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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６７６６—２０１０《旅游业基础术语》。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６７６６—２０１０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引言（见２０１０年版的引言）；

———结构由１２章调整合并为５章，章标题也相应做了调整；具体为：删除原第２章规范性引用文

件，原第３章变更为第２章旅游基础概念；原第４章旅游市场基础词条提到第２章；原第５章

合并到第３章旅游活动中；原第６章、第７章、第８章、第９章、第１０章合并为第４章旅游经

营；原第１１章、第１２章合并为第５章旅游公共服务（见第２章～第５章，２０１０年版的第２章～

第１２章）；

———删除了旅游业关联不大或已不适应目前旅游业实践的术语，如步行街（见２０１０年版的１０．３．４）、餐

厅（见２０１０年版的８．１９．４）、小费（见２０１０年版的７．１４）等；

———删除了旅游业基础要素下分要素的大部分词条，如住宿业词条下的逃账客人（见２０１０年版的

８．２１．１４），旅行社业词条下的同业拼团（见２０１０年版的７．２０）等；

———合并市场和活动的相关词条，统一从活动角度进行定义，如观光旅游市场与观光旅游合并为观

光旅游（见３．９，２０１０年版的４．５．５和５．５）；

———调整了部分术语的名称，如出境旅游业务改成了出境旅游（见３．２，２０１０年版的７．２．１），分时度

假改成了分时度假酒店（见４．２．７，２０１０年版的８．１０），旅游景区［点］改成了旅游景区（见４．３．１，

２０１０年版的９．１）；旅游度假区［村］改成了旅游度假区（见４．３．５，２０１０年版的９．１．５）；青年旅舍

改成了青年旅馆（见４．２．９，２０１０年版的８．１３）；商务旅游市场改成了商务旅游（见３．１２，２０１０年

版的４．５．８），探亲访友市场改成了探亲旅游（见３．１１，２０１０年版的４．５．７），修学旅游市场改成了

修学旅游（见３．１４，２０１０年版的４．５．１３），邮轮旅游改成了邮轮（见４．４．５，２０１０年版的６．１．１），最

佳环境容量改成了旅游承载力（见４．３．６，２０１０年版的９．８．１．５）；游客集散中心改成了旅游集散

中心（见５．１．５，２０１０年版的９．１０．２）；

———增加了新出现业态所需要的基础术语，如短租公寓（见４．２．１０）、旅游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见

５．１．４）、旅游解说系统（见４．３．７．３）、旅游警察（见５．３．１）、旅游信息服务中心（见５．１．２）、民宿（见

４．２．１１）、遗产解说（见４．３．７．２）、影视旅游（见３．２８）、在线旅行社（见４．１．４）、智慧旅游（见２．１８）；

———根据术语需要新增了一些基础性的术语，如惯常环境（见２．３）、旅游服务热线（见５．１．３）、旅游

需求（见２．７）、旅游供给（见２．８）、事件旅游（见３．２７）、无障碍旅游（见３．３７）；

———更新了一些旅游业基础术语的表述内容，使其更加简洁、准确，如旅游（见２．１）、旅游者（见

２．２）；

———根据国际惯例变更了一些词条的英文对应词，如“一日游游客ｅｘｃｕｒｓｉｏｎｉｓｔ；ｄａｙｔｒｉｐｐｅｒ”改为

“ｓａｍｅｄａｙｖｉｓｉｔｏｒ”（见２．２．２，２０１０年版的３．２．２）。

本标准由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１０）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北京同和时代旅游规划设计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凌云、朱莉蓉、乔向杰、孙业红、金洁、齐飞、庞世明、蔡文芳、张育芬、黄玉婷、

张雅坤。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６７６６—１９９７、ＧＢ／Ｔ１６７６６—２０１０。

Ⅲ

犌犅／犜１６７６６—２０１７



旅 游 业 基 础 术 语

１　范围

本标准界定了我国旅游业中的基本概念和基础术语。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旅游业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编写，也可供旅游行业各相关部门在

