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标准 

（GB/T26358-2010） 

  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 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旅游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旅游局规划发展与财务司、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大

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

区。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文学、杨锐、范立义、宋晓波、朱至珍、张树民、

邬东璠。 

  

  引 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旅游市场的细分，度假旅游已成为当前旅游业发展的一

个重要趋势。本标准旨在制定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的依据，以利于引导旅游度

假区加强管理，提高服务质量，促进旅游度假区依法经营，维护旅游者的合法

权益，促进我国度假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 

  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的依据和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中国境内各种类型的旅游度假区。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

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

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2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T 14308 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T 16767 游乐园（场）安全和服务质量 

  GB/T 17695 印刷品用公共信息图形标志 

  GB/T 18920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 18921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B/T 18971 旅游规划通则 

  GB/T 18973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旅游度假区 resort 

  具有良好的资源与环境条件，能够满足游客休憩、康体、运动、益智、娱

乐等休闲需求的，相对完整的度假设施聚集区。 

  3.2 旅游度假区的环境 environment of the resort 

  旅游度假区整体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3.3 旅游度假区的资源 resource of the resort 

  能够提供游客主体休闲度假产品的关键吸引物，包括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

2大类。 

  注：自然资源包括海洋、内湖、山地、滑雪地、森林、温泉、草原等 7小

类；人文资源包括乡村田园、传统聚落、主题运动（指人工环境下的主题运

动，如高尔夫等）、主题娱乐（如赛马、影视城、主题乐园等）、人文活动

（指以人为媒介的传统习俗、非物质遗产等）等 5小类。 



 

  3.4 非星级住宿接待设施 non-rating accommodation 

  未经 GB/T 14308星级评定但具有一定接待能力和特色的宾馆、酒店等住宿

接待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家庭旅馆、度假村、托管公寓、单栋度假单元、汽车

旅馆、自助宾馆、青年旅馆、帐篷营地、拖车营地等类型。 

  3.5 生态停车场 ecological parking lot 

  种植树阵并采用可渗透地表铺装材料，与周边自然人文景观协调的停车

场。 

  4等级划分和依据 

  4.1等级划分 

  旅游度假区划分为 2个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省级旅

游度假区。 

  4.2等级划分的依据 

  等级的划分以本标准的第 5章、第 6章为依据，包括基本条件和一般条件

2类。基本条件规定了旅游度假区的门槛条件。 

  5等级划分的基本条件 

  5.1 应具备不少于 1项的资源条件，且无多发性不可规避自然灾害。 

  5.2 应具有明确的空间边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面积应不小于 8km2；省级

旅游度假区面积应不小于 5 km2。 

  5.3 应具有统一有效的管理机构。 

  5.4 应制定有统一的总体规划。 

  5.5 以接待过夜游客为主，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过夜游客平均停留天数应不

低于 2.5天，省级旅游度假区过夜游客平均停留天数应不低于 2天。 

  5.6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住宿接待设施总床位数应不小于 2000张，省级旅游

度假区住宿接待设施总床位数应不小于 1000 张。 

  5.7 旅游度假区内用于出售的房地产项目总建筑面积与旅游接待设施总建

筑面积的比例应不大于 1：2。 

  5.8 环境质量达到相应国家标准，其中空气质量应达到 GB 3095的二级标

准，噪声质量应达到 GB 3096的 1类标准，地表水质量应达到 GB 3838的 III

类标准，土壤质量应达到 GB 15618的 II类标准。 

  5.9 各种设施的卫生与安全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 



 

  6等级划分的一般条件 

  6.1资源 

  6.1.1 应具有优质的、可供度假利用的自然人文资源。 

  6.1.2 度假资源宜具有较高的旅游承载力和一定的独特性。 

  6.1.3 应在不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对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形

成品牌性的度假产品。 

  6.2区位 

  6.2.1 旅游度假区所在区域宜具有较强的度假氛围，市场吸引力强。 

  6.2.2 宜具有便捷的交通条件和良好的可达性，交通方式宜多样化。 

  6.2.3 宜与相近的交通枢纽（机场、港口、车站）或高速公路有便捷的联

系。 

  6.2.4 宜与相近旅游区（点）具有良好联通性。 

  6.3市场 

  6.3.1 以接待过夜游客为主，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年过夜游客的人天数指标

与年游客总人数的比例不宜低于 50％；省级旅游度假区年过夜游客的人天数指

标与年游客总人数的比例不宜低于 40%。 

  6.3.2 在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过夜游客中，省外游客人数的比例不宜低于

50%。 

  6.3.3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年境外游客人数不宜低于年游客总人数的 3%。 

  6.3.4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年游客规模不宜低于 50万人天；省级旅游度假区

