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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旅游法规课程的参考教材，同时也可做为导游课程考试培训使用教材。
本书不仅注重对原有和新近实施的旅游法律法规的汇编，尤其重视旅游法律中的司法解释以及对旅游
行业服务标准的整理、阐释和汇集，使读者对整个旅游法律体系有更加全面和透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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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法条解读：旅游者受到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涉及旅游经营者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法律
竞合，本规定明确了关于旅游者违约与侵权之诉的选择、自由行旅游经营者的风险责任。
 第六条 旅游经营者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旅游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
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责任，旅游者请求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
定该内容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法条解读：本规定直接确认旅游经营者“霸王条款”无效。
旅行社的合同主要包含三大部分：合同、行程单和游客须知。
合同一般采用国家旅游局的统一范本，旅行社基本不会对此修改。
所谓的“霸王条款”，主要是指一些旅行社单方面制定的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等的格
式合同，其多数会夹杂在行程单和游客须知中，既严重损害了旅游者的合法权益，也与我国日趋成熟
的旅游消费市场格格不入，规定确认旅游“霸王条款”无效，对于不符合行业规范的行为起到了抑制
打击作用，如果游客在旅游过程中遇到“霸王条款”，可依据此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将旅行社起诉到
法院，更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权益。
 第七条 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
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由第三人承担责任；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
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旅游者请求其承担相应补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八条 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对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旅游项目未履行告知、警
示义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旅游者未按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要求提供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个人健康信息并履行如实告知
义务，或者不听从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告知、警示，参加不适合自身条件的旅游活动，导
致旅游过程中出现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第九条 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泄露旅游者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旅游者同意公开其个人信息，旅
游者请求其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法条解读：这是对旅游者尽到保障义务的规定，安全保障义务是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辅助服务者的首要
义务。
无论在旅游合同中是否有明确约定，旅行社和服务供应商都必须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确保旅游者在旅
游期间的人身财产安全。
在旅游服务中，首先，旅行社必须确保旅游产品和服务是安全的，旅行社安排的旅游线路适合旅游者
个体需求，否则一旦出现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事故，旅行社就可能承担赔偿责任。
其次，旅行社必须履行警示、告知和提示义务。
再次，旅行社还必须采取相关措施，预防损害的发生、防止损害的扩大。
如果侵权责任人不是旅行社，也不是旅游服务供应商，而是属于旅游合同之外的第三人，旅游者人身
财产损害应当由第三人即侵权人承担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第九条，该规定对于督促旅行社强化管理，保障消费者个人隐私权不受侵害将起到积极
的作用，因此，旅游者在办理相关旅游手续及证件时，向旅行社提交或披露必要的个人资料及信息后
，旅行社必须妥善保管上述资料及信息，因其过失甚至故意泄漏上述信息，旅行社应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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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法规导读》是旅游法规课程的参考教材，同时也可做为导游课程考试培训使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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