行业管理、市场营销、经营管理、教学科研等活动中引用和参考，以及国际间的交流和参照。

２　旅游基础

２．１

旅游　狋狉犪狏犲犾；ｔｏｕｒ

非就业和迁徙目的离开其惯常环境（２．３），且连续不超过一年的旅行和短期居停。

２．２

旅游者　狋狅狌狉犻狊狋

游客　狏犻狊犻狋狅狉

离开惯常环境（２．３）旅行，时间不超过１２个月，且不从事获取报酬活动的人。

２．２．１

过夜游客　狋狅狌狉犻狊狋；ｏｖｅｒｎｉｇｈｔｔｏｕｒｉｓｔ

在一个旅游目的地逗留至少２４ｈ以上的旅游者（２．２）。

２．２．２

一日游游客　狊犪犿犲犱犪狔狏犻狊犻狋狅狉

在一个旅游目的地逗留不超过２４ｈ的旅游者（２．２）。

２．３

惯常环境　狌狊狌犪犾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

一个人的日常工作（或学习）、居住和人际交往的环境。

２．４

旅游资源　狋狅狌狉犻狊狋狉犲狊狅狌狉犮犲

对旅游者（２．２）具有吸引力，并能给旅游经营者带来效益的自然和社会事物。

２．５

旅游产品　狋狅狌狉犻狊狋狆狉狅犱狌犮狋

通过利用、开发旅游资源提供给旅游者（２．２）的旅游吸引物与服务的组合。

２．６

旅游客源地　狋狅狌狉犻狊狋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狀犵狉犲犵犻狅狀；ｔｏｕｒｉｓｔ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ｇｉｏｎ

具备一定人口规模和旅游消费能力，能够向旅游地提供一定数量旅游者（２．２）的地区。

２．７

旅游需求　狋狅狌狉犻狊犿犱犲犿犪狀犱

一定时期内、一定条件下旅游者（２．２）愿意且能够购买旅游产品（２．５）的数量。

２．８

旅游供给　狋狅狌狉犻狊犿狊狌狆狆犾狔

旅游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一定条件下愿意并且能够向旅游市场提供旅游产品（２．５）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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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旅游业　狋狅狌狉犻狊犿；ｔｏｕｒｉｓ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向旅游者（２．２）提供旅游（２．１）过程中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产业集群。

２．１０

旅游目的地　狋狅狌狉犻狊狋犱犲狊狋犻狀犪狋犻狅狀

能够吸引一定规模数量的旅游者（２．２）逗留，具有较大空间范围和较齐全接待设施的旅游地域综

合体。

２．１１

旅游城市　狋狅狌狉犻狊狋犮犻狋狔；ｔｏｕｒｉｓｔｕｒｂａｎ

具有鲜明城市文化特色，旅游业（２．９）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占据较重要地位的城市。

２．１２

旅游旺季　狅狀狊犲犪狊狅狀；ｈｉｇｈｓｅａｓｏｎ

一年中旅游者（２．２）到访较集中的几个月份。

２．１３

旅游淡季　狅犳犳狊犲犪狊狅狀；ｌｏｗｓｅａｓｏｎ

一年中旅游者（２．２）到访人数较稀少的几个月份。

２．１４

旅游平季　狊犺狅狌犾犱犲狉狊犲犪狊狅狀

一年中处于旺季与淡季之间的月份。

２．１５

旅游行业景气度　狋狅狌狉犻狊犿狆狉狅狊狆犲狉犻狋狔

反映宏观旅游（２．１）经济运行和企业生产经营所处的状况和未来发展变化趋势。

２．１６

旅游卫星账户　ｔｏｕｒｉｓｍ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ｃｃｏｕｎｔ

旅游附属账户

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外，按照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概念和分类标准，将所有由于旅游（２．１）而产

生的消费和产出部分分离出来进行单独核算的虚拟账户。

２．１７

旅游业增加值　ｔｏｕｒｉｓｍ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由旅游（２．１）产业所生产的各种旅游和非旅游产品组成的总产出减去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来自各产

业部门的产品（即中间消耗）。

２．１８

智慧旅游　狊犿犪狉狋狋狅狌狉犻狊犿

运用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感测、分析、整合旅游（２．１）产业活动中的各项关

键信息，对企业管理、公共服务和旅游者（２．２）出游等各种需求做出的智能响应和解决方案。

２．１９

旅游电子商务　狋狅狌狉犻狊犿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犮狅犿犿犲狉犮犲

以网络为平台运作旅游业的商务体系。

３　旅游活动

３．１

国内旅游　犱狅犿犲狊狋犻犮狋狅狌狉犻狊犿

在本国内进行的旅游（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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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出境旅游　狅狌狋犫狅狌狀犱狋狅狌狉犻狊犿

