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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裴秋菊

近年来，度假旅游发展态势良好。继 1992

年国务院批准建立 12个国家旅游度假区后，2015

年国家旅游主管部门进一步推动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的发展。2019 年 12 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办法》。《办法》的制定出

台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旅

游度假区相关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旅

游度假区高质量发展、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必

然要求。

在旅游产品转型升级过程中，旅游度假区通

过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挖掘产业动能，将旅游业的

高质量发展落到实处，最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旅游度假区的发展着眼于提

高服务和管理质量，持续提升建设发展水平和品

牌影响力，在此发展过程中进一步促进目的地文

化资源的梳理与文化主题的提炼。在旅游度假区

发展中完善旅游产业链和促进旅游产品的多样化

供给，进一步推动了博物馆旅游、旅游演艺、休闲街

区、创意园区等文旅融合产品的丰富和发展，在旅

游度假区建设中提升品牌辨识度和游客满意度，进

一步推动企业和地方文化要素的展示和传播。

《办法》在内容方面的变化主要突出在以下4点：

第一，不设创建环节，第三方评价凸显。在

评定程序上按照“材料审核—基础评价—现场检

查—审议—公示—公告”的程序组织评定，不再

设创建环节，也没有基础评价小组提出建设提升

方案。《办法》在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申报条件和

投诉整改情形中设计了游客满意度、游客投诉

率、有效处理等第三方评价。《办法》规定，申报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除了符合国家标准《旅游度假

区等级划分》（GB/T26358）及相关细则要求，还

需要具备游客综合满意度较高的必备条件。突

出第三方评价，有利于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走

上健康有序的轨道。

第二，边界意识强化。《办法》中多处提及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需要边界明确。首先，《办法》第

二条特别提及明确的空间边界，指出所称旅游度

假区是指为旅游者提供度假休闲服务、有明确的

空间边界和独立管理机构的区域。其次，申报认

定书中也强调包含管理机构、空间范围、面积、总

览图等基本信息。最后，《办法》第十一条特别明

确，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变更名称、管理机构或者

调整空间边界的，应当自变更或者调整之日起 2

个月内，经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报文化和旅

游部备案。

第三，动态管理，有进有出。《办法》明确规

定，文化和旅游部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

制，采取重点复核与随机抽查相结合、明查与暗

访相结合，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社会调查、

游客意见反馈等方式，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进行

管理和复核。原则上每 3 年进行 1 次全面复核。

在管理、公共信息服务、游客投诉、安全责任等方

面有问题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根据程序予以通

报批评或者取消等级的处理。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受到通报批评处理的，应当及时、认真进行整

改，整改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1 年。整改期限届满

后，经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报文化和旅游部

检查验收。通过检查验收的，下达整改合格通

知；未通过检查验收的，文化和旅游部给予取消

等级处理。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受到取消等级处

理的，自取消等级之日起 3 年内不得申报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

第四，品牌辨识度提升。一方面，推出了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标牌体系。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等级标识、标牌样式由文化和旅游部统一设

计。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可以根据文化和旅游部

统一设计的等级标识、标牌样式，自行制作简洁

醒目、庄重大方、具有自身特点的等级标牌。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应当将等级标牌置于度假区内

醒目位置，并在宣传推广中正确使用其等级标

识、标牌。未被认定或者被取消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等级的，不得使用相关称谓和等级标识、标

牌。另一方面，在申报条件和申报材料中也提及

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等内容要求。

（本报记者王学思、程佳、杜洁芳采访整理）

休闲文化和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新抓手
——专家解读《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办法》

编者的话：当前，我国旅游业正由单一观光型向观光和度假休闲并重的复合型转变。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管理办法》。《办法》共 21条，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质量”，通过规范认定和管理，促进旅游度假区不断丰富度

假休闲产品供给，提高服务和管理质量，持续提升建设发展水平和品牌影响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度假休闲

需求。本报特邀请业内专家对《办法》进行解读，以飨读者。

社会认识休闲文化、
认知旅游度假区的重要标杆

中国文化产业协会秘书长 金 鹏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及带薪休假制度的出

台，文化旅游热度越来越高，休闲旅游逐渐成为人们旅游消费的新亮点和新时尚。

在大众休闲时代，遍览山水、体验文化、欣赏民俗成为游客旅游消费需求的重要指

向。然而，在休闲文化发展方面，目前国内还缺少相应的标准与规范，很多休闲度假区

的基础设施相对滞后、产品结构相对单一、品牌推介缺少连续性，影响了游客对休闲度

假目的地的选择。

因此，出台《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办法》，既是对行政部门依法依规开展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认定管理的规范，又是全社会认识休闲文化、认知旅游度假区的重要标