年游客规模不宜低于 25万人天。 

  6.3.5 宜具有竞争力强且特色鲜明的市场品牌及形象，包括有影响力的品

牌、独特的产品形象、良好的质量形象和文明的员工形象等。 

  6.3.6 宜具有较强市场吸引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宜在国家范围内具有高

知名度，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省级旅游度假区宜在省内具有高知名度，

并具有一定的国内影响力。 

  6.3.7 宜具有较高游客综合满意度和市场美誉度。 

  6.4空间环境 

  6.4.1自然环境 

  6.4.1.1 宜具有每年不低于 3个月的适宜度假的气候。 



 

  6.4.1.2 宜具有优美的自然风光。 

  6.4.1.3 宜具有较高的空气质量、较好的地表水及土壤环境。 

  6.4.2规划和实施 

  6.4.2.1 空间边界标识宜清晰可辨。 

  6.4.2.2 规划建设应符合国家批准的区域规划或城市总体规划，应制定有

相应级别的人民政府或管理部门批准的旅游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6.4.2.3 规划应选址适当，结构清晰，功能布局合理，主题鲜明，特色突

出。 

  6.4.2.4 规划中宜测算环境容量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对于潜在的自然灾

害应提供行之有效的防灾避险规划。 

  6.4.2.5 规划中宜对建筑基地的诸项指标，如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

等提出合理的控制要求，既能够与环境相融合，又能够体现集约用地的思想。 

  6.4.2.6 规划应得以有效实施。 

  6.4.2.7 建筑应布局合理，不宜破坏原有环境的地形地貌及生态系统。 

  6.4.2.8 建筑、牌示等人工设施的尺度、材质、造型、色彩等宜与所在地

域的自然和文化环境相协调。 

  6.4.2.9 绿地系统应结构合理，宜采用乡土植物，具乡土特色且生态效益

高。 

  6.4.2.10 建筑室内环境和建筑周边景观宜采用人性化设计，整体舒适度较

高。 

  6.5设施与服务 

  6.5.1休闲活动 

  6.5.1.1 应提供质量高、类型丰富的户外及室内休闲活动设施和服务，环

境舒适，户外与室内设施宜互为补充，满足四季、昼夜及不同人群的多方面休

闲需求，总体规模宜与需求相匹配。 

  6.5.1.2 户外休闲度假设施的类型宜达到 4类以上，且设施日容量宜达到

旅游度假区日游客容量的 1/2以上。（户外休闲度假设施的种类参见附录 A中

的表 A.2。） 

  6.5.1.3 休闲活动设施及产品的设置应与资源密切结合，充分发挥资源优

势，并宜与周边区域的旅游资源相衔接。 



 