前往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旅游（２．１）。

３．３

入境旅游　犻狀犫狅狌狀犱狋狅狌狉犻狊犿

境外居民进入中国大陆境内的旅游（２．１）。

３．４

边境旅游　犫狅狉犱犲狉狋狅狌狉犻狊犿

由中外双方政府商定，在不自由开放、有管制的两国间边境地区进行的跨境旅游（２．１）。

３．５

团队旅游　犵狉狅狌狆狋狅狌狉

通过旅行社和相关旅游服务中介机构，以旅游包价形式，按照预选设定的行程进行的有组织的旅游

（２．１）。

３．６

散客旅游　犻狀犱犲狆犲狀犱犲狀狋狋狅狌狉

由旅游者（２．２）自行安排旅游活动行程，或通过旅游中介机构办理单项委托业务，零星支付旅游费

用的旅游（２．１）。

３．７

自助旅游　狊犲犾犳狊犲狉狏犻犮犲狋狅狌狉

由旅游者（２．２）完全自主选择和安排，没有全程导游陪同的旅游（２．１）。

３．８

背包旅游　犫犪犵狆犪犮犽犻狀犵；ｂａｃｋｐａｃｋｅｒｔｒａｖｅｌ

以尽可能少花钱并以随身背包作行囊的自助旅游（３．７）。

３．９

观光旅游　狊犻犵犺狋狊犲犲犻狀犵

以欣赏自然景观、历史古迹遗址、民俗风情等为主要目的和游览内容的旅游（２．１）。

３．１０

度假旅游　犺狅犾犻犱犪狔；ｖａｃａｔｉｏｎ

以度假和休闲为主要目的和内容的旅游（２．１）。

３．１１

探亲旅游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ｆｒｉｅｎｄ　

以探亲访友为目的旅游（２．１）。

３．１２

商务旅游　犫狌狊犻狀犲狊狊狋狉犪狏犲犾

职业人士在商务活动过程中进行的旅游（２．１）。

注：除了传统的商贸经营外，还包括参加行业会展、跨国公司的区域年会、调研与考察、公司间跨区域的技术交流、

产品发布会以及公司奖励旅游等。

３．１３

特种旅游　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狊狋狅狌狉犻狊犿

从事较强自主性和个性化的非常规性的旅游（２．１）。

注：一般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和竞技性，如探险、狩猎、潜水、登山、汽车拉力赛及洲际、跨国汽车旅行等，选择志同道

合的人作为旅伴，其内部有共同的价值观。有的特种旅游要经过非对外开放区，因此在政策上属于需要特别审

批的旅游活动，也有的将其称为专题旅游、专项旅游和特色旅游等。

３

犌犅／犜１６７６６—２０１７



３．１４

修学旅游　狊狋狌犱狔狋狅狌狉

研学旅游

以参加结合课程教学而进行的现场教学、野外实习和考察以及参观大学校园等活动。

３．１５

文化旅游　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狋狅狌狉犻狊犿

以观赏异国异地传统文化、追寻文化名人遗踪或参加当地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的旅游（２．１）。

