍。

虽然无许可经营旅游业务为
旅游法明确禁止， 旅游管理部门
可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但
是实践中仅凭旅游部门监管难度
较大 ， 这就需要旅游者参与其
中， 选择正规旅行社出行。 根据
旅游法规定， 旅行社需要取得旅
游主管部门的许可， 依法办理工
商登记， 而且需要按规定交纳旅
游服务质量保证金， 用于旅游者
权益损害赔偿和垫付旅游者人身
安全遇有危险时紧急救助的费
用。

对此， 广大旅游者在选择旅
行社时， 首先要查看是否在显著
位置悬挂旅游营业执照， 对于通
过网络经营旅行社业务的， 可以
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查看其
业务经营许可证信息。 在此， 希
望广大旅游爱好者在旅游时， 选
择正规旅游公司， 以避免其合法
权益受侵害。

饮食要求未在合同注明
游客诉请维权未获得支持

案例
赵先生与旅行社签订了旅游

合同并一次性支付全部旅游款
项。 该合同约定旅行社向赵先生

提供行程时间为7天6夜的出境旅
游服务。 餐饮标准为团队餐。 发
团后， 赵先生提出其只能食用素
食， 因团队餐中素食不能满足其
要求， 导致其无法享受旅行， 给
其造成了精神痛苦， 其以该旅行
社不尊重饮食习惯， 没有安排素
食为由， 起诉旅行社要求退还其
交纳的旅游费10000元 。 旅行社
辩称由于赵先生未在合同签订时
提示其特殊要求， 因此在合同中
约定的是团体餐。

赵先生称在签约时曾经提出
使用素食， 只是并未在合同上写
明， 但是未就该主张提供证据。
根据旅行社提供的 《意见表 》，
赵先生在旅游结束后对饮食状况
写明满意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虽然赵先生称双方就素食问题进
行了约定， 但是并未提供相关证
据， 故其诉讼请求未得到法院支
持。

说法
按旅游法规定， 旅行社组织

和安排旅游活动， 应当与旅游者
订立合同。 还专门规定包价旅游
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旅游行
程安排 ； 旅游团成团的最低人
数； 交通、 住宿、 餐饮等旅游服
务安排和标准； 游览、 娱乐等项
目的具体内容和时间； 自由活动
时间安排； 旅游费用及其交纳的
期限和方式； 违约责任和解决纠
纷的方式， 对于上述内容旅行社
应当向旅游者详细说明。

因此， 旅游服务合同为书面
合同， 且必须包含上述项目。 合
同是设立 、 变更 、 终止民事权
利、 义务关系的协议， 不仅可以
预防纠纷发生， 在发生纠纷后还
可以据以主张权利， 明晰义务，
分清责任， 因此参加旅游应当订
立合同， 尤其是合同条款发生变
更时， 也应当及时予以固定， 在
合同中注明并要求旅行社盖章。
如果不具备盖章条件， 也应当要

求领队或者工作人员书面说明，
或者就变更情况保存相关证据。

本案中， 赵先生称其提示旅
行社其有特殊饮食习惯但是没有
在合同中注明， 而且无法提供其
他证据佐证， 故导致维权受阻。

旅行社解除境内游合同
未提前七天通知被判违约

案例
2014年3月17日王先生与旅

行社签订的合同约定： “出发地
及时间： 首都机场， 2014年4月
18日； 组团社的行前解约责任：
（1） 应当提前7日 （不含本日 ）
通知旅游者， 并自行承担已支付
的签证费、 签注费等实际损失。
（2） 如未提前7日通知旅游者的， 应
当按照旅游费用总额的10%支付违
约金， 并自行承担已支付的签证
费、 签注费等实际损失。 组团社
应当一次性退还已收取的全部旅
游费用， 并支付上述违约金。”

合同签订后， 王先生于当日
付清旅游费。 然而2014年4月17
日上午， 在距约定的出发日期前
一天， 旅行社突然通知王先生解
除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并退还了
王先生给付的旅游费1万元。 王
先生以旅行社违约为由起诉， 请
求法院判令旅行社支付其违约金
1000元 。 法院认定 ， 合法有效
的， 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合
同。 依据合同约定组团社行前解
约应提前7日通知旅游者， 而旅
行社在出行前1天才通知王先生
解除合同， 违反了合同约定， 其
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故法院支
持了王先生的诉讼请求。

说法
根据旅游法规定， 旅行社招

徕旅游者组团旅游， 因未达到约
定人数不能出团的， 组团社可以
解除合同。 但是， 境内旅游应当

至少提前七日通知旅游者， 出境
旅游应当至少提前30日通知旅游
者 。 旅行社组团旅游时集体性
活动， 涉及多个方面， 由于人数
不足可能导致旅游无法成行， 在
这种情况下， 旅行社可以解除合
同， 但是应当提前通知， 境内旅
游应当至少提前7日通知， 出境
旅游应当至少提前30日通知。

特殊情况下， 旅行社无需提
前通知即可解除合同， 患有传染
病等疾病， 可能危害其他旅游者
健康和安全的； 携带危害公共安
全的物品且不同意交有关部门处
理的； 从事违法或者违反社会公
德的活动的； 从事严重影响其他
旅游者权益的活动 ， 且不听劝
阻、 不能制止的； 法律规定的其
他情形， 在这些情况下解除合同
的， 组团社应当在扣除必要的费
用后， 将余款退还旅游者； 给旅
行社造成损失的， 旅游者应当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 旅游者在维护自身权
利的同时也要严格遵守法律、 法
规， 这样才能玩得开心， 游得舒
心。 当然， 旅游行程开始前， 旅
游者可以将包价旅游合同中自身
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 旅行
社没有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 因
此增加的费用由旅游者和第三人
承担。

组织高龄人群外出旅游
旅行社保障不到位应担责

案例
李先生现年77岁， 其常年购

买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保健品，
该公司为答谢客户组织旅游， 由
某旅行社负责承接。 李先生随团
出行， 在游览至某广场台阶时跌
倒， 致使急性重度内开放性颅脑
损伤、 左侧锁骨骨折、 左侧肩胛
骨骨折。 该广场在上下台阶位置
张贴警示标识， 并有专人疏导。
事发后， 李先生将旅行社诉至法
院， 要求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费等共计167000元。

法院认为， 该旅行社只指派
了两名没有合法导游资质的人员
出团， 其行为已构成违法， 且未
针对该旅行团老人众多的特殊情
况采取必要的旅游安全保障措
施， 未对高龄游客在参观过程中
予以必要的帮助和照顾 ， 摔伤
后， 导游人员亦没有及时赶到现
场救护， 事发45分钟后才赶到医
院， 旅行社具有明显的过错， 应
当承担相应责任。

说法
旅游法规定， 旅游经营者应

当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和消防
安全管理的法律、 法规和国家标
准、 行业标准， 制定旅游者安全
保护制度和应急预案 。 旅游经
营者应当对直接为旅游者提供服
务的从业人员开展经常性应急救
助技能培训， 对提供的产品和服
务进行安全检验、 监测和评估，
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危害发生 。
旅游经营者组织、 接待老年人、
未成年人、 残疾人等旅游者， 应
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

本案中， 旅行社未在第一时
间采取相应救助措施， 也未针对
老年旅游者配备相应人员， 采取
针对性措施。 旅游经营者应当就
旅游活动中使用相关设施的方
法 、 必要的安全防范和应急措
施、 不适宜参加相关活动的群体
以明示的方式事先向旅游者作出
说明或者警示， 否则也要承担责
任。

海淀法官以案说法支招“十一”黄金周出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