  6.5.1.4 宜定期或非定期组织无固定设施的休闲活动，丰富游客的度假生

活。 

  6.5.1.5 各种活动设施均宜配备具有专业技能的救援及教练人员，人数及

支持语种能满足游客需要。 

  6.5.1.6 服务人员应具备良好素质和形象，服务热情周到。 

  6.5.2住宿接待 

  6.5.2.1 住宿设施应具有较高舒适度，隔音良好，设计应符合度假行为需

求。 

  6.5.2.2 主体及其附属设施齐备，各种类型的住宿接待设施级配合理，达

到 GB/T 14308三星级（含）以上标准的住宿接待设施宜占住宿接待设施总量的

50%以上，并宜具有一定数量的富有特色的非星级住宿接待设施，满足不同度假

市场的需求。 

  6.5.2.3 住宿设施应结合资源特征，突出地方特色。 

  6.5.2.4 住宿服务应热情周到，服务人员应训练有素，着装和服务方式宜

具有地方特色。 

  6.5.3餐饮 

  6.5.3.1 餐饮设施的布局合理，可达性好，舒适性好，总体规模应与旅游

度假区接待能力相匹配。 

  6.5.3.2 菜系品种多样，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宜提供多种国内外主

要菜系，满足游客的民族及口味需求。 

  6.5.3.3 宜提供富于地方特色、品质优良的个性化菜品菜系。 

  6.5.3.4 餐饮档次设置宜满足不同消费水平的市场需求。 

  6.5.3.5 服务应热情周到，服饰及服务方式宜富于地方特色。 

  6.5.3.6 区内宜提供 7d×24h餐饮服务，满足游客需求。 

  6.5.4旅游购物 

  6.5.4.1 购物设施的种类、数量及分布应与接待能力相匹配，应能够满足

游客的旅游购物和日常购物需求。 

  6.5.4.2 购物设施宜具有较高便利度，购物环境舒适。 

  6.5.4.3 旅游商品应富于地方特色，且商品宜种类丰富、档次多样。 

  6.5.4.4 购物场所应管理规范，秩序良好，无围追兜售现象。 



 

  6.5.4.5 服务应主动热情，宜富于地方特色。 

  6.5.5区内交通 

  6.5.5.1 区内交通设施应便捷完善。 

  6.5.5.2 交通安全标志标线应符合 GB 5768的要求。 

  6.5.5.3 停车场应选址合理，规模适中，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宜采用生

态停车场设计，其容量宜满足游客接待需求。 

  6.5.5.4 交通组织与停车管理应秩序井然。 

  6.5.5.5 区内道路及公共交通网络应布局合理，建筑集中区内宜设置专用

自行车道路和步行道路系统。 

  6.5.5.6 区内宜提供便利的公共交通，并宜为游客自助出行提供多种条

件。 

  6.5.6其他配套设施与服务 

  6.5.6.1 宜提供托儿等服务，并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6.5.6.2 宜提供多国语言支持，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宜支持 2种以上常用外

语，省级旅游度假区宜支持 1种以上常用外语。 

  6.5.6.3 宜为老年人、儿童、残障人等特殊人群提供相应的度假设施及服

务，配备旅游工具、食品，提供其他相关服务。 

  6.5.6.4 宜配备康体、健身、膳食、游览等专业辅导人员，人数及支持语

种能满足游客需求。 

  6.5.6.5 宜建设专门的旅游度假区网站及电话咨询台，提供全面的信息服

务及预约预定服务。 

  6.5.6.6 宜设置至少 1处综合服务中心和若干服务点，可与其它设施（如

住宿接待设施和餐饮购物设施等）结合设置，数量与布局宜与接待能力相匹

配。服务中心宜提供与度假相关的咨询辅导、预约预定、展示、医疗等综合性

服务职能，服务点宜至少提供咨询服务。服务中心与服务点之间宜具有统一的

服务信息平台。 

  6.5.6.7 应尽量采用节能减排手段，宜采用清洁能源，游船不宜采用柴油

等可能污染水域的燃料。 

  6.5.6.8 宜提供充足供水，能够满足度假产品需求。生活饮用水的水质应

符合 GB 5749的要求。 



 

  6.5.6.9 宜实行雨污分流，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完备，具有与接待规模相

适宜的处理能力。宜建设污水处理系统，污水排放应符合 GB 8978的要求；宜

建设中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水质应符合 GB／T 18920和 GB／T 18921的要求。 

  6.5.6.10 宜提供充足供电，重要设施宜采用双回路供电，保证供电不间

断。 

  6.5.6.11 通讯设施与接待规模宜相匹配，国际、国内直拨电话和互联网服

务方便畅通。在出入口及游人集中场所宜设置具备国际、国内直拨功能的公用

电话。公用电话亭宜与周边环境相协调，标志美观醒目。手提电话宜具有较高

信号质量。 

  6.5.6.12 应具有防灾救灾、急救医疗、卫生、公安等配套设施，宜提供

7d×24h医疗服务，并具有处理和诊治一般性伤病人员及处理和转移突发性伤

病人员的能力。 

  6.5.6.13 邮政、银行、商务中心等商务设施应能够满足需求。 

  6.5.6.14 公共厕所的数量应与接待能力相匹配，布局合理。全部厕所设施

设备应达到 GB/T 18973规定的三星级以上标准，外观及内部装饰宜富于特色，

有文化气息。 

  6.5.6.15 应具有完善的标识引导系统，标识位置合理，内容清晰，造型宜

富有地方特色，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置应符合 GB/T 

10001.1和 GB/T 10001.2的要求。 

  6.5.6.16 公众信息资料宜内容丰富，类型齐全，文字流畅，制作精美，适

时更新，并宜提供丰富的免费资料。印刷品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 GB/T 

17695的要求。 

  6.6管理 

  6.6.1资源与环境保护 

  6.6.1.1 对自然与文化资源应采取保护性利用方式，措施科学先进，并应

设相应的监测机制，能有效预防自然破坏和人为的开发性破坏，保持自然和文

化资源的最佳状态。 

  6.6.1.2 区内各项设施设备应符合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要求，应无环境污

染或其他公害，对旅游资源和气氛无损害。 

  6.6.1.3 应具有完善的环境保护、监测手段及机制。 

  6.6.1.4 应具有整洁的室内外环境，垃圾清扫及时，日产日清。 

  6.6.2游客管理 



 