３．１６

遗产旅游　犺犲狉犻狋犪犵犲狋狅狌狉犻狊犿

以遗产资源为旅游吸引物，到遗产所在地去欣赏遗产景观，体验遗产文化氛围的旅游（２．１）。

３．１７

红色旅游　狉犲犱狋狅狌狉犻狊犿

以革命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为吸引物的旅游（２．１）。

３．１８

黑色旅游　犱犪狉犽狋狅狌狉犻狊犿

以曾经发生过悲剧事件或历史上著名的死亡事件为吸引物的旅游（２．１）。

３．１９

工业旅游　犻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狋狅狌狉犻狊犿

以运营中的工厂、企业、工程等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２．１）。

３．２０

农业旅游　犪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狋狅狌狉犻狊犿；ｆａｒｍｔｏｕｒｉｓｍ

以农村风光、各类农业（包括林业、牧业和渔业）生产活动，以及各种当地民俗节庆活动作为主要吸

引物的旅游（２．１）。

３．２１

科技旅游　狊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狋狅狌狉犻狊犿

以各类高新科技产业的生产过程和成果为吸引物的旅游（２．１）。

３．２２

教育旅游　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犾狋狅狌狉犻狊犿

以学习知识、提高教养、丰富阅历为主要目的的旅游（２．１）。

３．２３

宗教旅游　狉犲犾犻犵犻狅狌狊狋狅狌狉犻狊犿

以宗教活动或体验宗教文化为目的的旅游（２．１）。

３．２４

购物旅游　狊犺狅狆狆犻狀犵狋狅狌狉

以购买名牌商品、地方土特产品和旅游纪念品等为主要目的的旅游（２．１）。

３．２５

民族旅游　犲狋犺狀犻犮狋狅狌狉犻狊犿

以体验民族风情、独特自然生态环境和少数民族文化真实性为目的的旅游（２．１）。

３．２６

民俗旅游　犳狅犾犽犾狅狉犲狋狅狌狉犻狊犿

以民俗事务、民俗活动和民间节事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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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７

