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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１０）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中国旅游车船协会、青岛大学文化旅游高等研究院、中

交交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同和时代旅游规划设计院、青岛迪生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付磊、刘汉奇、罗志明、宋磊、张欣、钟琦、侯乐君、董瑞江、陈博、赵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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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游目的地等级划分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自驾游目的地等级划分的依据和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将自驾车旅游作为主要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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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５７６８（所有部分）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ＧＢ／Ｔ１０００１（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ＧＢ／Ｔ１７７７５　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ＧＢ／Ｔ１８９７３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ＧＢ／Ｔ２６３５３　旅游娱乐场所基础设施管理及服务规范

ＧＢ／Ｔ２６３５４　旅游信息咨询中心设置与服务规范

ＧＢ／Ｔ２６３５６　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

ＧＢ／Ｔ２６３５８　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

ＧＢ／Ｔ２６３６１　旅游餐馆设施与服务等级划分

ＧＢ／Ｔ２６３６２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与运营规范

ＧＢ／Ｔ２８９２９　休闲农庄服务质量规范

ＧＢ／Ｔ３１７１０．２　休闲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　第２部分：自驾车露营地

ＧＢ／Ｔ３１７１０．３　休闲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　第３部分：帐篷露营地

ＧＢ／Ｔ３１７１０．４　休闲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　第４部分：青少年营地

ＬＢ／Ｔ０１０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等级划分与评定

ＬＢ／Ｔ０３５　绿道旅游设施与服务规范

ＬＢ／Ｔ０３６　自行车骑行游服务规范

ＬＢ／Ｔ０４４　自驾游管理服务规范

ＬＢ／Ｔ０６１　自驾游目的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指南

ＬＢ／Ｔ０６３　旅游经营者处理投诉规范

ＬＢ／Ｔ０６４　文化主题旅游饭店基本要求与评价

ＬＢ／Ｔ０６５　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１７１０．２～３１７１０．４、ＬＢ／Ｔ０４４和ＬＢ／Ｔ０６１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自驾车旅游　狊犲犾犳犱狉犻狏犻狀犵狋狉犪狏犲犾

以自己驾驶机动车为主要交通方式的旅游休闲活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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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常简称为“自驾游”。

３．２

自驾游目的地　狊犲犾犳犱狉犻狏犻狀犵狋狉犪狏犲犾犱犲狊狋犻狀犪狋犻狅狀

有明确范围，以自驾游需求为导向配置资源、设施、管理和服务，能够成规模吸引和接待自驾车旅游

者抵达并停留一段时间开展观光和休闲度假等旅游活动的区域。

３．３

自驾游基础设施　狊犲犾犳犱狉犻狏犻狀犵狋狉犪狏犲犾犻狀犳狉犪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

为自驾游活动提供基本的保障支持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

注：包括道路、停车场、加油站、集散中心、驿站、露营地、驻车观景台、环境卫生设施、标志标识等。

３．４

自驾游公共服务　狊犲犾犳犱狉犻狏犻狀犵狋狉犪狏犲犾狆狌犫犾犻犮狊犲狉狏犻犮犲

地方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公共职能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自驾游活动提供的相关服务。

注：包括咨询、救援、公共信息、投诉受理处理、营销推广等。

３．５

自驾游线路　狊犲犾犳犱狉犻狏犻狀犵狋狉犪狏犲犾狉狅狌狋犲

串联旅游资源和服务设施，能够成规模吸引和接待自驾车旅游的线性空间。

３．６

自驾游驿站　狊犲犾犳犱狉犻狏犻狀犵犮狅狌狉犻犲狉狊狋犪狋犻狅狀

位于道路沿线，为自驾车旅游提供停车、如厕、采购、快餐、短时休息和补给服务的构筑物及附属

设施。

４　等级划分和依据

４．１　等级划分

自驾游目的地划分为２个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国家级自驾游目的地、省级自驾游目的地。

４．２　等级划分的依据

等级的划分以第５章、第６章为依据，包括必备条件和一般条件２类。必备条件规定了自驾游目的

地应具备的门槛条件。

５　等级划分的必备条件

５．１　制定和实施自驾游发展规划。

５．２　制定和实施支持自驾游发展的政策措施。

５．３　有自驾游调查统计。

５．４　有一定数量和品质的自驾游线路。其中，国家级自驾游目的地的自驾游线路不少于３条。

５．５　有一定数量和品质的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其中，国家级自驾游目的地的自驾车旅居车营地不少于

３个。

５．６　有一定数量和品质的自驾游集散中心和自驾游驿站。其中，国家级自驾游目的地的自驾游驿站不

少于３个。

５．７　有自驾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５．８　有自驾游救援机构。

５．９　有自驾游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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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等级划分的一般条件

