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市场明确失信主体认定方式 

 

为规范和加强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从

业人员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文化和旅游市场秩序，11 月 15 日，

文化和旅游部于官网正式公开《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规定》(以

下简称《管理规定》)，不仅明确了严重失信主体、轻微失信主体的

认定方式，也进一步确立了管理措施。 

据《管理规定》显示，文化和旅游部信用管理部门负责指导协调

和监督管理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

工作，并鼓励行业协会商会、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金融机构、新闻

媒体等各类单位和个人依法参与信用管理。《管理规定》将自 2022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在文化市场方面，《管理规定》指出，所适用的主体和从业人员

涉及营业性演出、娱乐场所、艺术品、互联网上网服务、网络文化、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等经营活动的相关领域。以上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

若出现五类情形，包括因欺骗、故意隐匿、伪造、变造材料等不正当

手段取得许可证、批准文件的，或者伪造、变造许可证、批准文件的；

提供含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禁止的内容，造成严重后果的；受到

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吊销许可证行政处罚的；擅自从事营业性演出、

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等文化市场经营活动，特别是造成重大事

故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其他应当认定为严重失信主体的情形，应当

将其认定为严重失信主体。 

与此同时，文化市场不同细分行业的严重失信主体还会面临各自

的管理措施，如因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而被认定为严重失信主

体的，其投资人和负责人终身不得投资开办娱乐场所或者担任娱乐场

所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因营业性演出含有禁止内容被吊销营业性

演出许可证而被认定为严重失信主体的，不得再次从事营业性演出或

者营业性演出的居间、代理、行纪活动等。 



不仅仅是文化市场，针对旅游市场，《管理规定》也给出了具体

信用管理措施。《管理规定》指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严重损害旅

游者合法权益，但尚不符合严重失信主体认定情形的；在旅游经营活

动中存在安全隐患，未在指定期限内整改完毕的被认定为轻微失信主

体。不过当 12 个月内第 3 次认定为轻微失信主体的，应当认定为严

重失信主体。 

就具体管理措施而言，因被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而被认定

为严重失信主体的旅行社，其主要负责人 5 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旅行社

的主要负责人。因被吊销导游证或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而被认定为

严重失信主体的导游、领队及有关管理人员，自处罚之日起 3 年内不

得重新申请导游证或者从事旅行社业务。此外，旅行社因侵犯旅游者

合法权益受到罚款以上行政处罚而被认定为严重失信主体的，自处罚

之日起 2年内不得申请出境旅游业务。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谷慧敏表示，从行政管理

的层面来讲，文旅部通过行政手段来对旅行社进行失信惩戒，增加了

旅行社的失信成本。 

“信用体系的建立是目前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事

实上，不光是文旅系统，全国其他的各行各业也都在建立信用体系，

包括消费者信用体系的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该管理规定专门针对文

旅行业进行了规定，有助于把我国文旅行业的信用体系建立起来，起

到比较大的推动作用，增强市场信心、规范市场的诚信行为。”谷慧

敏谈道。 

不言而喻，随着近年来文化和旅游加快融合，优势作用正逐步显

现，并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

演出行业分析师黎新宇看来，在演出领域，文化和旅游通过资源协调

统筹，现已激发出更大的活力，但也存在违规行为导致市场乱象，侵

害消费者及其他从业者的权益，而通过加强对市场主体的信用管理，

则能进一步治理问题营造良性发展环境。 



针对旅行社方面，谷慧敏还表示，因为旅行社是一个轻资产的行

业，如果没有行政手段，那么其失信的成本很低，所以更多的失信主

体还是旅行社。因此，该管理规定的出台会对旅行社起到一定的约束

作用。 

“下一步，文旅部也应该对经营的市场主体‘一视同仁’，把原

来没纳入监管范围的文旅市场主体一并纳入监管范围。从行业管理的

角度来说，不能只监管行业中一部分‘听话’的企业，也需要对‘打

擦边球’的企业进行监管。在该管理规定推出之后，把像自媒体旅行

社、非星级住宿企业、未参加民宿评定的民宿企业都纳入到监管的

范围，确保市场的公平性。”谷慧敏还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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