节事旅游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ｖｅｎｔ

事件旅游　ｅｖｅｎｔｔｏｕｒｉｓｍ

以地方节日、事件活动和节日庆典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２．１）。

３．２８

影视旅游　犿狅狏犻犲犪狀犱犜犞犻狀犱狌犮犲犱狋狅狌狉犻狊犿

由电影、电视和广播的传播效应而引致的旅游（２．１）。

注：包括影视拍摄地旅游、影视节事活动地旅游、影视文化演绎出的旅游等。

３．２９

乡村旅游　狉狌狉犪犾狋狅狌狉犻狊犿

以乡村自然景观、民俗和农事活动为吸引物的旅游（２．１）。

３．３０

自然旅游　狀犪狋狌狉犲狋狅狌狉犻狊犿

以各种地理环境或生物构成的自然景观为吸引物的旅游（２．１）。

３．３０．１

森林旅游　犳狅狉犲狊狋狋狅狌狉犻狊犿

以森林景观和森林生态系统为吸引物的旅游（２．１）。

注：森林是以乔木树种为主的具有一定面积、密度和郁闭度的木本植物群落。一般包括观光游览、森林浴、野营探

险、狩猎采撷、观鸟赏蝶和科考科普等几大类型。

３．３０．２

草原旅游　狆狉犪犻狉犻犲狋狅狌狉犻狊犿

利用独特的草原自然风光、气候及此环境形成的历史人文景观和特有的民俗风情为吸引物的旅游

（２．１）。

注：草原是指在半干旱条件下，以旱生或半旱生草本植物为主的生态系统，一般包括观光游览、体验民俗风情、节庆

活动等。

３．３０．３

湿地旅游　狑犲狋犾犪狀犱狋狅狌狉犻狊犿

以湿地资源和湿地生态系统作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２．１）。

注：湿地是指天然的或人工的、永久性的或暂时性的沼泽地，泥炭地和水域，蓄有静止或流动、淡水或咸水水体，包

括低潮时的水深浅于６ｍ的水区。自然湿地一般可分为滨海湿地、河流湿地、湖泊湿地和沼泽湿地等四大类

型。湿地旅游活动一般包括观光游览、观鸟垂钓和科考科普等几大类型。

３．３０．４

观鸟旅游　犫犻狉犱狑犪狋犮犺犻狀犵狋狅狌狉犻狊犿

在自然环境中借助望远镜和鸟类图鉴在不影响野生鸟类栖息的前提下，观察和观赏鸟类的旅游（２．１）。

３．３０．５

山岳旅游　犿狅狌狀狋犪犻狀狋狅狌狉犻狊犿

以观赏自然山体景观、登山运动和保健养生为目的的旅游（２．１）。

３．３１

温泉旅游　狊狆犪；ｈｏｔｓｐｒｉｎｇｔｏｕｒｉｓｍ

以温泉为主要吸引物，享受、体验沐浴和水疗以及温泉文化，康体养生为目的的旅游（２．１）。

５

犌犅／犜１６７６６—２０１７



注：温泉是指水温高于２５℃，且不含有对人体有害物质的地下涌出热水。

３．３２

海洋旅游　犿犪狉犻狀犲狋狅狌狉犻狊犿

蓝色旅游

以海洋为场所，以探险、观光、娱乐、运动、疗养为主题的旅游（２．１）。

注：一般包括海滨（海岸沙滩）旅游、海上旅游、海底旅游、海岛旅游等几大类。

３．３３

扶贫旅游　狆狅狏犲狉狋狔犾犻犳狋狋狅狌狉犻狊犿

以帮助旅游目的地贫困人口摆脱生活困境或改善生存条件的旅游（２．１）。

３．３４

社会旅游　狊狅犮犻犪犾狋狅狌狉犻狊犿；ｗｅｌｆａｒｅｔｏｕｒｉｓｍ

以津贴或其他形式资助低收入者或无法承担旅游费用等特定群体的旅游（２．１）。

３．３５

负责任的旅游　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犾犲狋狅狌狉犻狊犿

对旅游目的地环境保护自觉地负起责任的旅游（２．１）。

３．３５．１

可持续旅游　狊狌狊狋犪犻狀犪犫犾犲狋狅狌狉犻狊犿

不对未来的相关利益方的利益造成损害的旅游（２．１）。

３．３５．２

绿色旅游　犵狉犲犲狀狋狅狌狉犻狊犿

以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为主要诉求的旅游（２．１）。

３．３５．３

生态旅游　犲犮狅狋狅狌狉犻狊犿

以独特的生态资源、自然景观和与之共生的人文生态为吸引物，促进旅游者（２．２）对自然、生态的理

解与学习，提高对生态环境与社区发展可持续的责任感为重要内容的旅游（２．１）。

３．３６

探险旅游　犪犱狏犲狀狋狌狉犲狋狅狌狉犻狊犿

为挑战自我，到人迹罕至、充满神秘性或环境险恶的地方，进行带有一定危险性和刺激性的考察旅

游（２．１）。

３．３７

无障碍旅游　犫犪狉狉犻犲狉犳狉犲犲狋狅狌狉犻狊犿

旅游者（２．２）（包括残障人士等）出游时对旅游交通、服务、投诉、旅游产品购买等通畅和便捷的

感知。

４　旅游经营

４．１　旅行社业

４．１．１

旅行社　狋狉犪狏犲犾犪犵犲狀犮狔；ｔｒａｖｅｌｓｅｒｖｉｃｅ

旅游运营商　ｔｏｕｒ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为旅游者（２．２）提供相关旅游服务，开展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或出境旅游业务，并实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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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的企业。

４．１．２

旅游批发商　狋狅狌狉狑犺狅犾犲狊犪犾犲狉

将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目的地的旅行社、旅游景点等有关旅游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组合成为不

同的包价旅游线路产品或包价度假产品的中间商组织。

４．１．３

旅游代理商　狋狉犪狏犲犾犪犵犲狀狋

旅游零售商　ｒｅｔａｉｌｔｒａｖｅｌａｇｅｎｔ

只销售批发商的包价旅游产品和各类单项委托服务的旅游企业。

４．１．４

在线旅行社　狅狀犾犻狀犲狋狉犪狏犲犾犪犵犲狀犮狔

网上旅行社　ｔｒａｖｅ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利用互联网、移动电子商务等新兴技术，满足旅游者（２．２）信息查询、产品预订及服务评价的一种经

营模式或企业。

４．１．５

自由行　狊犲犾犳狆犪犮犽犪犵犲狋狅狌狉

只向旅游者（２．２）提供飞机票（或火车票）加上饭店预订等业务的单项委托产品。

注：一般适用于出境旅游，单项委托还包括签证（签注）的送签服务。

４．１．６

领队　狋狅狌狉犲狊犮狅狉狋；ｔｏｕｒｌｅａｄｅｒ

依照规定取得出境旅游领队证，接受具有出境旅游业务经营权旅行社（４．１．１）的委派，担任出境旅

游团领队工作的人员。

４．１．７

导游员　狋狅狌狉犵狌犻犱犲

导游　ｔｏｕｒｇｕｉｄｅ

按照《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的规定，取得导游证，接受旅行社（４．１．１）委派，为旅游者（２．２）提供向导、

讲解以及相关服务的人员。

４．１．７．１

全程陪同导游员　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犵狌犻犱犲

全陪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ｕｉｄｅ

由接待方旅行社（４．１．１）委派或聘用，负责向旅游者（２．２）提供境内全程旅游服务的导游员（４．１．７）。

４．１．７．２

地方陪同导游员　犾狅犮犪犾犵狌犻犱犲

由地方接待旅行社（４．１．１）聘用或委派，负责为在当地游览的旅游者（２．２）提供接待、当地风土人情

介绍、景区讲解等相关服务的导游员（４．１．７）。

４．１．７．３

外语导游员　犳狅狉犲犻犵狀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狊狆犲犪犽犻狀犵狋狅狌狉犵狌犻犱犲