６．１　管理统筹

６．１．１　有统筹协调自驾游发展的专门机制。

６．１．２　将发展自驾游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旅游业发展规划。

６．１．３　在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规划中考虑自驾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对土地、空间、资源和设施等方

面的需要。

６．１．４　成立自驾游行业协会，支持当地企业加入区域自驾游行业协会并发挥作用。

６．１．５　广泛开展自驾游的区域协作和线路合作。

６．１．６　通过告知、标识、警示、管控等方式保障自驾游活动遵循保护资源、环境和遗产的要求。

６．２　支持促进

６．２．１　每年有支持自驾游发展的公共资金。

６．２．２　通过媒体、网络、交易会等多种途径广泛宣传推介自驾游线路和目的地形象。

６．２．３　组织举办自驾游节会、赛事等专项活动，有知名度和美誉度。

６．２．４　支持以文化交流、环境保护、慈善帮扶等公益事业为主题的自驾游活动。

６．２．５　制定自驾游指南，及时更新，广泛发放。

６．３　资源组合

６．３．１　有山地、森林、草原、湖泊、河流、海洋、沙漠等两种以上的自然资源组合。

６．３．２　有可生动体验的、与自然环境融合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风土民俗等人文资源。

６．３．３　有达到ＧＢ／Ｔ１７７７５相应要求和等级的Ａ级旅游景区。

６．３．４　有达到ＧＢ／Ｔ２８９２９要求的休闲农庄。

６．３．５　有达到ＧＢ／Ｔ２６３５８要求的国家级或省级旅游度假区。

６．３．６　有达到ＧＢ／Ｔ２６３６２要求的生态旅游示范区。

６．３．７　有国家公园、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水利风景区等自然保护地和资源聚

集区。

６．３．８　有古城、古镇、古村落、古关、古道、古驿站等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６．３．９　形成鲜明的自驾游、露营文化，游客可深度体验。

６．４　自驾游线路

６．４．１　依托和利用各类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生态旅游区、乡村旅游区、文物古迹等旅游资源聚集区，

整合餐饮、住宿、娱乐、购物、运动等服务要素，形成自驾游线路。

６．４．２　自驾游线路与历史上的走廊、古道等相融合。

６．４．３　自驾游线路沿途合理设置自驾游驿站，特别是在没有城镇依托而需要短暂休整的地方。

６．４．４　驿站有旅游厕所和小型停车场，停车位不少于２０个。

６．４．５　驿站有快餐、热水供应和自驾游日用商品售卖。

６．４．６　自驾游线路沿途加油站的数量和分布满足需求。

６．４．７　移动通讯信号能有效覆盖线路沿途。

６．４．８　自驾游线路的选线和运营让城乡居民尤其是乡村居民受益。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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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交通设施

６．５．１　有高速公路、国道或省道通达。

６．５．２　干线公路与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民宿聚集区等旅游资源聚集区的连接道路通畅，路况好，能

通行大型自驾游车队或旅居车。

６．５．３　在自驾游线路上有风景道。

６．５．４　在景观突出的适宜位置设置驻车观景台，供临时停车观览风景。

６．５．５　有符合ＬＢ／Ｔ０３５和ＬＢ／Ｔ０３６要求的自行车骑行路径和绿道。

６．５．６　有供越野驾驶体验的砂石路、土路等特种道路。

６．５．７　自驾游线路上的旅游景区以及旅游经营场所，设置停车场，明线划分停车位，合理安排旅游大客

车、旅居车和小客车分区停泊。

６．５．８　停车场实施绿化，采用生态材料铺装，环保性好。

６．５．９　在城市交通出入口设置具有集散功能的自驾游停车场，提供加油、车辆维修、旅游咨询、餐饮、洗

漱、休息等服务。

６．５．１０　停车场有针对旅居车的水电补给及废弃物和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有针对新能源汽车的能源补