识。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发展，将构筑我国休闲文化产业金字塔的上层，成为今后地

方发展休闲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抓手。

《办法》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定义、申报程序、动态管理和发展方向进行了明确

界定。多年来，我国旅游需求持续旺盛，4A 级、5A 级景区成为人们旅游的热门目的

地。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需求的不断提升，休闲度假游逐渐成为旅游消费的重

点。旅游度假区不同于景区，是旅游消费的综合区域，服务业态多样，能够满足代际旅

游消费和个人休闲度假的需求。

《办法》规定，在申报条件上，除需满足“符合国家标准《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GB/

T26358）及相关细则要求”外，还从游客角度出发要求具备“旅游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健

全”“游客综合满意度较高”“在全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等条件，符合游

客对休闲度假的产品需求，是重视游客体验的重要体现。

作为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重要方面，文化和旅游一直以来都在互相支

撑中互相促进，在深度融合中发展。自 2018年 4月文化和旅游部组建以来，按照中央的

要求和部署，统筹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明确了“宜融则融，能融

尽融”“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工作思路，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举措。各地文

化建设和旅游融合发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逐渐清晰，文

化和旅游业进入融合发展的新时代。

当前，我国旅游业正由单一观光型向观光和度假休闲并重的复合型转变。推动旅

游度假区发展，对优化旅游产品结构、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和旅

游部组建以来，着力把引领旅游度假区发展作为扩大旅游新供给的重要方向。2019 年

“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 4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全国旅游度假产品发

展已形成以 30家国家级度假区为引领、453家省级度假区为支撑的发展新格局。

以 2019 年 5 月公布的最新一批 4 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例，四川成都天府青城康

养休闲旅游度假区、广西桂林阳朔遇龙河旅游度假区、云南玉溪抚仙湖旅游度假区、广

东河源巴伐利亚庄园，各自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包括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丰厚

的人文历史等，成为吸引游客纷至沓来的重要文旅资源，也是这些旅游度假区提高知

名度的重要抓手。今后，在休闲旅游度假产品的设计上，应更加突出和强调文化资源

的融入，旅游产品的识别度和独特性也将不断提高，为人民群众带来更有深度的文化

体验和休闲度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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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旅游业正由单一观光

型向观光和度假休闲并重的复

合型转变，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正

是这一背景下旅游产品的进阶、

迭代和升级。创建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有助于各个地方发挥资

源优势，激发旅游业态和产品的

推陈出新，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

发展。

同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

创建，也将为全国同类区域的发

展 树 立 标 杆 ，尤 其 是 在 文 旅 融

合 、产 品 创 新 和 服 务 体 系 完 善

等 方 面 发 挥 示 范 作 用 。 当 前 ，

我国旅游度假产品发展已形成

以 30 家 国 家 级 度 假 区 为 引 领 、

453 家 省 级 度 假 区 为 支 撑 的发

展新格局。

《办法》值得关注的有：

一是在认定程序上，不设创

建环节，以是否达到标准和细则

要求为依据。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是该地旅游市场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结果，需要长期沉淀、久

久为功，实实在在建出来、真刀

真 枪 干 出 来 ；不 能“ 平 地 起 高

楼”、一蹴而就地通过短期突击

进行创建。不设创建环节符合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本质和特

征，也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单纯为

了品牌创建而进行的短期投资

建设现象。

二是强调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这就杜绝了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一劳永逸”的“终身制”。动态管理机制的建

立，其目的不是“退出”，而是保障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品质。

能“摘牌”，才有约束，有利于倒逼旅游度假区始终向高质量、高

标准、高水平看齐。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要保持良性持续发展，

还必须与市场变化相适应，不断进行创新和升级。

度假旅游是新时代的生活方式，也是休闲文化的表现形式

和连接纽带。与传统的观光旅游方式相比，度假旅游更加关注旅

游者在整个度假休闲过程中的体验和感受。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的创建，将大大丰富我国的度假旅游业态，让游客从吃、住、行、

游、购、娱 6个旅游要素，全方位体验休闲、享受度假，加快旅游行

业从“门票经济”向“要素经济”转变，让游客真正在旅游目的地停

留下来，满足游客在观光之外的休闲度假旅游需求，从而成为人

们获得精神愉悦的新载体。

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刘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