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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DB/T1666-2010《乡村旅游区（点）等级划分与评定》。 

本标准与DB/T1666-2010相比，主要修改如下： 

——强调资源、产品、市场与社会导向，引领乡村旅游向品质化、特色化发展； 

——注重乡村旅游核心产品价值，强调乡村旅游资源吸引力和市场影响力； 

——将特色名镇名村、自驾游基地、休闲观光农业、新农村建设等优质资源和特色产品与乡村旅游

区有机融合； 

——倡导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和低碳环保的经营方式； 

——等级划分中增设了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四星级、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增加了必备条件。 

本标准由江苏省旅游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苏省旅游局综合法规处、苏州市旅游局、苏州科技学院、南京尔目旅游规划设

计研究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劲松 顾斌 李 镔 邢夫敏 杨淇深 郁裕铭 姜必高 陈红 陈海晴 顾建东 黎

宏宝  李向韬  孔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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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区等级划分与评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乡村旅游区等级划分与评定的术语和定义、总则、等级与评定、等级划分内容与标准、

等级评定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江苏省境内的观光农业园区、旅游特色村、休闲农庄等乡村旅游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4934           食（饮）具消毒卫生标准 

GB 18483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GB 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2008       声环境噪声标准 

GB/T 10001.1-2012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2-2012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2部分：旅游休闲与服务符号 

GB/T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乡村旅游  Rural Tourism 

以乡村自然风光、乡村文化、乡村生产和乡村生活等为吸引物，满足游客观光、休闲、度假、体验、

娱乐、求知等需求的旅游活动。 

3.2  

乡村旅游区  Rural Tourism Area 

乡村旅游区是指地处乡村，有统一的经营管理机构和明确的地域范围，具有相应的旅游接待设施，

能够满足游客各种乡村旅游需求并提供相应服务的区域。 

4 等级与评定 

4.1 等级 

乡村旅游区的等级分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 

http://baike.baidu.com/view/481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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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标志 

等级用“★”表示，星级越高，表示乡村旅游区等级越高，★（一星级）、★★（二星级）、★★

★（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五星级为最高等级。 

4.3 评定程序 

4.3.1 方法 

按本标准附录A《乡村旅游区等级划分与评分细则》中乡村旅游区的环境风貌、资源价值、基础设

施、配套设施与服务、智慧旅游与营销、综合管理、经济社会效益等项进行评分。等级评定总分1000

分，各级乡村旅游区最低分值分别为：一星级500分；二星级600分；三星级750分；四星级850分；五星

级950分。 

4.3.2 程序 

由申报单位根据本标准自评后，自愿提出申请，乡村旅游区等级评定委员会严格按照“申报—评定

—公示—审批—公告”的程序进行评定。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乡村旅游区由县（县级市、区）级乡

村旅游区等级评定委员会推荐，市乡村旅游区等级评定委员会组织评定、实施和管理；四星级、五星级

乡村旅游区由市乡村旅游区等级评定委员会推荐，省乡村旅游区等级评定委员会组织评定、实施和管理。 

5 总则 

5.1 江苏省行政区内正式接待游客满一年的乡村旅游区均可参加四星级及以下等级评定。申报五星级

乡村旅游区的单位，原则上已是省四星级乡村旅游区，且在申报前一年内未发生过重大旅游投诉事件和

旅游安全事故。 

5.2 星级乡村旅游区建筑、设施设备、服务项目和运行管理必须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的规定与要求。 

5.3 四星级、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必备条件包括：餐饮设施、住宿设施、游客中心、游客集中区域 wifi

覆盖。评定检查时，必备条件具备再进入后续打分程序。 

6 等级划分内容与标准 

6.1 环境风貌 

6.1.1 生态环境质量 

6.1.1.1 空气质量参照有关国家标准 GB3095-2012，以当地旅游旺季的情况为准，现场并结合鉴定材料

检查(全国范围的污染除外)，最低应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6.1.1.2 水体质量参照国家标准 GB3838，严重污染者取消参评资格。 