以外语作为工作语言和讲解语言的导游员（４．１．７）。

注：一般分英语导游员和小语种导游员，常用的小语种包括日语、朝语（韩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俄

语、阿拉伯语、泰语和印尼语等。

４．１．７．４

中文导游员　犆犺犻狀犲狊犲狊狆犲犪犽犻狀犵狋狅狌狉犵狌犻犱犲

以中文作为工作语言和讲解语言的导游员（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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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般分普通话导游员和方言导游员，常用的方言有广东话和闽南话等。

４．２　住宿业

４．２．１

旅游饭店　狋狅狌狉犻狊狋犺狅狋犲犾

以提供住宿服务为主、同时还提供餐饮、购物、娱乐、度假和商务活动等多种服务的企业。

注：按地区、类别和等级不同，习惯上也被称为宾馆、酒店、旅馆、旅社、旅舍、宾舍、客舍、度假村、俱乐部、大厦、中

心等。

４．２．２

绿色饭店　犵狉犲犲狀犺狅狋犲犾

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坚持清洁生产、倡导绿色消费、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使用资源的住宿接待

企业。

４．２．３

经济型饭店　犫狌犱犵犲狋犺狅狋犲犾；ｅｃｏｎｏｍｙｈｏｔｅ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ｄｇｉｎｇ

以提供交通便捷、价格低廉和干净整洁的客房为基本服务内容的住宿接待企业。

４．２．４

度假饭店　狉犲狊狅狉狋犺狅狋犲犾

为度假旅游者（２．２）提供住宿、饮食、康乐和各种交际活动场所的企业。

４．２．５

商务饭店　犫狌狊犻狀犲狊狊犺狅狋犲犾

为从事企业活动的商务旅行者提供住宿、饮食和商业活动及有关设施的企业。

４．２．６

主题饭店　狋犺犲犿犲犺狅狋犲犾

以某一历史素材或特色文化为主题，从硬件（建筑、装饰、产品等有形方面）到软件（文化氛围、文化

理念、服务等无形方面）都围绕某一主题来建设的住宿接待企业。

４．２．７

分时度假酒店　狋犻犿犲狊犺犪狉犻狀犵狉犲狊狅狉狋

不同的旅游者（２．２）在度假地购买和拥有同一处房产（度假饭店和公寓的客房、度假别墅）的产权或

使用权，每个旅游者拥有每年一定时段的使用权，并可通过分时度假系统交换其使用权的经营模式。

４．２．８

汽车旅馆　犿狅狋犲犾；ｍｏｔｏｒｌｏｄｇｅ

设在公路旁，为自驾车游客提供食宿等服务的企业。

４．２．９

青年旅馆　狔狅狌狋犺犺狅狊狋犲犾

为自助旅游者（２．２），特别是青年旅游者提供住宿的企业。

４．２．１０

短租公寓　狊犺狅狉狋狋犻犿犲狉犲狀狋犻狀犵犪狆犪狉狋犿犲狀狋

整合城市闲置住宅资源与酒店服务理念，为旅游者（２．２）等提供自助式服务的住宿产品。

注：这是一种介于旅游饭店和长租房之间的新业态。

４．２．１１

民宿　犺狅犿犲狊狋犪狔

利用自用住宅空闲房间，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生态、环境资源及农林渔牧生产活动，以家庭副

业方式经营，为旅游者（２．２）提供的住宿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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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２

沙发客　狊狅犳犪犵狌犲狊狋

基于互联网的人际关系，异地旅游时免费住在对方家中，并在主人的引领下体验当地文化的旅游者

（２．２）。

４．３　旅游景区

４．３．１

旅游景区　狊犮犲狀犻犮狊狆狅狋；ｔｏｕｒｉｓｔ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以满足旅游者（２．２）出游目的为主要功能，并具备相应旅游服务设施，提供相应旅游服务的独立管