给设施。

６．５．１１　设立自驾游集散中心，可与公共性的旅游服务中心合并设立。

６．５．１２　自驾游集散中心达到ＬＢ／Ｔ０１０中城市旅游集散中心的相应等级的要求。

６．６　服务要素

６．６．１　有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帐篷露营地、青少年营地等类型的营地。

６．６．２　自驾车旅居车营地达到ＧＢ／Ｔ３１７１０．２的要求。

６．６．３　帐篷露营地达到ＧＢ／Ｔ３１７１０．３的要求。

６．６．４　青少年营地达到ＧＢ／Ｔ３１７１０．４的要求。

６．６．５　建成运营的各类营地的自驾车营位和旅居车营位的总数量一般不少于１０００个。

６．６．６　有一定数量的自驾游俱乐部，符合ＬＢ／Ｔ０４４的相应要求，组织丰富多彩的自驾游活动。

６．６．７　汽车维修店的数量、类型和布局能满足自驾游的需要。

６．６．８　在飞机场、火车站、酒店聚集区提供汽车租赁、落地自驾游服务，车辆种类多，能满足多种地形和

距离的自驾游需求。

６．６．９　汽车租赁联网运营，实现一地租车、异地还车。

６．６．１０　有摩托车、自行车、全地形车等休闲运动车辆租赁机构。

６．６．１１　有面向自驾游的主题酒店、特色民宿，分别符合ＬＢ／Ｔ０６４和ＬＢ／Ｔ０６５的相应要求。

６．６．１２　有面向自驾游的特色餐厅，符合ＧＢ／Ｔ２６３６１的相应要求。

６．６．１３　有面向自驾游的特色购物场所，符合ＧＢ／Ｔ２６３５６的相应要求。

６．６．１４　有面向自驾游的休闲娱乐场所，符合ＧＢ／Ｔ２６３５３的相应要求。

６．６．１５　形成服务自驾游的业态聚集的街区或园区。

６．７　旅游厕所

６．７．１　自驾游线路上有旅游厕所（可与驿站、驻车观景台统筹考虑），位置合理，数量满足需求。

６．７．２　达到ＧＢ／Ｔ１８９７３的相应等级要求。

６．７．３　在节庆活动和旅游高峰时期的自驾游车辆集中区域，结合需求增设环保厕所。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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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环境卫生

６．８．１　在自驾游线路、停车场设置分类垃圾箱等废弃物收纳设施，外形美观，数量满足需求。

６．８．２　倡导游客随车带走自产的废弃物。

６．８．３　为游客提供环保型垃圾收集袋。

６．９　标识导引

６．９．１　在城市交通出入口或集散式停车场设置大型户外旅游交通图，配置交通流量实时显示屏。

６．９．２　针对节假日自驾游高峰时期制定交通疏导和管理方案，并有效实施。

６．９．３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符合ＧＢ５７６８的要求。

６．９．４　设置简洁清晰、辨识度高、具有地方特色的自驾游交通标志。

６．９．５　在道路上设置紧急救援信息标识，电话等联系信息真实有效。

６．９．６　在道路上设置关于旅游景区、露营地、驿站等游览和服务设施的引导信息标识。

６．９．７　标识符号符合ＧＢ／Ｔ１０００１的要求。

６．１０　安全救援

６．１０．１　有自驾游车辆救援机构或机制，及时提供救援服务。

６．１０．２　自驾游车辆救援服务可与保险公司、汽车４Ｓ店、自驾游俱乐部等机构合作建立。

６．１０．３　建立自驾游车辆救援服务机构名录，并作为公共信息提供。

６．１０．４　对自驾游车辆救援服务实行必要的价格和质量监管，保障自驾车游客权益。

６．１０．５　统筹制定自驾游线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开展跨区域协作。

６．１０．６　对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等旅游活动聚集区制定自驾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６．１０．７　对大型的自驾游集结、节会、赛事等集中性活动，制定专项应急预案。

６．１０．８　对各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进行演练，每年演练次数不少于２次。

６．１１　公共信息

６．１１．１　设立自驾游信息咨询中心，或与旅游信息咨询中心合并设立，达到ＧＢ／Ｔ２６３５４的要求。

６．１１．２　设立自驾游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或作为旅游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或城市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重

要组成部分，由熟悉自驾游的专业人员管理和提供服务。

６．１１．３　通过移动互联网、移动通讯等即时通讯途径提供实时的自驾游公共信息服务。

６．１１．４　在广播电台设置自驾游栏目，及时发布自驾游预报和引导信息。

６．１１．５　在高速路出入口、自驾游集散中心、驿站等重要枢纽和站场的醒目位置，设立电子显示屏，及时

发布通告公共信息。

６．１１．６　在自驾游集散中心、驿站、营地等自驾游聚集场所，提供旅游交通图、自驾游指南等公共信息

资料。

６．１２　游客满意度

６．１２．１　每年开展自驾游满意度调查。

６．１２．２　调查抽样数量和样本结构具有客观性和代表性。

６．１２．３　满意度调查内容设置科学、全面，反映游客诉求和地方特点，包括但不限于道路设施、交通管

理、自驾游线路、标识导引、安全救援、营地、厕所、加油站、停车场、公共信息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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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４　根据满意度调查结果及时优化自驾游产品，完善设施，改进服务。

６．１３　服务质量管理

６．１３．１　受理投诉迅速，记录详实，处理得当，及时将结果向消费者反馈。

６．１３．２　自驾游经营者对投诉的受理和处理符合ＬＢ／Ｔ０６３的要求。

６．１３．３　根据投诉情况及时加强管理，完善设施，改进服务。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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