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行社低价竞争的原因探析 

文/罗 静 王 晋 

  我国旅游业发展迅速，旅行社在旅游业的发展中明显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现今我国旅行社业随
着企业数目的不断增加，竞争日益激烈，旅行社市场中随之出现低价竞争现象。造成此现象的原因
错综复杂，我们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究： 
  一、 市场中受综合因素影响，缺乏产品创新是低价竞争的促发因素 
  1、产品创新易被同业模仿 
旅行社开发的旅游产品一般为线路、概念、服务等的差异，可复制性较强，且不能申请专利，因此
若创新的旅游产品开发出来，一旦得到市场认可，则会在较短时间内被同行业竞争对手所仿效，不
能形成独有的核心竞争力。 
  2、创新成本因素 
  开发一项新的旅游产品往往耗费巨大，且需较长时间而开发出来的产品又极易被同业模仿，有
时并被超过，造成许多旅行社不愿创新，不愿开发旅游新产品。 
  二、旅行社经营风险大，效益不稳定等特质，致使行业内普遍追求短期利润，这是行业
低价竞争的根本原因 
  旅行社业务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客源与效益的不稳定。从供求关系分析，旅行社是中间商，具有
较强的依附性，其供给能力受制于其他旅游企业的生产能力，而旅游产品的不可储存性及不可分离
性，使得供给水平在一定时期内呈刚性，既难以增加，又无法减少。 
   从需求方面看，整个旅游市场需求波动较大，分为淡旺季，并受随机性较强的个别旅游者需
求的变化，因此旅行社总处于旅游服务供求不平衡的状态之中。这种状态使得经营风险凸显，令许
多许多旅行社经理非常注重短期利益，纷纷投入价格战争，造成短视行为。 
  三、许多旅行社企业在认知观念、服务技术上的落后是其跳出低价竞争的限制因素。 
  目前国内有许多旅行社阈于经营认知观念及服务技术上难以提高等原因，他们提供不了较高端
的旅游产品。旅行社业内现在提到高端产品，许多经理就只能联想到交通、住宿方式的高档、豪
华，而服务观念却仍停留在较低档的水平。不会体察顾客的言行思维，对消费者行为研究不够令旅
行社推出的所谓高端产品使消费者觉得不值。 
  四、 旅游消费者需求及心理因素是低价竞争的内因 
  1、我国旅游消费需求尚处于低水平阶段 
   以现有普遍的旅游市场来看，现今主流市场的需求长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我国旅游者
出游次数偏少，消费能力较低，出游动机以观光为主。我国出境市场的消费能力似乎不低，但是从
消费结构、出游次数、旅游动机等方而来衡量，旅游需求也还处于初级阶段。这种旅游市场需求的
不成熟，也对旅行社产品差别创造形成了一定制约，易造成行业低水平的价格竞争。 
  2、服务质量的难以确定、信息不对称加强了选择难度，消费者不愿意支付较高价格 
旅游产品属于服务，服务所独有的生产与消费同时性、不可感知等特点增加了消费者消费旅游产品
的不确定性。服务质量的信息不对称等也进一步加强了消费者选择的难度。对于服务质量难以得到
保证的旅游产品，消费者普遍会选择保守的做法即不愿支付较高的价格进行冒险。 
  3、旅游者对牺牲服务质量以换取价格利益的行动认可 
   旅行社产品不断降价得以继续的原因还在于潜在旅游消费者愿意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旅行社产
品。虽然目前针对旅行社服务质量的投诉增加，旅游者、行业协会、政府对提高服务质量的呼声日
趋强烈，但大部分消费者以非理性行动来选择低价旅游产品的现象仍在继续。大家众所周知，旅游
产品价格降离成本底线必然意味着服务质量的大打折扣，目前行业内争先降价策略就是针对旅游需
求低层次，旅游者普遍倚重价格定选择的现状而存在的。大部分旅游者若被市场非理性低价所诱
惑，行业就会滋生低价竞争、市场无序混乱等现象。 
  五、 对恶性低价竞争的监管乏力，制度管理缺陷是低价竞争的外因 
  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旅行社业市场机制不健全，又是在计划体制上生
成的，管理体制陈旧、落后，过度价格竞争反映的就是市场机制的扭曲及监管乏力。另外，政府管
理制度在旅行社监管部门管理范围的划分上较为模糊，因此对旅行社的监管相当困难。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旅行社采取了多种检查相结合并接受消费者投诉等管理与监督方式，但
相对于众多且散乱的旅行社企业而言，较少的人力与财力及信息通道的不畅是远远不能满足有效市
场监管需要的。另外，现今国内市场旅游质检机构严重缺乏，财政补贴的微薄，人员数量的限制使

 



得其在旅游市场的执法频率及质量都不会太高。政府对旅行社监管乏力，管理的缺陷是形成市场恶
性低价竞争的外部因素(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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