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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花5980元购买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三晚海景房，到店却无法入住；旅行社发现“爆单”后，连

夜退赔，杭州市旅游执法部门已收到56起相关投诉⋯⋯

本报记者继续追踪调查后获悉，浙江立喜国际旅业集团旗下征途公司及浙江、江苏等其他4家分销

商，已经为此产品预支和垫付超过2000万元。“立喜”负责人鲍立7月15日赶赴云南处理此事并在当地

报警。

而在云南当地，“一部手机游云南”投诉平台上也接到当地游客的类似投诉。目前，云南省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部门及当地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

经有关部门初步核查，涉事单位为大理茶花国际旅行社昆明分公司，截至本端记者发稿前，昆明市

公安局经侦大队及云南省旅游监察总队已介入，目前正在调查取证当中。昨天（7 月 20 日），大理市旅

游综合执法稽查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该事件的后续发展已远超合同履行范畴，具体调查结果要等

昆明警方的官方公布。

这款特价产品操作有多处违规，三亚·亚特兰蒂斯已经报警

江浙5家代理商损失超2000万
浙滇执法部门已介入

旅客向代理商索赔

▲大理茶花的公告▲大理茶花的公告

这款产品源自朋友圈
操作中多处有违规

这款产品大约今年四月开始出现在朋友圈，

产品涉及的酒店，除了三亚·亚特兰蒂斯还有三

亚艾迪逊等酒店。

温州市民任小姐告诉记者，“最开始的时候，

宣传海报出现在各个小区的业主群和妈妈群，基

本靠口碑相传的模式进行宣传和销售。没有合

同，没有发票，不走公账，直接以现金的方式转给

组织者。四五六这三个月，身边有很多人去了。”

李娅当时看到鲍立的朋友圈宣传，其实也对

这套产品产生过疑虑。不过在鲍立公司的办公

室里，她确确实实看到了 1000 余套产品的销售

数据与相应的核销订单。

鲍立回忆，他们介入已经是 6 月上旬。当时

经过同行介绍，发现这个性价比高的产品后主动

和产品供应商联系。鲍立说，供应商为大理茶花

国际旅行社昆明分社。由于“大理茶花”为一家

五星级旅行社，资质非常老，业内有口碑；同时 4

月和 5 月，“亚特兰蒂斯”及其所属的复星集团也

通过官方平台推出过 3788 元的特惠套餐，含两

晚住宿+2 张全国机票（部分城市）。所以当时对

于这个价格放松了警惕。

本报记者发现，不管是任小姐看到的朋友圈

海报，还是鲍立、李娅他们接触到的产品宣传信

息，上面均没有任何供应商的联系方式。仅有的一

个二维码扫码后，记者看到显示为“此产品已作废”。

杭州某旅行社负责人表示，“除了价格特别

低，这个产品还有很多违规操作。比如预约周期

长，最快购买之日起 15 天后才能生效；即使预约

成功，客人的航班及入住信息，最快出发前三天

才可以查询；如果由于个人原因不能正常前往，

只能退还80%的费用。”

三亚·亚特兰蒂斯已报警
为抵店无预定旅客准备临时休息点

本报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三亚·亚特兰蒂斯

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还原了这些天酒店发生

的情况：

6 月 25 日，三亚·亚特兰蒂斯预订部及媒体

监测发现市场上出现涉事产品的广告宣传，度假

区对打电话前来咨询的客人，明确表示该产品不

是亚特兰蒂斯官方产品。筛查旅

行社后度假区发现这个产品来源

自大理茶花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昆明分公司（下称：大理茶花旅行

社）。6 月 25 日当晚，度假区发警

告书至大理茶花旅行社，并要求

下架此产品。

6 月 28 日，度假区通过与个

别旅行社沟通，督促旅行社立即下架产品，强调

如对度假区名誉造成影响，将依法追求其法律责

任。同日，度假区的销售部通过邮件对所有合作

伙伴发出通告，告知该产品非官方，并提示低价

产品可能存在风险，必须谨慎购买。

7月初，陆续有客人反馈，通过旅行社订了房

但抵达度假区后无法入住，每天的数量（无法入

住）在 5-10 间左右。7 月 9 日，度假区收到大理

茶花旅行社7月11日109间客房预订单，但当时

度假区已经满房，根本无法满足这个订单需求。

7 月 11 日-7 月 14 日，客人抵达后无预订以

及旅行社实际预订间夜与客人付费的间夜数不

符的情况陆续增多。

目前度假区正在积极配合警方、政府相关部

门调查此事。同时，为抵店但无预订的客人准备

了临时休息点。

该负责人还表示：大理茶花旅行社往往只提

前一两天发送订单，而每次却要求上百间甚至更

多房间。进入 7 月，度假区接待量持续走高，根

本无法满足如此大的临时订房需求。

杭州、昆明执法部门介入
该事件已远超合同履行范畴

据昆明《都市时报》报道，昆明当地部分市民

游客和“大理茶花”昆明分社签订合同后，向旅行

社员工牛某支付了钱款。目前旅行社认定合同

为虚假，钱款也是转入了私人账户。

本报记者从大理市旅游综合执法稽查大队

负责人处证实，“大理茶花”的确于7月19日发了

“告知书”，表明销售该产品是旅游行业人员牛莎

莎等人的个人行为。同时该负责人表示，目前事

件的后续发展已远超合同履行范畴，具体调查结

果要等昆明警方官方公布。

截至 7 月 16 日 18 时，杭州市文化市场综合

行政执法队收到游客关于该产品的投诉共计 56

件，涉及杭州各城区 11 家旅行社。上周末，杭州

部分旅行社已经向杭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队进行了情况说明，汇报了套餐出售数量、总

金额及各社的退赔款工作。执法队要求各社尽

快处理投诉问题。

杭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相关负责

人表示，杭州出发的最后一批客人已于昨天（7月

20日）回来。“接下来旅行社将参照包价旅游产品

的相关赔偿标准对未能出行的游客进行退款赔

偿，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无论是

单订房产品还是常规包价产品，一定要签订正规

的合同以及委托协议，进行违约责任的明确，任

何费用全部要进公账。”

旅游业法律专家、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傅

林放表示，该事件中，大部分游客是和旅行社签

订了委托代订合同，但也有个别没有合同。游客

目前遇到的问题一般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抵

达后无法入住，分销商协助解决住宿和餐饮问

题，皆大欢喜。2、未能出行的游客，旅行社应当

根据合同约定的标准承担违约责任，包括退还已

经支付的费用，赔偿损失。如果实际损失超过合

同约定标准，应当以实际损失为标准进行赔偿，

这里的实际损失以旅行社能够预见为限。3、由

于旅行社提前告知了游客酒店取消的情况，作为

守约方，游客应该根据《合同法》的规定，积极采

取措施减少损失，如及时退订餐饮、游览项目等，

在采取措施之后仍存在的损失，应当由旅行社承

担。未积极采取措施而扩大的损失，由游客自行

承担。作为零售方的旅行社向游客承担了违约

赔偿责任之后，可以根据合同约定，向法律关系

链条的上一家企业追究违约赔偿责任，这将可能

是一连串的诉讼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