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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旅游民宿等级划分与评定》

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一）《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GB/T 41648-2022）

2022 年 11 月发布，2023 年 2 月 1 日实施，为旅游民宿的品牌化发展

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提供了依据。修订《旅游民宿等级划分与

评定》有利于广州民宿推荐申报国家级民宿工作有序衔接。

（二）修订《旅游民宿等级划分与评定》有利于促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三）根据《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 2022 年第一批广州市

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要求，修订《旅游民宿等级划分与

评定》有利于引导广州民宿向品牌化方向发展。

二、项目的目的和意义

（一）民宿作为一种新兴的非标住宿业态，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民宿业已成为旅游产业中最具活力的行业之一。但从整体来看，广州

民宿业发展还存在缺少统筹、管理依据不足、监管困难等问题，《标

准》对民宿进行规范指引，是广州民宿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

（二）《旅游民宿等级划分与评定》是 2019 年批准实施的，随

着时间推移和行业发展，市场对广州民宿的规范化经营、合法化经营、

安全经营等提出了更细、更高的要求，修订标准势在必行。

（三）修订《标准》有利于引导民宿经营者盘活文旅资源，助推

人居环境改善，促进增收潜力，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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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情况介绍

2022 年 12 月 2 日，项目组与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签订委托协

议；

2023 年 2 月 16 日，项目组与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就标准修订

事宜进行沟通和讨论，进一步明确修订的内容和方向；

2023 年 6 月 12 日，项目组开始撰写 2 份调研报告；

2023 年 7 月 16 日-8 月 20 日，项目组在肇庆岩前村、珠海伶仃

岛、桂林市，广州从化区、黄埔区、增城区等，湖南、山西长治等各

地进行实地调研；

2023 年 9 月 7 日，项目组召开初稿讨论会；

2023 年 9 月 23 日，项目组到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就标准修订

初稿进行汇报、听取修改意见；

2023 年 10 月 27 日，项目组召开修订稿研讨会；形成修订稿（第

二版）；

2023 年 10 月 30 日，项目组完成修订稿（第三版）；

2023 年 11 月 7 日，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广泛征集广州市

各部门意见；

2024 年 4 月 日，向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提出报批申请；

2024 年 4 月 日，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通过报批申请；

2024 年 5 月 日，向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送审材料。

四、项目涉及技术在广州市的基本情况

（一）2019 年广州市《旅游民宿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发布。为

引导广州民宿向品牌化方向发展，根据《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

2022 年第一批广州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要求，展开《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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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宿等级划分与评定》修订工作，助力民宿业发展。

（二）近年，政策利好不断，旅游业正迎高质量发展机遇期。文旅

融合、数字文旅等不断丰富扩展旅游内涵，民宿因兼有特色文化和流

行文艺的属性，已成游客外出首选。《标准》强调民宿与当地文化融

合，注重地方特色的打造和舒适氛围的营造，将进一步提升民宿的吸

引力。

（三）《标准》发布后，为我市民宿旅游业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明

晰发展方向，提升民宿服务质量，塑造广州民宿品牌形象。

五、标准起草过程中的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确定论据

（一）为提升广州民宿影响力，将原标准红棉一星、红棉二星、

红棉三星调整为红棉三星、红棉四星和红棉五星；

（二）参考 GB/T 41648-2022，新增 4.2.3 应正常开业一年以上,

未发生相关违法违规事件,同一地点,同一投资经营主体只能以一个整

体申请等级。强调合法经营；

（三）等级总则中，参考 GB/T 41648-2022，首次将退出机制纳

入，实施动态管理，打破一评永逸的平衡，提高民宿发展质量；

（四）经营场所系合法建筑且有房屋安全鉴定合格证明；

（五）随着大数据发展，新增 5.2.1.1 经营场所在百度等地图上进

行标注。便于旅游者搜索与到达，增加民宿的曝光率和知晓度；

（六）随着数字文旅的发展，新增红棉三星、红棉四星和红棉五

星均需要在客房和公共区域提供免费 WIFI 服务；

（七）在建筑风格、景观特色、民宿设计等方面，红棉三星、红

棉四星和红棉五星均应突出主题特色，注重与周边环境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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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红棉五星的要求中，增加 5.4.6.7 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

文创商品，突出当地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九）在红棉五星的要求中，增加 5.4.6.8 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

为当地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或发展机会。突出高级别民宿应承担的社会

责任，带动周边就业。

（十）契合当下时代发展的精神，在评分细则中首次增加 6.12，

突出旅游富民、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广

东省地方标准及广州市公共服务类地方标准的关系

（一）《标准》中的旅游民宿，是“依托旅游景区或旅游目的地”，

这个定义与 2019 年《广东省民宿管理暂行办法》中民宿的含义不同，

更加突出旅游的功能，对我市发展民宿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二）引用了以下 13 个文件，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5603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GB 37487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GB 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GB/T 22800 星级旅游饭店用纺织品

JGJ 125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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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44/26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WS394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建村〔2017〕50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 公安部 国家旅游局关于印

发农家乐（民宿）建筑防火导则（试行）的通知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结果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一）《标准》发布后，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将有针对性地开展

《标准》的宣贯和培训工作；

（二）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指导下，将通过相关行业协会，

对我市旅游民宿进行等级划分与评定，使《标准》得到有效运用，促

进高品质旅游民宿的发展。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