  6.6.2.1 应具有科学的游客管理体系，游客量不超出环境承载力。游客容

量的测算按照 GB/T 18971。 

  6.6.2.2 应建立完善的游客统计系统，并应建立游客调查机制，宜提供网

络、电话回访、现场问卷等多种游客评价渠道。 

  6.6.3社区协调 

  6.6.3.1 宜为当地社区提供适当的公共服务，并宜提供相当数量的就业机

会。 

  6.6.3.2 从资源保护、规划建设到开发经营，均宜与社区居民建立畅通的

沟通渠道，全面听取社区群众意见，定期宣传解释旅游度假区发展的规划设想

与行为规范，建立良好的社区发展环境。 

  6.6.4组织经营 

  6.6.4.1 管理机构应在规划与社区管理等方面与相关政府建立有畅通的协

调渠道。 

  6.6.4.2 应具有健全的管理体制和有效的经营机制。旅游质量、旅游安

全、旅游统计等各项经营管理制度应健全，贯彻措施得力，定期监督检查，有

完整的书面记录和总结，有完善的档案制度。投诉制度应健全，人员落实、设

备专用，投诉处理及时、妥善。 

  6.6.4.3 管理网络宜信息化。 

  6.6.4.4 应具有多种宣传渠道，符合现代营销的要求。 

  6.6.4.5 管理机构应健全，管理人员应配备合理。宜具备明确的培训机构

和制度，人员、经费落实，业务培训全面，效果良好，上岗人员培训合格率应

达 100%。 

  6.6.5安全管理 

  6.6.5.1 各项安全保卫制度应完整有效，各经营场所治安应状况良好，认

真执行相关部门颁布的安全法规。 

  6.6.5.2 各类设施设备应运行正常，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应设置合

理，无安全隐患。 

  6.6.5.3 消防、防盗、救护设备应齐全，完好有效。 

  6.6.5.4 危险地段应标志明显，防护设施应齐备有效，特殊地段应设专人

看守。 

  6.6.5.5 如设有游乐园，其安全和服务应符合 GB/T 16767的要求。 



 

  6.6.5.6 应具有紧急救援机制，应提供 7d×24h安全救助。应具有突发事

件处理预案和灾害预警机制，应急处理能力强。 

   

附录 A 室内、户外休闲活动设施类型 

  （资料性附录）   

  A.1 室内休闲活动设施可包括（但不限于）表 A.1所示类型。 

  表 A.1 室内休闲活动设施类型统计表 

序号 大类 小类 

1 歌舞休闲类 夜总会类、歌舞观赏类、卡拉 OK 类 

2 文化休闲类 博物展陈类、图书类（如阅览室、书店等）、手工艺制作类、影

剧音乐类、茶酒吧类 

3 疗养康体类 温泉类、SPA 类、按摩康体类、疗养类（如中药保健等） 

4 游戏休闲类 棋牌类、游艺类、互联网类 

5 运动健身类 游泳嬉水类、保龄球类、网羽乒球类、篮排球类、台球类、壁球

类、攀岩类、射击类（包括射击、射箭、飞镖等）、冰嬉类 

  A.2 户外休闲活动设施可包括（但不限于）表 A.2所示类型。 

表 A.2  户外休闲活动设施类型统计表  

序号 大类 小类 

1 休闲放松类 温泉类、垂钓类、农业参与类 

2 主题游戏类 主题游乐园、军事游戏类、探险游戏类、狩猎游戏类 

3 运动健身类 游泳嬉水类、船艇运动类、潜水类、滑水类、漂流类、高尔夫

球类、棒垒球类、手足篮排球类、网球类、门球类、登山攀岩

类、骑行类（如骑马、山地车等）、冰嬉类、滑雪类、嬉雪

类、旱冰类、跳伞滑翔类、走跑类（需设有步行慢跑专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