理区。

４．３．２

自然景区　狀犪狋狌狉犪犾狊犮犲狀犻犮犪狉犲犪

以大自然的山川、河湖、海洋、森林、草原、荒漠等地质地貌及生物系统为景观的旅游景区（４．３．１）。

４．３．３

文化景区　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犪狋狋狉犪犮狋犻狅狀

以人文活动、文化遗址和遗产以及当代建设成就为景观的旅游景区（４．３．１）。

４．３．４

人造景区　犿犪狀犿犪犱犲犪狋狋狉犪犮狋犻狅狀

专为吸引旅游者而人工建造的旅游景区（４．３．１）。

４．３．４．１

游乐园　犪犿狌狊犲犿犲狀狋狆犪狉犽

具有各种乘骑设施、游艺机、餐饮供应以及综艺表演的娱乐场所。

４．３．４．２

主题乐园　狋犺犲犿犲狆犪狉犽

主题公园　ｔｈｅｍｅｐａｒｋ

具有一个或一组主题的游乐园（４．３．４．１）。

示例：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六旗乐园等。

注：园中的乘骑、景观、表演和建筑都围绕着某个或某组主题。

４．３．５

旅游度假区　狋狅狌狉犻狊犿狉犲狊狅狉狋

具有良好的资源与环境条件，能够满足旅游者（２．２）游憩、康体、运动、益智、娱乐等休息需求的，相

对完整的度假设施聚集区。

４．３．６

旅游承载力　狋狅狌狉犻狊犿犮犪狉狉狔犻狀犵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满足生态环境容量、资源容量、企业经济容量、游客心理容量和社会容量条件的客流量或旅游活动

强度的极限值。

４．３．７

游客中心　狋狅狌狉犻狊狋狉犲犮犲狆狋犻狅狀犮犲狀狋犲狉

访客中心　ｖｉｓｉｔｏｒ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

为旅游者（２．２）提供信息、咨询、游程安排、讲解、教育、休息等旅游（２．１）设施和服务功能的专门

场所。

４．３．７．１

景区导游员　狅狀狊犻狋犲犵狌犻犱犲

景区讲解员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

在旅游景区（４．３．１）为参观者进行讲解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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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７．２

遗产解说　犺犲狉犻狋犪犵犲犻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狀

通过言简意明的文字，将遗产的内涵、性质、特征、成因、关系、意义、价值以及功能等进行解释和

说明。

４．３．７．３

旅游解说系统　狋狅狌狉犻狊犿犻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在旅游景区（４．３．１）建立的由解说信息及信息传播设施并通过合理配置、有机组合形成的游览解说

体系。

４．３．８

旅游纪念品　狊狅狌狏犲狀犻狉

旅游者（２．２）在旅游目的地购买的具有浓厚当地特色的土特产品或手工艺品。

４．４　特色旅游交通

４．４．１

旅游客车　狋狅狌狉犻狀犵犮狅犪犮犺

为旅游观光而设计和装备的客车。

４．４．２

城市观光巴士　犮犻狋狔犫狌狊

专供旅游者（２．２）在城市市区内沿途观赏市容市貌的旅游巴士的习惯称谓。

注：这种巴士一般车身图案较为鲜艳，双层敞蓬，车上配有人员导游或可供选择的多语种电子导游，旅游者可在行

车沿线各站（一般都设在旅游景点）随意上下，所购车票一日有效。

４．４．３

旅游房车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ｖｅｈｉｃｌｅ

集“旅行、住宿、娱乐、烹饪、沐浴”于一体化的旅行交通工具。

注：房车内有舒适的卧室和清洁的卫生间、客厅和厨房，还配有空调、彩电、ＶＣＤ、冰箱、微波炉、煤气灶、沐浴器、双

人床及沙发，可供４人～６人住宿，还有多套供电系统，行驶和住宿时都能全天供电。分为不带动力的拖挂式

（ｃａｒａｖａｎ）和带动力的自行式（ｍｏｔｏｒｈｏｍｅ）两类。

４．４．４

游船　狔犪犮犺狋；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ｂｏａｔ

专门运送旅游者（２．２）、供旅游者欣赏沿途风光的船舶。

注：现代远洋邮轮和内河豪华游船在很大程度上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单一客运功能，成为集运输、食宿、游览、娱

