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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的战略部署，推进体育强国、文化强国战略，落实《“十

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十

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要求，推进文化、体育、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中国旅游协会文化体育旅游分会提出编制《文化

体育旅游融合示范区创建要求和评定》团体标准的计划。本

标准旨在创新体育旅游产品，充分发挥文化体育旅游在扩大

消费、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中的重要作用，培育一批体育资

源富集、产品主题突出、文化特色鲜明、品牌形象清晰、产

业融合充分、市场优势明显、综合效益显著、示范带动性强

的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形成一批优质文化体育旅

游目的地，推动文化体育旅游高质量发展。《文化体育旅游

融合示范区创建要求和评定》由中国旅游协会《关于团体标

准立项的通知》（中旅协发[2022]55 号）批准立项，中国旅

游协会文化体育旅游分会牵头负责。 

（二）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编单位：中国旅游协会、中国旅游协会文化体

育旅游分会、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本文件参编单位：海南新时代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心、克

什克腾乌兰布统苏木黄苓塔拉新尧牧场、北京先锋党建研究

中心、上海景制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广西旅发中盛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三）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廖斌、杨哲、李纪新、牛亚彬、高

铭铎、孙哲、林章林、程文凯、高悦。 

表《文化体育旅游融合示范区创建要求和评定》主要起草人及分工 

序号 主要起草人员 任务分工 单位 

1 孙  哲 标准起草 中国旅游协会文化体育旅游分会 

2 廖  斌 标准起草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3 杨  哲 标准起草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4 高铭铎 标准总体内容的审查 北京先锋党建研究中心 

5 李纪新 标准起草 海南新时代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心 

6 牛亚彬 标准起草 
克什克腾乌兰布统苏木黄苓塔拉

新尧牧场 

7 林章林 标准起草 上海景制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8 程文凯 资料收集、整理 广西旅发中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9 高  悦 资料收集、整理 中国旅游协会文化体育旅游分会 

（四）主要起草过程 

本标准的研究及编制历经以下几个阶段： 

1.筹备阶段 

2022 年 5 月，中国旅游协会文化体育旅游分会向中国旅

游协会汇报《文化体育旅游融合示范区创建要求和评定》团

体标准筹备工作。 



2.成立编制小组及资料收集阶段 

2022 年 6 月，中国旅游协会文化体育旅游分会牵头组建

由国内体育、旅游等相关专业专家组成的编制研究团队，聘

请业界著名专家组成高水平专家咨询委员会。标准编制小组

广泛收集标准编制的背景材料和国内外有关标准编制的参

考、引用资料，进行归纳整理。 

3.编制大纲阶段 

课题组根据前期资料和调研，沟通讨论，编制标准的大

纲和主要思路框架。 

4.立项评审阶段 

2022 年 12 月，中国旅游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针对本

标准进行了立项评审，通过本标准立项，并提出了相关修改

建议。 

5.调研阶段 

为做好此项标准编制工作，2023 年 3 月-6 月课题组先

后前往重庆、南京、杭州、三亚、南宁等地开展实地调研，

详细了解各地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情况。在充分调研的基

础上，课题组进一步修改起草了标准的初稿，并邀请业内专

家召开专题讨论会，对标准作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6.编制初稿阶段 



2023 年 7 月-12月，在对标准编制的参考、引用资料进

行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本标准起草的大纲，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

