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2017·05

政策解读HENGCEJIEDU

后，还要进一步加大管理力度，使这些企业进一

步规范经营，不再和相关旅行社等形成灰色利益

链条。

之前，云南有涉及旅游购物的定点企业大约

187家，从业人员5万人左右。根据行业协会提供

的数据，他们的年收入总计约200亿元。这些旅

游企业在原来产业发展过程中，虽然存在不少问

题，但是为旅游产业发展作出过贡献。现在，纳

入社会商品零售企业进行统一监管，在转型过程

中会存在困难，但是总体上来看，他们的转型发

展空间是比较大的。去年云南省接待海内外游客

4.31亿人次，其中旅游团队接待的游客约2700

多万人次，占总接待人次的6.34%。这说明，团

队游以外的散客市场很大。原来的旅游购物企业

如果努力转型升级、及时调整经营模式和经营行

为，会有更大的市场空间。

对于此次出台的22条整治措施，如何确保

落实？

要推动措施落实到位，要有“壮士断腕”

的决心。

一是作为市场主体的旅游企业，必须深刻认

识到现行的产业发展模式和自身的经营模式，已

经不能适应旅游产业发展的需要，而且给旅游市

场带来了很多危害，所以企业必须积极响应，坚

决按照这些要求去做。

二是从政府监管这个角度来讲，各级政府要

动员起来，把思想统一到省委、省政府的决策上

来。通过政府的综合监管，各部门、各地积极履

职尽责，使这些具体的措施能够落地。

三是通过改革，要赋予行业协会相应的职能职

权，加强治理和监管，共同推动这些措施的落实。

为了保障这三个方面的措施都能落地，省政

府还专门成立了由分管副省长担任组长的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相关部门分成若干工作组参与，建

立了一套具体量化的工作机制，推动各地把这些

措施落到实处。

为确保整治见效，目前我省还出台了哪些

配套的监管措施？

我省在监管工作的要求上也体现了“最

严”。云南在目前5州市和2县市试行

“1＋3＋N”旅游综合监管机制并取得实效的

基础上，推行最高效的“1＋3＋N＋1”旅游

综合监管模式。通过建立健全集中统一的综合

监管指挥平台，形成信息汇集、及时研判、综

合调度、联合执法、快速反应、高效处置的工

作机制；强化旅游警察、旅游巡回法庭、工商

和市场监管局旅游市场执法3支队伍，提高旅游

市场执法监管效率；发挥多个涉旅执法部门的

职能作用，共同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建立旅游

监管履职纪检监察机制，对涉旅部门履职情况

进行巡查、巡视，因不作为、乱作为引发重大

涉旅事件的，将启动问责程序。

此外，还进一步明确了地方政府的职责，明

确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同

时，对于不作为、乱作为或者慢作为，也明确了

处理措施，并建立了综合考评机制，其中明确实

行季度综合考评，凡是每季度位于倒数三位，都

要对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连续三次倒数第一，

要对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通过整治，云南省的旅游业和旅游市场将

发生哪些改变？

此次整治将通过一年的努力，争取实现以

下目标：第一，把现在云南旅游市场存

在的突出问题，比如不合理低价等突出问题带来

的强迫消费、变向强迫消费等问题彻底解决；第

二，使全省的旅游投诉率有大幅度下降；第三，

使支撑云南旅游产业发展的软硬环境，特别是

公共服务环境有大幅度提升，为广大游客提供舒

适、称心、满意的旅游市场秩序和环境，促进旅

游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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