6.1.1.3 噪声质量达到国家标准 GB3096-2008中关于乡村环境的要求。 

6.1.1.4 林相、植被丰富，形成四季景观，绿化覆盖率不得低于 40%。 

6.1.2 生态保护 

6.1.2.1 有完善的保护措施和保护制度、责任明确； 

6.1.2.2 有一定的保护经费投入，并占可统计乡村旅游收入的一定比例； 

6.1.2.3 对生态保护效果良好；保持生态的可持续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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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管线整齐，不破坏视觉效果，宜采用地下隐蔽式。 

6.1.4 设施标牌（广告牌）风格具有一定的文化艺术性，不存在乱贴、乱放、乱摆现象。 

6.2 资源价值 

6.2.1 游憩价值 

6.2.1.1自然和人文景观性特色鲜明，能够体现自然乡村风情及当地文化特色。 

6.2.1.2 建筑、外观特色突出，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6.2.1.3 餐厅、住宿及其他接待设施的内部装饰上具有一定的乡村、农家风情，且地方特色性较好。 

6.2.1.4 购物设施、交通场站、休息座椅、景观小品等配套设施，有一定的设计感和景观价值，与周边

乡村环境景观相融合。 

6.2.1.5 资源类型多样，具有一定的科普价值。 

6.2.2 产品丰度 

6.2.2.1 产品数量。乡村旅游休闲娱乐产品、服务项目或者游客参与的农事体验、民俗文化活动数量。

每有 1处可得 1分，该项最高可得 15分；四星级以上（含）可游览或体验的产品与活动不少于 8处。 

6.2.2.2 产品类型。乡村旅游休闲项目与活动类型结合地方特色丰富。四星级以上（含）乡村旅游休闲

项目与活动类型不少于 3类。 

6.2.2.3夜间旅游产品。夜生活配套的乡村酒吧/茶吧、休闲养生、康体服务、演艺演出、参与体验性

活动等，每有 1类，可得 5 分，该项最高可得 15分。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应至少有 2类夜间旅游产品。 

6.3 基础设施  

6.3.1 交通设施 

6.3.1.1 可进入性良好，路标清楚，能够满足自驾游需求。 

6.3.1.2 道路体系景观良好，道路交通标识设置科学、合理、美观，符合 GB/T10001.1标志用公共信息

图形符号 第 1部分：通用符号。 

6.3.1.3 内部游览线路设计合理，标识齐全，设置合理，且符合 GB/T10001.2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或内部标识具有区域特色且规范统一。 

6.3.1.4 范围大的旅游区有内部交通工具，交通工具及驾驶员证照齐全。 

6.3.1.5有停车场（或码头），且布局合理，满足接待需求，场地平整且生态，标识规范醒目。 

6.3.2 安全设施 

6.3.2.1齐全完好，危险地段安全警示醒目、规范，防护设施齐备、有效，特殊地段有专人看守。 

6.3.2.2区域内有应急疏散出口。 

6.3.3 卫生设施 

6.3.3.1公共厕所数量能够满足游客需求，质量上以符合《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指南》（2015年）的 A

级要求为宜。 

6.3.3.2 垃圾桶分类设置，外观整洁，数量充足，造型美观。 

6.3.3.3 污水排放设施齐全、完好，排放措施有效。 

6.3.3.4 垃圾清扫设施整洁、实用。 

6.4 配套设施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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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游客中心与服务 