乐、购物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水上豪华旅游交通工具。

４．４．５

邮轮　犮狉狌犻狊犲犾犻狀犲狊

海洋上的定线、定期航行的具有各类休闲娱乐场所、设施和服务的大型客运轮船。

注：现在所说的邮轮，实际上是指在海洋中航行的旅游客轮。习惯上，邮轮指的是在海洋上的大型豪华船舶。

４．４．６

观光火车　狊犻犵犺狋狊犲犲犻狀犵狋狉犪犻狀

以专门运送旅游者（２．２）为运营目的的特色火车。

注：车厢装修豪华，车顶一般采用透光材料，便于旅游者观赏车外全景。

４．４．７

索道缆车　犮犪犫犾犲犮犪狉

利用钢绳牵引，输送人员或货物的设备和装置的统称。

注：车辆和钢绳架空运行称架空索道；车辆和钢绳在地面沿轨道行走的称地面缆车。一般在山岳型旅游景区使用

的大多是架空索道。按牵引和行进方式，索道可以分为单线式、复线式、往复式、循环式（固定抱索式、脱挂式）

等多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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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旅游公共服务

５．１　基础服务

５．１．１

旅游目的地信息系统　ｔｏｕｒｉｓｔ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旅游目的地建立的旅游产品（２．５）数据库、游客信息数据库、市场分析数据库和计算机预订中心等

系统。

５．１．２

旅游信息服务中心　狋狅狌狉犻狊狋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犮犲狀狋犲狉

为旅游者（２．２）和其他公众提供旅游信息和相关咨询服务的公共服务设施。

５．１．３

旅游服务热线　狋狅狌狉犻狊犿狊犲狉狏犻犮犲犺狅狋犾犻狀犲

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建设的向国内外旅游者（２．２）提供旅游信息服务、投诉及其他各类旅游

（２．１）相关服务的电话平台。

５．１．４

旅游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狆狌犫犾犻犮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狅狌狉犻狊犿狊狔狊狋犲犿

为方便旅游者（２．２）而提供的旅游交通、旅游服务设施、旅游公共服务设施等导向要素的集合。

５．１．５

旅游集散中心　犺狌犫狅犳狋狅狌狉犻狊犿犱犻狊狆犪狋犮犺

在交通枢纽地区，为旅游者（２．２）设置的接待设施和服务网点。

５．１．６

旅游投诉　狋狅狌狉犻狊狋犮狅犿狆犾犪犻狀狋

旅游者（２．２）、海外旅行商、国内旅游经营者为维护自身和客户的合法权益，对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旅

游经营者和有关服务单位，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提出请求处理或要求补偿的行为。

５．１．７

游客满意度　狋狅狌狉犻狊狋狊犪狋犻狊犳犪犮狋犻狅狀

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对其预期与实际体验效果之间的差异感受与评价。

５．２　旅游规划

５．２．１

旅游总体规划　狋狅狌狉犻狊犿犿犪狊狋犲狉狆犾犪狀狀犻狀犵

在较大的区域范围内，对旅游业（２．９）远景发展做出轮廓性的描述，以及在预期的时段范围内做出

全面具体的安排。

５．２．２

旅游控制性详细规划　狋狅狌狉犻狊犿狉犲犵狌犾犪狋狅狉狔狆犾犪狀狀犻狀犵

在旅游总体规划（５．２．１）的指导下，为了近期建设的需要，在某一景区或某一个项目上从宏观角度

提出原则性的意见，详细规定区内建设用地的各项控制指标和其他规划管理要求，为区内一切开发建设

活动提供指导的技术文件。

５．２．３

旅游修建性详细规划　狋狅狌狉犻狊犿狊犻狋犲狆犾犪狀狀犻狀犵

在旅游总体规划（５．２．１）或旅游控制性详细规划（５．２．２）的基础上，对旅游区当前建设项目进一步深

化和细化的操作性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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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４

旅游专项规划　狋狅狌狉犻狊犿狆狉狅犼犲犮狋狆犾犪狀狀犻狀犵

以旅游总体规划（５．２．１）为依据，集中对具体的旅游功能单位的发展所做的详细管理规定或具体安

排和项目设计。

５．３　旅游安全与救援

５．３．１

旅游警察　狋狅狌狉犻狊狋狆狅犾犻犮犲

以维护旅游（２．１）公共安全秩序，解决旅游者（２．２）危难为主要职能的警察。

５．３．２

旅游救援　狋狉犪狏犲犾犪狊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由专业的救援公司为出境旅游者（２．２）提供的援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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