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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藉观光文化探索旅游劳动规律并揭示其法律适用方法的研究报告。
旅行社让古老的“观国之光”乡俗的“看光景”变成了一个绚丽缤纷的社会产业。
同时其究竟生产什么，其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又是什么的质疑声也在工业社会或计划经济形态下一直
伴随着旅行社的发展而不断高涨。
直到国际上“买春卖春”、“零负团费”等问题旅游经营模式的出现才将这一质问推向了白热化引发
了其法律适用方法究竟何在的犬讨论。
本著作首先立足于马克思经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选体验式旅游为样板采用通俗经济学与现代法学
的方法论分析了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旅游生产过程与不同火消费形态的旅游劳动成果通过批判服务
的社会经济形态论为旅游劳动的社会属性疏通了理论通道证实了旅游业是信息社会的产物揭示了旅游
劳动的目标是引导旅游消费遗产信息景品。
而景品作为信息业或信息社会的财富体现形式它的价值已经超越了商品的般价值属性是旅游劳动为其
构建了消费价值的属性。
因此，旅游劳动应该像景品那样具有体验信息消费价值的属性由此推测其法律运用方法应该是权益与
义务、接下来通过对国内外文献、判例、案例的考察证实了这点并且为利用遗产信息创造社会财富的
旅游经营能利提出了权益适用的主张。
至此为解明上述质疑本著作继《中国旅游法学导论》又完成了一项化消费景品论为法学方法化信息能
利论为权益文明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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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旅行社经营旅游服务，目的是赢利。
所以，直接切入价格结构必然是展现问题的捷径。
从这些旅游的主要劳动价值走偏的体现环节上来看，团费是阐明价值结构的关键性概念，对它的曲解
则意味着价值观的走偏。
这种走偏是否与上述集中在方法上的焦点有关，值得探讨。
§1旅游产品价格的一般结构既然称案例2是以消费为目标的旅游产品，那么，依据商行为论，这种消
费品自然是旅行社承包旅游消费服务行为的劳动结果。
其价格应由购进成本加上旅行社自己的加工成本和利润构成。
其中，为组合旅游产品，旅行社用于购买进项旅游服务产品费用之和，被称为旅行社购进成本。
对于地接社而言，它的购进成本包括旅游消费地的车费、住宿费、餐饮费、景点门票费、导游服务费
等。
在此基础上加上加工成本、利润和税收后，就构成旅游线路地接团报价。
而组团社的购进成本包括旅游产品的地接报价格、往来目的地的交通费、全陪服务费，在此基础上加
上加工成本、利润和税收后，就构成旅游线路的组团报价，该报价即为旅游者交纳的团费，也是旅游
产品的价格。
这就是产品形成的一般经济规律（以下简称“产品形成规律”）。
案例2是脱离这一承包服务经济规律的劳动行为，其成果则应属非旅游产品。
§2案例l的团费结构与承包商行为的表现形式案例1的团费最终价格是4700元。
这个价格是经过山口旅游局确认后，报给旅行社的价格。
其中包括：往返国际船票（包餐）900元、前三天空调巴士（包车）700元、所列用餐（当地现付）800
元、所列景点门票210元、日本境内三星级酒店或商务旅馆住宿、团队签证费用、专业日语领队及旅行
社劳务成本费、旅游意外保险、当地司机小费等。
这样的团费，对中日双方的旅行社来说赢利有限，因为经过现地消费核实，团费在5000元左右较合适
，而最终以4700元的价格成交。
这是依据消费成本核算出的结果。
其计项结构，没有自费项目和追加项目等。
按照《合同法》的规范，这种表现形式，属于委托、承包行为的正常交易关系。
日本境内不安排当地导游。
日方旅行社，接受了华青国旅预订住房与用车的委托，为本次旅游提供了订房、订车的代理服务。
所以，我们说这次旅游的生产是由青岛华青国旅承包完成的，比较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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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完成这部探讨旅游活动基本规律和劳动本质的著作后，我已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沟沟坎坎走过
了30年旅游研究的生涯。
今天，在完成下关大学——青岛大学《日中旅游人流》共同研究项目的课题考察后，才在科学的轨迹
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报告。
如今，在中国旅游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问世了。
众所周知，学科没有研究对象就会使学科的方法论失去客体，而无法构成学科体系。
化学是这样，经济学也是这样，旅游学科的诞生最终也不会例外。
不同的是化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诞生于近代工业社会，而旅游学却诞生于现代信息社会。
所以，当化学、经济学等传统学科在步人信息社会，追求现代化研究新领域的时候，旅游学科才在旅
游业所处的新兴信息领域，开始澄清自身的研究对象。
而该学科及其不可缺失的方法论，必将随着研究对象的诞生而诞生。
对于旅游学科的研究对象，常有人说，旅游服务或景观等就是旅游学科的研究对象，甚至用旅游研究
的范畴取代其对象。
然而，根据社会学研究的准则，旅游服务或景观乃至范畴中的某一内容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充其量
只能作为考察的对象。
如果研究对象仅限于此类现象，那么，研究的意义完全可以被考察取代，学科也会因此失去存在的意
义。
而通过30多年的海内外考察，获得的各种社会形态下、不同旅游生产水平的信息和身临其境的体验，
给了我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在信息社会，旅游科学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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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劳动及其权益适用》：旅游能利，能在信息，利在景品，它们让您丰厚的劳动报酬来路光明磊
落；权益的内涵是信息能利，它的公平机制让重新整合世界财富的旅游劳动有了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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