该项为四星级及以上乡村旅游区必备项目。 

6.4.1.1 四星级及以上乡村旅游区设有游客中心，位置合理，能向游客系统地介绍本旅游区活动内容及

服务项目，能提供雨伞、轮椅等设施。 

6.4.1.2 设有提供咨询服务的电话，能够提供常态化的旅游咨询服务，满足游客咨询需求。 

6.4.1.2 讲解服务能满足游客需求；讲解内容完整、准确，有地方特色，有针对性；讲解效果好；讲解

员的服饰有特色。 

6.4.2 餐饮设施与服务 

该项为四星级及以上乡村旅游区必备项目。 

6.4.2.1 位置合理、采光通风良好；餐厅地面已作处理，防滑、美观、易于清洗；桌椅、用具、餐具、

酒具、茶具干净、卫生、齐全，整齐配套，具有乡土乡村特色。 

6.4.2.2 餐厅服务人员持有健康证，着装统一、整洁有特色；服务规范到位。 

6.4.2.3 菜单设计精美、印刷精美、内容齐全、明码标价；食品原料干净卫生、新鲜，能提供季节性特

色菜肴。 

6.4.2.4 厨房布局流程合理，使用面积应与接待能力相适应；厨房地面采用硬化处理,防滑、易于冲洗；

初加工区、烹调区应独立分设，并符合卫生要求；有专用洗涤区、库存区，有冷藏、冷冻设施；用具符

合 GB14934食（饮）具消毒卫生标准，油烟排放 GB18483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6.4.3 设施与服务 

该项目四星级及以上乡村旅游区必备。 

6.4.3.1 住宿设施重点为特色民宿、乡村庄园、乡村主题度假酒店，且能够满足游客需求。 

6.4.3.2 配备暖软设备或换气装置，配套设施完好，用品配备能满足顾客需要。 

6.4.3.3 服务人员着装整洁有特色，服务规范。 

6.4.3.4 布草统一清洗消毒，定期对客房消毒杀菌。 

6.4.4 购物设施与服务 

6.4.4.1 购物场所布局合理，外部广告标志与观景效果协调一致。 

6.4.4.2 购物商品有特色，且具有一定数量的本地农副产品或特色商品，并有不同规格的包装供选择，

价格合理，服务热情周到。 

6.4.5 娱乐设施与服务 

四星级及以上乡村旅游区应有娱乐设施，白天或夜间可提供娱乐活动。  

6.4.6 人性化设施与服务 

6.4.6.1 无障碍设施、遮阳避雨、休息座椅等人性化设施齐全，可以实现无障碍旅游，人性化程度很高。 

6.4.6.2 针对老年人、儿童、孕妇、残障人等特殊人群能够提供人性化爱心关怀服务。 

6.5 智慧旅游与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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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中要求四星级及以上乡村旅游区 wifi部分不得失分。 

6.5.1 有乡村旅游区网站，网站页面设置合理，功能齐全，网站信息全面，且及时更新。 

6.5.2 有二维码可供扫描，且有交通、游览等信息；开通微信或微博账号，能够和游客互动； 

6.5.3 在游客集中区域，有 wifi供游客使用。 

6.5.4 有统一设计的标识系统，并在媒体进行品牌宣传。 

6.5.5 承办节庆活动,或拥有县级以上影响力的自主节庆品牌，吸引游客；有介绍乡村活动项目等内容

的宣传资料，内容详实，制作精美。 

6.6 综合管理 

6.6.1 有管理机构或者管理人员，有完善的管理职能。 

6.6.2 购物场所环境整洁，秩序良好，无围追兜售，强卖强买现象，有管理措施和手段。 

6.6.3 有旅游安全教育防范制度和安全责任制，有安全检查、预演、监督和报告制度；有应急预案，

具备应急处理能力；配有急救人员；有应急电话并向游客公布且保持畅通。 

6.6.4 环境秩序良好，整洁美观，空气清新，有垃圾处理场或集中的场地，电池、污油等危险废弃物

实行分类回收，防止污染。 

6.6.5 有发展规划或未来发展计划或策划，并按计划实施。 

6.6.6 有培训计划，并按计划进行培训；从业人员受过旅游管理、旅游服务、旅游安全等相关培训，

培训率较高，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6.6.7 认真及时处理游客的意见和建议，在游客中有较好的声誉；有质量监督制度，并对服务质量进

行检查，接受游客监督，对外公布质量投诉监督电话号码。 

6.7 经济社会效益 

6.7.1 有较长的适游期，一定的游客接待量和市场覆盖面。 

6.7.2 能够吸纳直接就业，且本地就业人数占有一定比例，区内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持有支持态度比

例较高。 

6.7.3 乡村旅游区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获得相关称号和荣誉，为社会作出一定的贡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