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了《文化体育旅游融合示范区创建要

求和评定》标准草案。标准编制小组通过多次内部沟通研讨，

在反复讨论基础上修改形成了草案。 

7.编制调研阶段 

课题组到三亚海棠区进行试评和核校，通过查阅资料、

座谈研讨、现场检查等方式，以文化体育旅游融合示范区创

建工作为对象，对标准进行试评和核校。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修改完善标准。 

8.内部征求意见阶段 

课题组组织业内专家和行业相关人员召开座谈会，以及

书面形式，进一步征求各方意见。在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

课题组赴成都、贵州等地实地征求不同层级文化、体育和旅

游部门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根据各方意见建议，课题组对

标准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公开意见稿。 

二、制订标准的原则、依据以及主要条款说明 

（一）编制原则 

在该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遵循以下原则：1、科学性、规

范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协调性原则；2、综合性原则；3、



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原则；4、软硬并举原则；5、需

求导向原则。 

（二）编制依据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参考

借鉴了《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认定工作方案》、《中国体

育旅游景区、体育旅游精品目的地、体育旅游精品赛事、体

育旅游精品线路评价指标》、《体育旅游示范基地评定规范》

（ DB52T/1639-2021）、《体育特色小镇评定规范》

（DB52T/1640-2021）、《体育旅游休闲基地服务质量要求及

等级划分》（DB31/T755-2018）、《体育旅游基地建设与评

价规范》（DB36/T 1544-2021），以及《国家全域旅示范区

验收标准》、《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 17775-

2003）、《旅游厕所质量要求与评定》（GB/T 18973）等。 

（三）标准主要条款说明 

1.标准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术语定

义、基本要求、评定指标和评定方法等。本标准适用于中国

境内的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创建、管理及评定。 

2.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术语定

义、基本要求、评定指标和评定方法等。 



3.标准框架 

本标准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要

求、评定指标、评定方法和附录共 7 章组成。 

主要条款说明及主要技术内容： 

（1）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

的术语定义、基本要求、评定指标和评定方法等。本标准适

用于中国境内的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创建、管理

及评定。 

（2）规范性引用文件。本章列出了本标准的规范性引用

文件。 

（3）术语和定义。本章对体育旅游、文化体育旅游融合

发展示范区等概念进行了定义。 

体育旅游 sports tourism，是以体育资源为依托，以运

动赛事参与、运动休闲体验、运动技能体验及参观游览为主

要形式，以满足游客健康娱乐、旅游休闲为目的，向大众提

供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旅游活动。 

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 demonstration area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culture sports tourism，是

依托丰富的体育资源，将体育活动等融入到参观游览、休闲

度假、文化娱乐、康养度假、购物美食等功能，旅游基础设

施和服务配套完善，业态融合突出，形成以体育旅游为支撑、

以特色文化为内涵、以旅游产业为载体的文体旅融合发展的



新模式，具有体育旅游主题突出、文化特色鲜明、品牌形象

清晰、产业融合充分、产品业态丰富、市场优势明显、综合

效益显著、示范带动性强的体育旅游集聚区域。 

（4）基本要求。本章规定了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

区的总体要求。强调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应合理利

用文化体育资源，科学配置旅游要素，设施体系完整。 

——应有明确的四至空间范围，空间布局划定合理。 

——区域内文化体育旅游企业或经营项目应无违法违

规行为，经过批准或者体育部门备案，符合规划要求，有相

应的建设和运营资质，设施设备和管理运营符合安全、消防、

食品、卫生、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要求。 

——区域内文化体育旅游市场秩序良好，近三年未出现

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未发生重大文化体育旅游安

全生产事故以及破坏文化体育旅游资源重大责任事件，文化

体育旅游企事业单位、项目和设施在意识形态安全、食品安

全、生活环境等方面没有出现重大违法违规问题。 

——区域内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基础较好，体育旅游特

色突出，并形成一定主题，文化体育旅游融合业态集聚，产

品业态丰富，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吸引力。 

——区域内应旅游基础设施健全，服务功能完善，接待

条件优良，能够满足旅游接待需求，有一定规模的访客接待

量。 



——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设施

建设和体育活动开展严格体现绿色发展的要求。 

（5）评定指标。本章规定了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

区的评定指标，包括资源环境、产品业态、服务设施、 安全

管理、人员要求、营销推广、体制机制、示范效益等八个部

分内容。 

（6）评定方法。本章规定了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

区的评定机构、评定程序与方法、后续动态管理等内容。 

（7）附录。本章给出了文化体育旅游融合示范区评分表。 

三、主要试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

的经济效果； 

通过制定与贯彻实施《文化体育旅游融合示范区创建要

求和评定》，可以填补我国在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领域标

准化工作的空缺，提质传统观光旅游，促进文化、体育和旅

游产业融合，有效引导文化体育旅游融合示范区规范化建设、

科学化管理、优质化服务，创新体育旅游产品，充分发挥文

化体育旅游在扩大消费、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中的重要作用，

形成一批优质文化体育旅游目的地，推动文化体育旅游高质

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四、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文

件的规定，并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领域的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和部分省市的地方标准。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

强制性标准无冲突。 

五、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编制中，充分听取了相关地区、部门以及行业专

家对标准的期望和要求，并面向社会征求了相关意见，无重

大分歧意见。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一）贯彻本标准的要求 

本标准性质为团体标准，由中国旅游协会发布，作为推

荐性标准贯彻与实施。 

（二）保障措施 

1.组织措施 

标准发布后，由中国旅游协会会同有关部门和提出单位，

负责组织开展本标准的宣传和实施工作。 



2.技术措施 

通过有关媒体发布、公告标准信息，组织撰写标准宣贯

材料，扩大影响。 

对《文化体育旅游融合示范区创建要求和评定》团体标

准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及时解决实施中的问题。并通过

问题的反馈，对标准进行修订和完善。 

3.过渡办法 

本标准作为文化体育旅游融合示范区的评定标准，应指

导各地资源环境、产品业态、服务设施、 安全管理、人员要

求、营销推广、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品质化建设管理。 

文化体育旅游融合示范区评定申报遵循自愿的原则，严

格按照本标准评定。 

八、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团体标准起草组 

2024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